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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日本戰敗67周年紀念日，但日本

至今未徹底反思歷史錯誤，侵吞鄰國領土

的劣性更陰魂不散，恃 美國的靠山，近

期屢屢挑起與中國、俄羅斯和韓國的島嶼

主權爭端，與中國(包括台灣)、韓國、朝

鮮和俄羅斯為敵，致使東亞形勢愈趨緊

張。然而，俄國前總統梅德韋傑夫和韓總

統李明博相繼登上爭議島，充分反映日本

處境每況愈下，繼續挑撥事端，只會淪為

陷入「四面楚歌」的跳樑小丑。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鍾洲、張易

中韓俄與日爭議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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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釣魚島和獨島爭議上，日本企圖將
主權問題「國際化」，煽動國際社會對中
韓的不滿。俄羅斯卻以其人之道治其人
之身，梅德韋傑夫擔任俄總統期間，推
出三大戰略應付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
四島）爭議，包括軍事控制島嶼、大力
發展島上經濟、邀請外國企業開發。日
本傳媒稱，俄國不僅想將群島「俄國
化」，更想徹底「國際化」。
日本新華僑報網評論指出，在軍事方

面，俄國將該島定位為「俄羅斯戰略地
域」，要求國防部在島上增加駐軍、加強
軍事設施現代化，配備「T-80BV」坦克
和新型裝甲車，並建造擇捉島機場。經
濟方面，加強對群島的資金投入，投資
總額約300億盧布（約73億港元），推動

基建。再者，俄國並非單打獨鬥，而是
邀請中韓等國外企參與開發，截至5月
底，已有40多名韓企員工在擇捉島參與
港灣工程，邀請中方人員參與漁業生產
等。
日俄關係早前一度回暖，首相野田佳

彥出席墨西哥二十國集團（G20）峰會
時，會晤俄總統普京，雙方都認為可磋
商群島問題，後來野田更送普京一隻小
狗，聲稱「日俄關係有重大進展」。不料
梅德韋傑夫上月視察擇捉島，令日方捱
了一巴掌。
報道引述日本一名軍方人士抱怨稱，

美日並非真正軍事同盟，因為群島問題
上，美國不曾為日本出過一分力，甚至
未曾為日本說過一句「公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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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變「道歉」
韓國奧運男足隊員朴鍾佑上

周在倫敦奧運銅牌戰後，於賽
場高舉「獨島是我國領土」的
標語（見圖），國際奧委會
（IOC）介入調查。韓國足協前
日向日本足協發英文電郵解釋
事件，反而再掀爭議，日媒大
肆報道「韓方謝罪」，韓方否認
文中有「道歉」（apology）一
字，批評報道誇張失實。
電郵主要解釋朴鍾佑的行為並非早有預謀，亦無政治意

圖，韓方對此表示「遺憾」（regret）。不過日方表示，韓方
在電郵中提到「很抱歉，今後絕不會再發生這類事情」。

日擬擱置與韓APEC會談
《日本產經新聞》報道，韓國總統李明博上周五登上韓

日有主權爭議的獨島後，日本為表抗議，擬取消下月亞太
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的兩國首腦會談，並押後近期
高官會晤。同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昨宣布，日本
和朝鮮同意於29日在北京舉行政府磋商。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接

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日本外相玄葉光一

郎擬將獨島爭端訴至國際法庭，意味日

韓鮮有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美國考慮自

身利益會保持中立。

梁雲祥稱，日韓均為美國軍事盟國，

美國為維護亞洲領導地位，在東北亞制

衡中國和俄羅斯，勢必團結日韓，不願

看到日韓矛盾升級。儘管中國感情上同

情韓國，但中國與日韓經貿關係都十分

密切，與兩國又分別有島嶼爭議，故會

審慎從事。

各國反制衡令日韓理性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表示，

中國不會介入或利用韓日爭端，相信會

維持一貫立場，支持談判解決分歧。他

又指解決釣魚島問題的關鍵，是提防日

本極右勢力改變島嶼現狀，否則恐引爆

中日衝突。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教授林大偉

接受本報訪問時則表示，儘管日韓島嶼

爭端涉及區內多國利益，但鑑於各國需

分散精力處理國內問題，除非發生不可

預料的重大事件，各國之間的反制衡，

將令爭端更趨理性。

林大偉指出，日韓均為美國戰略夥

伴，美國亦深知兩國主權爭議十分敏

感，處理不當或激起民族情緒，因此為

與兩國保持平等友好關係，華府鮮有可

能出面調解。相反，華府可能

希望以溫和手段為爭端降溫，

例如傾向建立爭端調解機制

等。此外，美國大選進入關鍵

時期，民眾首要焦點始終是國

內問題。和美國一樣，由於十

八大臨近，中國立場應該也會

較溫和。

獨島、釣魚島主權爭議，過去未
有阻礙中日韓建立經濟關係。不過
隨 主權問題近日升溫，專家認為
情況已顯著變差。俄羅斯外交部研
究專家伊萬諾夫認為，島嶼主權問
題是美國人在1951年舊金山和平會
議時埋下的「地雷」。
伊萬諾夫指出，美國當年向外分

發佔領得來的日本領土以示懲罰，
卻只基於地緣政治分發，忽略了歷
史正確性，埋下領土爭議禍根。時
至今日，獨島、釣魚島之爭影響國

家間關係，更成為三國構建自由貿
易區和經濟合作計劃的障礙物。
美國一直希望推進自己的跨太平

洋一體化方案，藉 聯合東亞盟國
抑制中國發展；眼見三國聯手發展
經濟更不是味兒。
為弱化中國影響，美國在領土糾

紛上一直支持中國的對手，並借助
美媒不斷炒作「中國威脅論」。分
析認為，美國搞事下，中日韓經濟
聯盟方案崩潰的可能性已大幅上
升。

華府隔岸觀火免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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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理梅德

韋傑夫去年擔任總

統期間，兩度登上

南千島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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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日本和中俄韓的領土糾紛一直懸而未決。該國政府對中
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及附屬島嶼動作頻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狂

言「購島」，觸發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民眾義憤，兩岸四地保釣人士
相繼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日本還分別與俄、韓在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
四島)和獨島(日稱竹島)屢生齟齬。

日鬼話連篇 中俄韓宣示主權
今年3月，日本文部科學省批准地理教科書提到獨島和釣魚島問題時，

採用這些島嶼是日本「固有領土」的政府觀點。至上月底，日本發表《防
衛白皮書》，除了繼續渲染「中國威脅論」，還聲稱「北方領土、竹島等」
是日本「固有領土」，挑動俄韓外交神經。
日本雖然在領土糾紛上苦苦死撐，但近期日本孤立局面愈陷愈深。梅德

韋傑夫前年以俄總統身份登上南千島群島，引起日本激烈迴響，直至上月
初，作為總理的他再次登島，兩國關係進一步拉緊。中國漁政船編隊亦於
上月在釣魚島附近海域作護漁巡航。李明博上周則趁「815」光復節前夕
訪問獨島，成為首位登島韓國總統；韓國更宣布本月中在獨島附近海域軍
事演習。
就在《防衛白皮書》出爐後，俄國《生意人報》評論稱，日本令自己陷

入四面楚歌境地。分析指出，日本在《白皮書》中「四面出擊」，視周邊
國家為「威脅」，暴露對鄰國的不信任，亦為擴軍編造藉口。
所謂「敵人的敵人是朋友」，俄韓因日本而重新審視對方，評估合作對

付日本可能帶來的利益。韓國議員去年訪問國後島，意味認可俄方對國後
島的控制。
日本共同社認為，梅德韋傑夫和李明博相繼視察爭議島、「中國對釣魚

島動作活躍」，皆顯示日本不斷處於被動地位。雖然每個領土爭端情況各
異，但反映在中俄韓眼裡，日本勢力在明顯下降。其中，韓國的自信緣於
與日力量對比有變；中國隨 經濟發展而影響力日隆；日本政治動盪、經
濟不景，於俄外交地位下降。

挫美日韓關係 令美國失算
美國近來積極推動「重返亞洲」戰略，加強與日、韓、澳洲和其他東南

亞國家的關係，並增加軍事部署，試圖圍堵中國，更變相鼓勵日本充當馬
前卒，為「主人」衝鋒陷陣，不斷挑戰中國底線。然而，李明博高調登
島，重創美日韓同盟基礎。
面對核心盟國內訌，美國卻避免涉足這段韓日歷史恩怨，恐怕自亂陣

腳。李明博沒聽從華府勸喻強行登島，明顯不顧美國亞太戰略大棋盤，反
映美國失算，連日韓兩位「小弟」也控制不了，談何遏制中國？
事實上，日本經濟多年沉 不起、去年「311」大地震後元氣大傷、政

治黨爭不斷，憑現時之外交實力與周邊國家爭執，卻沒撕破臉皮大打出手
的能力，到頭來只會自食其果，成為國際舞台上的孤家寡人。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兩國不僅鮮有
喜慶氣氛，局勢更日漸緊張。日本一再縱容「購
島」鬧劇，甚至隨波逐流，嚴重衝擊中日關係。
有專家認為，日本政客頻頻「玩火」，主要是由於
心態失衡、政客短視和美國戰略三重因素所致。
日本經濟自1990年代泡沫爆破後長期低迷，

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更被中國追過，難
免感到挫敗。結果，日媒充斥對華負面報道，政
客以對華示強為榮，為中日關係惡化種下禍根。
政壇新一代政客普遍生於戰後，缺乏歷史感和

戰略眼光，對華認識甚少，主張倚重美國，甚至
為迎合民眾情緒，在外交上奉行冒險主義。首相
野田佳彥在釣魚島問題上揚言動武，政壇似乎亦
默許這種危險外交方針。
政客更甘願充當「戰略夥伴」美國的先鋒，一

廂情願期望「以美制華」。想法正好反映他們戰略
短視，看不見美國決不會為日本賭上中美關係。

■韓國總統李明博8

月10日登上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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