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历史上的中日关系

 （1）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           （2）明清时期的倭寇问题

 （3）近代日本侵华与中国人民的坑日抗争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第一阶段：

时间：古代史：汉唐元明清前期

关系特点：和平友好交往是主流

史实再现
　　　两汉时期：
　　　隋唐时期：
　　　明清时期：



       公元前210年，泰
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
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
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
五谷种子、粮食、器皿、
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
徐福东渡没有获得“不老药
”，却在熊野浦登陆后，发
现了“平原广泽”(即日本九
洲)。长生不死之药没找到，
返回恐遭杀身之祸，便长
居于此，不再复返。 

      日本学者：30%的日
本人有中国血统。

日本新宫市徐福公园内的徐福雕像

一、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

“徐福东渡”与中日“血缘关
系”



         东汉建武中元二

年(57年)正月，倭奴国派遣

使节来洛阳奉献，刘秀封其

国王为汉倭奴国王，赠“汉

倭奴国印”一枚(原印于1784

年在日本福岗市出土)。这

是日本第一次来朝。



    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

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
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大和
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
日本。 



          但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
中国遣使，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

为不同。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

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

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

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

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

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从隋朝到唐朝

初期，日本对华遣

使时多为政治目的，

而且带着一种骄傲

态度，甚至是傲慢。

” 

------北京大学中国

古代史研究中心教

授王小甫

       公元七世纪，日本大和皇朝经大化革新，学习中

国隋唐文明，逐步强大起来。



     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

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

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

朝修好，从制造、建筑到典

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

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

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

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日本遣唐使纪念碑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推行大化改新,仿效唐朝推行

中央集权、均田制、租庸调制，进入封建社会。

    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的片假名，从此，

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留学僧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

了平假名。也学习了唐朝的围棋。

    日本学会唐朝制茶方法，形成独特的“茶道” 

    日本学习唐朝的服饰，形成独特的服饰“和服”

    风俗习惯上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七乞巧节，重阳节
登高都是从唐朝传入。 

                       ----选自旧版《历史》教科书



         倭寇一般指指13至16世纪期间活跃于朝鲜

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盗。在倭寇最强盛之时，

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

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

盗最初都来自日本，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

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

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逐渐减少。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

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

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

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

政策。 

            清朝初期，1683年清朝攻占台湾后，曾一度废止海

禁，迁海政策。然而，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开始实行严厉的闭关

锁国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在当时避免了西方势力的入侵，但同时

也严重的阻碍了对外经济的发展。中国与日本的经贸往来也由此

中断。



     天正18年(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作

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
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律宾、中国台湾、
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天正18

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
“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
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
国的急先锋。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被朝鲜拒绝。 



第二阶段：

时间：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

关系特点：（关系恶化）战争侵略｜经济掠夺奴化教育　

史实再现
１明治维新时期至甲午中日战争（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至１９世纪
末期）

２中日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

３从“九一八”事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俾斯麦）与人曰：
“三十年后，中国其弱乎！日本之游欧洲者，讨论
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者，询某
厂船之别，其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 。强弱之源，
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言中矣!

                  -----摘自梁启超<<变法通议>>                                                                

俾斯麦议论的是中日历史上的什么事件?

什么史实的证明了俾斯麦的预言?

俾斯麦作出准确预言的依据是什么?

你有什么启示?



    1868年4月，德川庆喜去水户“谨慎
”(实为幽禁)，幕府统治倒台。公元
1870年9月公布了藩政改革纲要即《藩制
》，随后政府又进行了官制改革、法制
改革等一系列改革，逐渐建立起了比较
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史称“明治维新
”。 



相继改革,奋起直追
日本岩仓使团

“中体西用” “和魂洋才”

清政府军火采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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