
　
第 59卷　第 6期

2006 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9.No.6
Nov.2006.781 ～ 786

收稿日期:2006-05-17

法德关系与中日关系比较

张建成 ,李艳芳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作者简介] 张建成(1958-),男 ,山西临猗人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

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李艳芳(1977-),女 ,山西临汾人 ,陕西师范大

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摘　要] 战后中日关系与法德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但是法德在短短 10 多年间顺利

实现了从宿敌到盟国友邦的历史性和解 ,而中日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反而陷入困境 。德

日不同的民族心理 、对待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 、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认知以及中日之间互信与交

流机制的缺失是法德和解与中日关系困境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所在。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 ,

必须在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 ,建立有效的互信和交流磋商

机制 ,同时继续重视民间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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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历史上法德可谓世仇 ,且不说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上千年的敌对与厮杀 ,仅从 1870年普法战

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国在 70年间先后三次大规模交战 。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的物质财富

和生命的损失 ,更使两大民族间的仇恨和猜忌雪上加霜 。但是 ,二战结束后短短的 10几年间 ,两国不仅

成功地消除了积怨 ,顺利地实现从和解 、合作到双赢的过程 ,而且还共同担当起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

反观中日两国之间 ,自 1972年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虽然没有经历大的波折 ,但是也并未像人们预期的那

样实现真正的睦邻友好 ,在历史问题 、领土问题 、台湾问题 、贸易问题诸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分歧。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 ,两国关系不仅没有脱离“政冷经热”的怪圈 ,反而遭遇重大挫

折 ,进入了自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寒冬期” ,双方民间的抵触情绪更是不断高涨。德法的历史性和解为改

善中日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有益的启示 。

一

与德法两国千年宿敌的关系不同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数千年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 ,中华文化对

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 ,使两国形成了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但近代以来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

争曾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也给两国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战后 ,两国的仁人志士痛定思痛 ,

都做出了理智的总结 ,“中日不再战”的口号深入人心 。从 1972年中日签订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30年来 ,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友好到摩擦再到对立的过程。

最初的 10年是友好与合作的 10年 。这一时期 ,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是双方的最大利益与合作

的战略基础。其次 ,当时日本政界大多数人对侵华战争抱有很强的负罪感 ,对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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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日本社会中居于绝对主流地位 。三是贸易上相互需求。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 ,需要日本的援助和

投资 ,而外向型经济的日本也需要开拓中国市场 ,双方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从 1982到 1992年 ,是摩擦与合作并存的 10年 。随着冷战结束 ,共同反苏的战略合作基础消失。

日本政界新老交替步伐加快 ,一大批新生代政治家陆续步入政坛 。这批人对侵华战争基本上没有老一

代政治家的负罪感 ,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力量遭到削弱 ,围绕中日历史问题出现了教科书问题 、参拜靖

国神社问题等一系列有负面影响的事件 。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 ,双方时有摩擦 。这些因素造成了

中日关系在冷战之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停滞 ,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从 1992年到 2002年 ,是对立与合作的 10年。这期间两国发展反差很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日

本恰恰是泡沫经济崩溃的时代 。此时 ,日本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 ,双方的摩擦表现在各个方面 ,不只

是在经济领域存在对立 ,安全领域也存在摩擦 。

近两年来 ,日本政府采取了诸多不利于双边关系的行动:如大肆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 ,在《防卫计

划大纲》中明确表示中国是安全的威胁;要求欧盟不解除对华武器出口禁令;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执意允

许李登辉访日;制定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的西南群岛“有事”应对方针;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妄图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给中国;将日本右翼政治团体设在钓鱼岛的灯塔作为日本国家财产予以保护;与美国发表共同

声明 ,将台湾问题列为共同安全目标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

顽固坚持第五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使中日首脑互访中断 4年多之后 ,两国领导人政治对话也遭受影

响 ,两国关系进入了自 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寒冬期” 。

二

战后的中日关系与德法关系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 ,如二战中都是敌对国 ,也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

系;都是地区大国 ,在区域中有较大影响力;中日是邻国 ,德法也是邻国 ,都面临安全困境的问题;在战后

新形势下 ,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和解或和好政策来改善与原来被侵略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 ,与德法成功

实现彻底和解不同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分歧 ,表现出“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特点 ,甚至陷入

困境 。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 ,中日两国还远未实现真正的 、历史性的和解 。

(一)历史问题在德法和解和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效用不同

从德法和解的过程来看 ,德国对侵略历史深刻的反省谢罪和真诚的忏悔行动贯穿始终 ,各党各派观

点一致 ,历届政府态度如一 ,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成为社会的主流并不断深化。为防止法西斯悲剧重演 ,

德国政府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 ,目的是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下一代了解到

“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以及法西斯的残暴统治”
[ 1]
(第 3 页)。同时 ,德国还主动承担战争责

任 ,向战争受害者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补偿。正是由于德国采取了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 ,才减少乃至消

除了被侵略国家对其重新崛起的疑惧 ,得以同昔日宿敌实现和解 ,同时也为重返国际舞台 、提高国际地

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与德国相比 ,日本在战后处理侵略战争问题上显得十分勉强和敷衍了事。迄今 ,日本还没有哪一位

政府首脑或有影响的政治家有类似勃兰特那样表示赎罪和忏悔的举措。相反 ,却一再出现政治家的“失

言” ,否定侵略战争 ,美化军国主义历史 ,散布“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侵略有理”论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等言论。从中曾根康弘到小泉纯一郎 ,日本有多位官员参拜过靖国神社 ,而且都选择 8月 15日为参拜

日 ,它不仅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所持有的立场 ,而且助长和迎合了日本国内妄图否定侵略战争 、

为军国主义翻案的一股思潮。日本政府始终不肯以历史真相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 ,多次修改历史

教科书。在赔偿问题 、从军“慰安妇” 、遗留化学武器 、强征劳工等战争遗留问题上 ,日本政府行动迟缓 ,

态度消极 。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否定 、歪曲 、甚至美化 ,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也是日

本与中国以及亚洲邻国关系最重要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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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日两国对共同利益的认知不同

德法和解是同西欧一体化过程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德法和解是在当时国家

衰落 、美苏冷战的历史背景下为实现国家利益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德法充分认识到

一体化是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选择 ,代表了欧洲所有国家的利益 ,只有融入这个潮流 ,才能够互惠互利 ,

实现双赢;法德作为欧洲大国 ,只有合作才能够推动一体化的顺利发展。正是在确认共同利益和共同目

标的基础上 ,德法两国的关系有了坚实的基础 ,即使出现分歧和矛盾 ,双方也都愿意做出一定的妥协和

让步 ,在合作的框架内解决问题。战后几十年里 ,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两国始终能够立足

战略高度 ,不断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积极因素和动力 ,西欧一体化发展到欧盟再到欧盟东扩 ,双方的合

作领域不断扩大并取得一系列成果 ,成为区域联合成功的光辉典范。

中日复交 30余年来 ,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巨大成果。经济上 ,两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在

投资 、贸易 、环保 、能源等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使得日本对亚洲外交有了更大

的回旋空间。在地区问题上 ,东亚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 ,经济一体化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已

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国和日本作为这一地区拥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有责任共同推动这一进

程。同时 ,解决区域内日益猖獗的三股势力的威胁 ,以及金融安全 、能源安全 、环境安全 、跨国犯罪 、毒品

走私等严重威胁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也离不开中日两国的携手合作。但是 ,遗憾

的是 ,日本无视这些巨大成果和共同利益 ,固守“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 ,鼓吹“中国威胁论” ,防范和牵制

中国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为限制中国在东亚起主导作用 ,日本明确把自己的外交战略确定为“联美

制华” ,即依赖美日同盟牵制中国的强大 。日本东南亚关系问题专家白石隆等有关加强日 —东盟关系的

理由之一 ,便是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基于此战略 ,日本对华态度强硬 ,两国间不仅旧的问题没有解决 ,

新的矛盾又不断出现 。当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仍处于寒流的冲击中 ,影响了双方合作的深化 ,不仅拖

累了东亚合作的进程 ,而且给东亚地区的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

(三)德日不同的民族信仰和传统文化

法德都是信仰新教的国家 ,“罪感文化”认为人生而负有“原罪” ,强调与上帝的对话及不断地自我忏

悔。因此 ,德国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外部世界 。德国民族性格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就是德意志的彻底性 ,即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彻底 。当 18 、19世纪还没有接受人道主义和现代资本

主义思想洗礼的时候 ,其彻底性表现在对领袖的盲目尊崇 ,对秩序的狂热追寻等 ,这也正是两次世界大

战的原因 。但是战后一旦醒悟 ,同时在美国指导下建立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以后 ,德意志民族这种原来的

彻底性 ,也是曾经导致反犹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 ,一下子就转为对反省和梳理历史的彻底性。所有的德

国人包括学术界 、思想界以及媒体在经历民族心理的隐痛后都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反思 。同时 ,欧洲久

远的和平思想与理想主义依然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 ,加之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企盼以及对生

命的珍视 ,这一切都使得法德人民在短短几十年间以理性的思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终带来

了一种心理上的超脱 。

日本民族主要信仰神道。天皇是神 ,日本是神国 ,国家至上 ,忠君爱国 ,这是神道的基本要求和主

张。对神道徒来说 ,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 ,按照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是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的。

同时 ,日本的“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 ,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 2](第154 页) ,日本人普

遍以“认罪” 、“谢罪”为耻辱。相对孤立的岛国环境造成包括日本政要在内的日本人视野狭窄和以日本

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虽然向西方学习 ,但自由 、民主思想始终难以融入日本文化。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

史进程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狂妄自大又极端自卑的矛盾心理 ,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呈现出极端对

立的两面性。一方面以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为思想和文化渊源 ,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 ,主张

日本是本 ,其他国家是末 ,它与武士道文化中的“尚武” 、“杀”等思想结合 ,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亚洲

邻国侵略战争的精神凭持 。另一方面 ,日本对权力又有着很浓厚的服从心理 ,对强于自己的欧美国家实

行外交追随 ,迁就并努力赶超 ,并积极致力于“脱亚入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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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之间安全互信和交流机制的缺失

重视机制建设是德法实现和解的重要原因。从 1963年《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开始直至后来的一体

化进程中 ,德法的结盟关系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多层次 、多领域 、强制性的政治磋商 、协调 、决

策和运行机制。这种强制性机制使双方得以及时沟通 、化解可能出现的分歧和冲突 ,并不断推出适应新

形势的合作机制 ,从而保证两国和解 、合作大局不致因首脑易人 、政府更迭而波动。煤钢共同体的建立

突破了安全困境 ,实现了双方互信的第一步。德国政府还认识到 ,两国的和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政府层

面 ,只有实现了整个社会民众之间的理解和和解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和解。因此 ,除了政府合作外 ,德法

之间还有广泛的市民层面的合作 ,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如联合会 、青年工作组 、大学以及多个友谊城市

为加强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 ,德法两国在各个阶层间都实现了彻底的和解 ,

培养起高度的认同和互信 ,为两国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对中日来说 ,无论是与其他领域的交流相比 ,还是与其他大国相比 ,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和

机制建设相对滞后 ,同时由于彼此的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相异 ,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尽相同 ,加上日本

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的渲染和炒作 ,导致两国间原有的猜忌和怀疑逐渐上升 ,彼此对对方的战略意

图存在疑虑 ,致使国民的感情受到伤害 ,影响了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 。2005年中日两国民众感情更加

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有日本媒体指出 ,民众对中韩好感急速下降的最大原因在于小泉不断参拜靖国

神社引起中韩等国反击 ,中韩的反应又反过来招致日本国民对两国好感下滑 。这种情况是最让人忧虑

的。因为 ,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不能寄希望于某些日本政客的 ,而只能是日本的民众。清华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所刘江永教授认为:“中日关系绝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 在作祟 ,现实矛盾有扩大和加深的趋势。

发展下去 ,中日友好有可能进一步`空洞化' 。”
[ 3]
(第 12 页)

三

中日之间矛盾的客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发展中日关系很难 ,但又决不能因难而退 。正如日本学者

指出的 , “中日关系对两国而言 ,目前都是重要而不可欠缺的” , “不管发生多少冲突 ,仍要构筑出一个不

损害友好协助关系的基础”[ 4](第 311 页)。因此 ,中日双方都应理性地思考 ,怎样才能使中日关系摆脱目

前困境 ,实现合作与双赢 。

(一)正确地认识历史问题 ,是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并且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中日关系的发展史表明 ,历史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凡是历史问题处理得好的时期 ,中日关

系就能顺利发展;反之 ,则停滞甚至面临困境 。当前 ,中日关系陷入低谷 ,完全是日本一手造成的。日本

政府因坚持错误历史观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 ,已经越来越引起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东亚邻国

的忧虑和警惕 ,不仅给东亚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 ,也使得自己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小泉外交面临的四面

楚歌 、日本在“入常”问题上遇到的强大阻力正是日本不正视历史的必然结果 ,这与日本的“政治大国”

“正常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要想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理解与认可 ,日本必须首先拿

出诚意 ,以德国为鉴 ,恪守《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所体

现的原则精神 ,正确反省侵略历史 、改变“以邻为壑”的政策 ,抛弃“强邻必是劲敌”的旧思维 ,设身处地地

换位思考 ,遇事多考虑对方国民的感情 ,从大局着想 ,为消除疑虑 、增加互信 、创造良好的社会和舆论环

境。这样不仅符合当今国际潮流 ,而且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

而中国方面应该看到 ,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和对立由来已久 ,其实质是历史观之争 ,它是

政治立场问题 ,更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因此 ,解决这类问题需要积以时日 ,潜移默化。日本少数

右翼分子绝不可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幡然醒悟 ,关键是做大多数日本国民和主流政治家的工作 ,要树立

“共同发展 ,争取双赢”的观念 ,通过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 ,压缩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

上兴风作浪的空间;其次 ,鉴于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应该做进一步的工作 ,法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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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性和解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 ,也可以组织专家集团 ,相互提供尽可能客观的

资料 ,对具体问题进行能够说服两国国民的事实性分析 ,提出共同的历史解释 ,最终达到中日双方具有

“共同的历史认识”[ 5](第 177 页)。另外 ,尽管战争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但我们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的罪行还没有进行过系统 、全面和深入的调查 ,许多资料还有待进一步详尽和完善 ,随着受害者和亲历

者谢世 ,搜集 、整理日军侵华罪证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

(二)在多边体系中创建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识 ,在建立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促进双边关系

的新发展

从欧盟的经验来看 ,在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 ,往往都是由实力较强的国家发挥主导作用。

东亚区域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 、最有活力的地区 ,作为该地区的两个大国 ,中日在区域多边合作框架中

发挥着主要作用 ,既有共同利益 ,又有许多共识 ,因此 ,这是目前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最为主要的因素 。目

前东亚各经济体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时的水平 ,建立东亚

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在中日韩分别与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议以后 ,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关键在于中日韩之间能否建立自由贸易区 ,并进一步与东盟整合为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根据

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和东盟秘书处统计的数据 ,按 2002年各国 GDP 总值计算 ,中日韩三国 GDP 占东亚

13个经济体总量的 91 、2%,其中中日两国占了东亚的 84 、5%。很显然 ,东亚合作应当以中日为核心 ,

正如欧盟以德法为核心一样 。只要中日双方都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本着互惠互利的精神 ,共同推动

“10+3”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那么 , “10+3”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乃至达成 。未来一二十

年 ,中日可以共同倡议建立东亚能源合作机构 、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会议 、东北亚国际论坛等机构 ,不断

拓宽中日合作的空间 。中日两国能够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双引擎” ,为东亚经济合作增添新的动力;而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本身也将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

(三)亟待解决相互信任问题 ,构筑互信机制 ,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 ,应该看到 ,中日双方谁也不能吃掉谁 ,谁也不能压倒谁 。事实一再证明 ,和平只

能建立在相互 、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 ,单方面的绝对的安全不能带来真正和持久的和平。各国在追求自

身安全的同时 ,必须尊重别国的利益 ,关注别国的安全关切 ,为对方的安全创造条件 。因此 ,中日两国必

须放弃“你得我失”的“零和”思维 ,建立互信 、互利 、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超越彼此间的差异和

分歧 ,通过对话增进互信 ,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通过合作促进安全 。首先 ,两国都要调整心态。日本不要

把中国国力的增强视为对自己的威胁 ,只要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是决不会把日本视为敌人

而处处加以掣肘的。同时 ,中国人也要摆脱百年来由于饱受列强凌辱而产生的“悲情意识” ,用一种更自

信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其次 ,要努力建立一种可控机制 ,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目前 ,中

日之间主要就是互信严重不足 ,美日同盟有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中国当然难以接受 。与双边安全合作

相比 ,多边合作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不针对特定对象 ,强调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成员国间的误解和分

歧 ,从而淡化通过武力解决分歧的崇尚 ,有效地缓解和消除各国之间的猜疑和恐惧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

任。因此 ,中日两国必须努力在东亚地区建立多边的安全框架和机制 。

(四)拓展民间交流渠道 ,让中日友好深入人心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长期的民间交流传统。战后 50余年来 ,民间交流为中日复交和两

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 ,在当前中日关系处于重大转折时期 ,民间交流必将继续起

到任何官方或其他渠道都无法替代的重要的作用。因此 ,双方政府要把民间交流置于发展中日关系的重

要位置 ,在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 ,为进一步活跃民间交流提供更加宽松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其次 ,民间双

方要与时俱进 ,积极探索新的举措和形式 ,把中日友好广泛 、深入 、持久地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第三 ,重视

文化交流上 ,文化交流的重点应放在青少年上 。在日本 ,老年人对中国感情好的多 ,中年人对华态度不好

的多 ,青年人对华情感不确定。改变成年人的观念是困难的 ,要重点加强中日青年人的文化交流 ,使下一

代建立起友好关系 ,为中日的长久发展奠定牢固社会基础。最后 ,对于两国关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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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摩擦 ,民间力量要从大局出发 ,避免过激行为 ,确保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 ,“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目前 ,两国政治关系的持续冷淡正在导致

经济关系也开始趋于冷淡 ,这种状况不符合当前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潮流 ,也与两国的根本利益背道而

驰。德法两国这一对世仇尚且可以实现历史性和解 ,中日两国没有理由要把战争所造成的隔阂 、对立和

分歧继续下去。只要两国的政治家和广大人民顺应历史潮流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把握两国关系 ,互

为“怨邻”的历史终将会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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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 stw ar Sino-Japan relations and the France-Germany relations has the ve ry

impo rtant sim ilari ty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successful ly g one through a process f rom

confrontat ion to reconciliation in the shor t mo re than 10 years af ter WW Ⅱ.Howeve r , China and

Japan not only did no t have realized t rue reconciliation , instead , both countries' relations suffer the

significant setback.The reason lies in Japanese inco rrect handling o f histo ry issues , no t realizing i ts

common inte rests w ith China and the fact that the lack of mutual t rust and exchange mechanism.In

order to g o out the dif ficul t posi tion , China and Japan should further exp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as

well as establishes the effectiv e mutual confidence and consultation mechanism on the base of Japan' s

co rrect treatment w ith histo ry issues , at the same time tw o countries should cont inues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 een them.

Key words:France and Germany' s reconciliation;Sino-Japanese relations;compare w ith;convert

an enemy into a f 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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