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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傷疤了好
了忘 軍國之痛

中日兩國在政治安全領域互信的
嚴重缺乏，中國實力的日益強大和
日本擺脫「經強政弱」的圖謀，導
致兩個一衣帶水的鄰邦在政經層面
的全面角力。為防範中國的崛起，
日本在多個領域、不同層次對華採
取了防範、敵對政策。北京大學教
授王新生認為，未來十年很可能將
是中日衝突與合作的十年。

國力差距今非昔比
目前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而今後相當長一段
時間內，中國經濟在東亞經濟中的
地位將進一步提高。 同時，日本
卻進入了持續的經濟大蕭條，難以
再像過去那樣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國內

開始出現所謂「脫出戰後」的思
潮，海外派兵、修改和平憲法、防
務廳升級、參拜靖國神社正常化，
意圖成為「正常國家」。

海權島權爭端不斷
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時殷弘向本報指出，在海洋權益爭
端、釣魚島主權爭端，以及戰略形
勢方面，日本對中國國防力量不斷

壯大懷有恐懼、擔憂並橫加指責。
他認為，中日關係之中根本談不上
互信。
外交學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

永生教授表示，近年來，中國迅速
發展，取代日本國內生產總值世界
第二大的地位，同時又與日本在諸
多歷史問題上存在爭端，日本社會
普遍對華存在懷疑、嫉妒和恐懼的
負面心態。
有專家建議，目前中日急需防止

安全猜忌、戰略誤判和政治不信任
成為支配兩國關係的「主旋律」，
防止政治交惡影響兩國關係，努力
緩解兩國部分民眾之間的情緒化傾
向，確立和加強中國的「和諧世界」
外交戰略與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
量相互呼應的戰略對話機制。

日全方位制華 互信無從談起
北京大學日本和東亞問題研究專家

王新生教授向本報指出，中日釣魚島
問題可能要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隨
㠥日本右翼勢力不斷煽動日本民眾捐
款購島，而中國兩岸三地保釣人士也
做出回擊，準備登島宣示主權，中日
兩國民間的對立情緒因釣魚島問題不
斷升溫。王新生說，解決釣魚島爭
端，妥善引導民眾情緒，需要兩國政
治家的努力和智慧。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則向本報指
出，釣魚島問題十年內很難解決。若
雙方控制不好，將成為一個可能周期
性產生威脅的問題。

95%網友願遷籍釣魚島
雅虎的網絡調查顯示，92%的日本

民眾支持購島。環球網發起網上調查
顯示，有95%的中國網友表示願意將
戶籍遷入釣魚島。由於中日釣魚島問

題的持續激化，中日兩國民間一種對立情緒
在蔓延。
近日兩岸三地

保釣人士，準備
登島宣示主權
（見圖）。中國社
科院日本問題專
家王鍵認為這可能掀起民間保釣的新高潮。
若日本海上保安廳在攔截保釣船隊時，沒有

發生衝突，雙方還能克制；但若有人員
受傷，問題可能複雜化，將會掀

起保釣的新高潮。
對此，王新生則不

無憂慮地說，如果
民間保釣最終演變
為一場衝突的話，
對中日雙方都不會
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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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現實間的落差，政治體制與
文化背景的異同，國家利益與民眾情感
糾葛，註定了中日關係的「剪不斷，理
還亂」。專家認為，中日關係的根本改
善需要兩國的共同努力，但關鍵在於日
本方面的努力程度。日本政府要切實改
變其不當行為，拋棄不友好態度，改變
在中國問題上的「兩面派」做法。
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

殷弘指出，中日兩國關係現在正在惡
化，問題相當嚴重，雙方現在應該控制
釣魚島危機，否則關係還會嚴重惡化。
北京大學王新生教授表示，中日關

係令人擔心的事情很多。他認為：
「中日關係緊張化，未來可能成為常
態。」這種常態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裡始終存在㠥。他說，緊張是由日本
國內各種關係現狀決定的，但也不會
進一步惡化，因為雙邊依賴性很強，
尤其是經貿方面。

政治家要智慧 民眾要冷靜
王新生建議，中日雙方政治家需要

做出一個正確的政治判斷，維持大
局。而兩國民眾也要以冷靜、客觀的
心態看待對方。他說，兩國關係和平
發展的前提是，兩國政府和國民都需
要做出相應努力才行。
外交學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

生則撰文指出，中國工作重點應該由
拉一部分對華友好人士轉向對日本公
眾的整體公關和交流方面，特別要重
視與日本中青年政治家展開思想交
流，要讓日本公眾了解中日分歧中的
中國立場，了解中國的道理和依據。
目前，中日釣魚島和東海權益之爭

正在進入脆弱、危險的相互試探、摸
底期。專家建議，中日兩國應充分認
識到在這一領域加強合作、減少對抗
的重要性，盡早啟動實質性磋商與談
判，致力於建立控制局面、管理摩
擦、和平解決的有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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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中日兩國發展的反差，讓日本倍感壓
力。而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東移，又令日本看到
借重機會。專家指出，日本可以藉美國的力量，狐假
虎威，加強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甚至是主導權，而
美國也要借日本的力量，來維護自己在亞太的利益。
很多分析都認為，要談中日關係，就要考慮美國的

主導作用。但外媒普遍認為，美國為了維護其在亞洲
和太平洋的戰略利益，絕不會讓中日兩國成為朋友。
美國不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出現。中日對
抗的結局只能是兩敗俱傷，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
利。

日與朝韓都有磨擦
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向本報指

出，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基石，但日本跟
亞洲鄰國，尤其是與中國、朝鮮、韓國的關係都不是
太好。
近年來，自恃有美國撐腰的日本，頻頻在歷史、東

海、台灣、安全和周邊等敏感問題上採取強硬進攻態
勢，大事鼓噪「中國威脅論」，日益加重對華軍事防

範，挑戰中日關係底線，引致中日紛爭不斷。
北京大學教授王新生指出，總體來看，日美間的合

作大於衝突，未來日美進一步加強同盟關係的可能性
比較多。
外界有觀點認為，若中美關係穩定，中日陷入全面

對抗和軍事衝突可能性不大。在未來10至15年內，中
美如能形成穩定的協作局面，甚或出現中美跨洋「握
手」態勢，則中日關係份量將相對降低，政治分歧也
有望緩解。

美重返亞太 日狐假虎威

8月15日是日本二戰投降之日，在日
本也被稱作「終戰紀念日」。這一

天，對於中日來講，都是一個敏感的
日子，日本前首相小泉五次執意選擇
在這一天「拜鬼」，給僵持的中日關係
一度打上死結。如今，日本野田政府
的兩名內閣成員已公開宣稱，有意在8
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近年來，從抓
扣中國船長到上演所謂「購島」鬧
劇，日本不斷對華採取強硬進攻態
勢，頻繁挑戰中日關係底線，引致中
日紛爭，而日本政界、各路精英及主
流媒體中，也時不時湧動出一股股否
認侵略歷史的逆流。

拜靖國：錯誤認識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日

本外交室主任呂耀東研究員向本報指

出，日本政治家們對歷史普遍存在㠥
錯誤認識，日本保守勢力甚至是從沒
有真正反省過歷史問題。他說，參不
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等其
實只是形式問題，本質上日本國內仍
對歷史存在㠥錯誤認識，需要對二戰
中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性質要有深
刻的反思，並切實尊重受害國廣大人
民的感情。

無賠償：缺乏深刻反省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撰文指出，

日本對二戰時期的「慰安婦」問題與
美國和韓國的不同意見，以及日本對
歷史教科書的篡改，甚至美化其侵略
史等一系列否認過往歷史問題的做
法，使其與亞洲其他國家始終有㠥巨
大的隔閡。

北京大學日本和東亞問題研究專家
王新生教授向本報表示，二戰後，以
美國為首的盟軍需要日本作為其盟
國，對抗前蘇聯，所以沒有審判天皇
和清算日本的侵略戰爭，中國也沒有
對日本的罪行做出清算和賠款，再加
上日本文化本身缺乏反思意識，以及
目前中日兩國發展的巨大反差，種種
因素都限制了日本社會對歷史的深刻
反省和對戰爭罪行的認真檢討，並進
而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癥結所在。
外交學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

生教授認為，有些日本人內心還存在
㠥「中國在用歷史問題壓日本」的怨
氣，一些人更把中國維護釣魚島和東
海主權的舉動認為是侵犯日本的「霸
權」行動。與此同時，日本新生代政
治家既缺乏對中國的基本了解，也沒

有日本老一代政治家在歷史問題上對
中國的負罪感，所以紛紛迎合國內的
民族主義情緒，在對中國態度上形成
某種強硬與對抗的「共識」。
專家認為，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

都需要重視歷史問題、正視歷史問
題，從中吸取教訓，並永遠銘記。中
國需要前車之鑒，自強不息，而日本
政治家如果不反思歷史，不承認對中
國人民的傷害，就是對中國人民感情
的新的傷害，就會影響兩國關係。
但王新生提醒，目前看來，要讓日

本真正深刻反思歷史的可能性不大。
一方面，國際地區形勢並沒有給日本
這方面的壓力；另一方面，鑒於日本
國內政局的變化，政權的不穩定，日
本政治家似乎難以在歷史問題上有所
作為。

忘記歷史則意味㠥背叛。隨㠥8月15日

—日本二戰戰敗日的到來，反思歷史教

訓，防止悲劇重演，再度成為廣受矚目的

焦點。多年來，儘管中日經貿關係越來越

緊密，但糾葛多年的歷史心結和現實矛

盾，卻使得中日關係比任何一對雙邊關係

都更為脆弱複雜，也更容易撥動兩國民眾

的神經。今天，敏感多變的中日關係，再

度引起一些專家學者的深思。有觀點認

為，過往67年以來，日本對歷史和侵略

戰爭仍存在㠥錯誤認識，對所犯下戰爭罪

行仍缺乏真正的反思，忘記了軍國主義帶

來的禍害傷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馬琳

■1945年8月14日，日皇向議會宣布照會四

國接受《波茨坦公告》，預示向盟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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