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7届SGRA论坛 

“为什么要纪念战后80周年?” 
～思考“后特朗普时代”的东亚～ 

联合主办：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关口全球研究会 

早稻田大学先端社会科学研究所・东亚国际关系研究所 

 

2025年7月26日（星期六）14:00～17:00（日本时间） 

会场・早稻田大学大隈纪念讲堂 小讲堂 及线上（Zoom网络研讨会） 

语言： 日语・中文（提供同声传译） 

入场免费 

 

论坛主旨 

在长达80年的战后历史中，亚洲各国根据自身的历史认知，以“终战”、“抗战胜利”、“殖

民地解放”等不同表述方式，持续讲述着1945年的历史事件。亚洲各国的终战纪念日，是从自

身的立场出发反思战争历史，疗愈战争和殖民统治带来的创伤与记忆，祈愿和平的重要时刻。

与此同时，亚洲各地民众也追求跨越国界的历史认知，并持续展开对话，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现象。 

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随着美国政权的更迭，围绕亚洲的国际局势日益复杂。

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检视战后历史中对于多样性与文明间对话的尊重，以及在相互协作中对和

平的追求，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论坛将从日本、中国、韩国和东南亚的视角出发，聚焦战后80

年的历程，回顾日本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和解之路，共同探讨亚洲追求和平的经验，以及

当今仍然存在的课题。 

 

 

参会须知 

 

■ 本次论坛需事先报名。 

请通过二维码或以下网址进行报名。注册链接：https://x.gd/22gJi 

■ 需要同声传译的来宾： 

本次活动将通过Zoom进行同声传译，届时请自行携带可连接互联网的设备及耳机。 

 

■ 会场地址 [早稻田大学大隈纪念讲堂 小讲堂] 东京都新宿区户冢町1-104 

■ 联系方式  SGRA事务局：sgra@aisf.or.jp  

事先报名页面 

会场地图 

https://x.gd/22gJi


论坛流程 

总主持人： 李恩民（樱美林大学全球传播学群长） 

 

14：00  开幕致辞 今西淳子（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代表） 

欢迎致辞 鹫津明由（早稻田大学下一代科技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 

 

————————————————————  第一部分  ———————————————— 

主题演讲 

14：20    Ⅰ.「冷战、东北亚安全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冷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重大转变，最终实现了从“革

命外交”向“务实外交”的转型。与此同时，东北亚的安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

两个三角同盟之间的对立结构，逐步过渡到紧张缓和与交叉承认，并进入和平谈判的进程。 

首先，在1949年至1969年的第一阶段，中国采取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联苏抗美。由

此，中国加入冷战，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急先锋，东北亚进入南北分裂，两个三角同盟对

立的局面。 

接下来的1970年至1984年的第二阶段中，中国转向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联美抗苏。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最终摆脱了美苏冷战的两级结构，东北亚也随之进入缓和时期。 

最后在1985年至1991年的第三阶段，中美关系因意识形态和台湾问题而对立加剧，但另一

方面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外交理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向

不结盟的全方位外交。此时，中美苏之间形成了“大三角”结构，在东北亚地区，各国开始

交叉承认，原有的两个三角同盟的对立局面彻底解消，和平谈判的进程也由此开启。 

综上所述，中国应延续邓小平确立的的务实外交和不结盟的政策，审慎处理中美俄关系，并

以推动中日、中韩关系的发展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基石。 

 

14：50  Ⅱ．「从冷战到冷战：二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与日本」      

藤原归一（顺天堂大学国际教养学研究科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曾经将世界分裂的冷战，如今似乎正在复活。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导致了联合

国对日本的占领、解除武装以及民主化，但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美国以日本为据点的亚

洲战略逐步展开，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加剧。随着中美两国的接

近，以冷战为基础的中日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与经济关系的恢复。冷战

本应已经结束，然而，至少从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再次加剧，经历同盟体系的重

组，出现了足以被称为“冷战”的国际政治分裂与固化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中美之间会出现新的紧张局势？这是暂时性的紧张，还是应当被视为长期性

的对立？本报告将回顾从二战结束到第二次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并探讨这些

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权力转移论”加以解释。此外，也将以福田赳夫政权和石破

茂政权为线索，进一步思考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美国的影响和主导权加

以解释，并对其中是否存在差异与偏离进行探讨。 

 

15：20  问答环节 

15：25  中场休息 



 

————————————————————  第二部分  ———————————————— 

主持人： 林泉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任研究员） 

15：45  开放论坛 

 

青年学者讨论： 

权南希（关西大学政策创造学部教授） 

 

LUXMIWATTANA Motoki（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 

从泰国保守派阴谋论的分析来探讨政治断层线 

在发展中国家，冷战曾对国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反共还是亲共势力，其崛

起与被打压往往都在冷战语境中展开，并持续塑造至今的权力结构。本报告通过分

析泰国保守派的阴谋论，探讨战后及冷战框架下分析国内政治的新视角。不仅关注

这些言论中所显现的当代“冷战断层线（fault line）”，亦思考是否存在超越“国

家”这一传统分析单位的可能性。 

 

野﨑雅子（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助手） 

国际秩序与知识交流——从留学生政策的变迁谈起 

本次讨论聚焦近年来中、日、美三国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探讨国际秩序与知识交流

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以留学生派遣与接收为代表的知识交流，曾在构建国

家间互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近年来各国间紧张关系的加剧，知识交

流领域也正面临分裂加剧的风险。本报告将结合中、日、美三国近年来的留学生人

数变化与政策调整，探讨知识交流所面临的分裂危机及其克服的可能路径。 

 

李彦铭（南山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民间的历史认识、互信合作与通往和解之路 

发言将以中日之间通往和解的过程为重点，首先确认中日官方已经达成的一定程度

的和解，然后以2010年代以后的某些民间人士的历史认识为例，提出形成历史认识

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部分则以中日人士在非政府组织中的互信与合作为

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8任总干事=助理总干事唐虔，为实现行政、财政改革进行

的合作和努力），展望和解的可能性。最后，提出一些面向未来的建议。 

 

             听众提问 

 

16：50  总结・闭幕致辞 刘杰（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 

 

 

 

 

 



嘉宾简介 

 

沈志华 SHEN Zhihua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欧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纽约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全球历史・经济・文化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资深研究员。

研究领域包括冷战国际史、苏联史、中苏关系史、中朝关系史。代表著作：《毛泽东、斯大林与

朝鲜战争》（2007/2013/2017），《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2013），《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

（2017/2018），《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2022）等。 

 

藤原归一 FUJIWARA Kiichi 

顺天堂大学国际教养学研究科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京大学未来愿景研究中心客座教

授、197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1984年从该校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满退学。获傅

尔布莱特奖学金赴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留学。曾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手、千叶大

学法经学部助手及副教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自1999年至2022年担任东京大学

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包括《记忆战争》（讲谈社）、《民主的帝国》（岩波书

店）、《和平的现实主义》（岩波书店，荣获第26届石桥湛山奖）、《战争解禁》（rockin'on 

inc）、《国际政治》（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战争的条件》（集英社）、《动荡不安的世

界》（朝日新闻出版）、《“正义战争”真的存在吗？》（讲谈社）、《炎上的世界》(朝日新闻

出版社) 等。自2011年起在《朝日新闻》每月连载专栏《时事小言》，此外，还有《电影中的

美国》、《这才是电影！》等关于电影的著书。 

 

权南希 KWON Nam-hee 

关西大学政策创造学部教授。于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取得博士学位。自2020年起，作为早

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推进关于“日韩关系中的法律与政治”的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环境法与国际人道法，尤其关注与武装冲突相关的环境保护标准的发展以及

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课题。主要著作包括《武装冲突中对文化财产破坏行为的国际刑事责任》

（《韩国欧洲宪法研究》第43期，2023年）、《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原

则草案的一项考察》（《关西大学法学论集》第68卷第3期，2018年）等。 

 

LUXMIWATTANA Motoki  

现为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生。研究领域为泰国政治、社会运动及政治意识

形态。目前的研究课题是近年来泰国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取得国际关系专业学士学位后，获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奖学金前来

日本留学。研究课题涉及民粹主义与21世纪的泰国保守运动，并于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取

得硕士学位。2024年度渥美奖学金获得者。 

 

野﨑雅子 NOZAKI Masako 

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助手。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硕士毕业，早稻田大学社会

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满退学。曾任创价大学教育・学习活动支援中心助教、东京工业大学学生

支援中心特聘专员。研究领域为日中关系史、语言教育史。主要著作包括《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下

的中文教育中的“文化语言”——从〈支那语杂志〉的言论出发》（2025年，《社会科学》31

期，第1-18页）等。 



 

李彦铭 LI Yanming 

南山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满退学。获博士学位（法学・

庆应义塾大学）。专著包括：《中日关系与日本经济界——从邦交正常化到“政冷经热”》（劲

草书房，2016年）。合著有：《共振的不安 连锁的美中对立》（大矢根聪主编，千仓书房，

2025年），以及《大平正芳的中国・东亚外交——从经济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川岛真、井

上正也主编，PHP Editors Group，2024年）等。曾任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

中心研究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讲师等职，于2025年４月起任现职。 

 

林泉忠 LIM John Chuan-Tiong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歷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

員、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准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武漢大學日本研

究中心教授兼執行主任、《明報》（筆陣）主筆。研究涵蓋東亞國際關係、身份認同研究等；地

域研究則包括中日台關係、兩岸三地關係、沖繩研究、東海南海研究等。已出版專著《「邊陲東

亞」之認同政治：沖繩、台灣、香港》（東京：明石書店，2005年）、《誰是中國人？》（台

北：時報出版，2017年）、《21世紀視野下的琉球研究》（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7

年）、《當「崛起」中國遇上「太陽傘」》（香港：明報出版社，2019年）、《中日國力消長與

東亞秩序重構》（台北：五南，2022年）及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李恩民 LI Enmin 

1961年出生于中国山西省。1996年取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年取得一桥大学社会学

博士学位。曾任樱美林大学博雅教育学群教授、国际研究所所长等职务。2010年至2020年兼任

公益财团法人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理事。自2024年4月起担任全球传播学群教授兼学群长。专业领

域为日中关系史、现代中国论。主要著作包括《中日民间经济外交》、《转型期的中国、日本与

台湾》（获大平正芳纪念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政治过程》、《中国华北农民的

生活志》等。此外，还参与了多部英文、中文及日文著作的翻译工作。 

 

刘杰 LIU Jie 

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1982年考入东京大学。1993 年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

了。博士（文学）学位。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早稻田大学亚洲太

平洋研究科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近代日中关系史、现代日中关系论、现代中

国论。对日中历史认识问题及背景尤为精通。主要著作：《日中战争下的外交》（日文、吉川弘

文馆、1995 年）、《中国的强国构想―自甲午战争后至现代』（日文、筑摩书房筑摩选书、

2013年）等。 

 

 

■ 关于SGRA 

关口全球研究会（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SGRA）以推动实现

良好的地球市民为目标于2000年成立，因渥美国际交流财团所在地东京都文京区

“关口”而得名。SGRA以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从事研究活动的渥美奖学生的外国学者以及日本的

研究者为中心，为应对各种现代课题而进行研究及献策，并通过论坛以及报告书等形式公诸于社会。

SGRA以开展领域广阔的、国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为愿景，推动多国籍的研究者人员广集智慧与

人脉，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