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日本在釣魚島非法抓扣中國漁
船，並宣稱要按日本國內程序予以處
理，同時日本還一反常態，矢口否認中
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存在爭議，堅稱釣魚
島是所謂日本的固有領土，打破中日間
過去的默契。對於日方的可笑言行，資
深外交家徐敦信向記者披露了大量他親
歷的史實，力證中日釣魚島之爭由來已
久，且中方從未改變過釣魚島是中國固
有領土這一堅定立場。
徐敦信1962年進入外交部，歷任亞洲

司副處長，駐日本使館一秘，亞洲司處
長、副司長，駐日本使館公使銜參贊，
亞洲司司長，部長助理、副部長和駐日
大使等職。數十年工作在對日外交第一
線。他介紹，1971年，美國利用歸還沖
繩之機，將釣魚島私相授受給日本，中
國政府當時即發表了嚴正聲明。

擱置爭議 雙方確認
事實上，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

雙方就釣魚島問題達成過默契，雙方都
認同從大局出發，將這一問題「放一
放，以後再說。」
徐敦信披露，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聯合

聲明談判即將完成之際，田中角榮首相首
先向周恩來總理提出了釣魚島怎麼辦的問
題，周恩來表示，放一放，以後再說，田
中則回答說，「好，以後再說」。
1978年，中日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

約》。當時在亞洲司日本處工作的徐敦
信，有幸親身參與了條約的談判、締
結、生效的全過程，並隨同鄧小平訪問
了日本。

爭議存在 不容否定
徐敦信介紹，雖然雙方對外公佈的信

息和《條約》文本中未提及釣魚島，但
實際上，在《條約》談判即將大功告成
之際，日本園田直外相主動提出了這一
問題，雙方深入交談後，再次確認留待

以後再說。
「如果說上述內容當時沒有公開，那

麼1978年《條約》生效之際鄧小平訪問
日本時，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存在爭議
便已公開化。」徐敦信回憶，在記者招
待會上，有日本記者提出釣魚島問題。
鄧小平神態自若地說道：「這個問題我
們同日本有爭議，你們叫『尖閣群島』，
我們叫釣魚島，名字就不同，雙方有不
同的看法。」
鄧小平說，「我們雙方都約定不涉及這

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
刺，來阻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們認為兩

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
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不
夠聰明，下一代也許比我們聰明些，一定
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回國後不久，鄧小平即提出了「擱置

爭議、共同開發」的構想。徐敦信說，
日方經過一段時間考慮，由於其內有不
同意見，「共同開發」之議就被擱置了
下來。此後，中方一如既往有漁船到釣
魚島海域捕魚，日方也有過「右翼」登
島，多年間雙方不止一次就釣魚島問題
互有交涉，這些都客觀上反映中日在釣
魚島問題上確實存在爭議這一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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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中國前駐日大使

徐
敦
信
：

日本近年來何以怪招頻出，不斷在釣魚島
挑釁中國？對此，長期從事對日外交並

關心中日關係發展的徐敦信，分別從日本國
內和國際兩大層面展開了深入剖析。

美重返亞太 日乘機示強
他認為，兩年前日本在釣魚島非法抓扣中

國漁船事件發生後，日本國內批評民主黨在
釣魚島問題上軟弱吃了虧，再加上日本經濟
困難重重，民主黨執政地位不穩，支持率每
況愈下，日本國內確實出現了一股試 在釣
魚島等領土問題上示強以擺脫困境的動向。
在國際方面，美國「重返亞太」，加大對亞

太的投入，日本認為形勢對其有利，中國在
南海和黃海都面臨 挑戰，日本應抓住機遇
在釣魚島問題上有所作為。

華維護大局 非軟硬問題
面對日方越來越具挑釁性的舉動，中方在

外交一再重申原則立場，提出嚴正交涉和抗
議，同時，也加強了對該地區的主權宣示與
現實管理，但國內仍有批評軟弱的聲音，有
人甚至要求軍事收復釣魚島。徐敦信認為，
一些主張更加強硬的呼聲，反映了中國民眾
對日方不顧大局倒行逆施的不滿和憤慨，可
以理解。批評外交軟弱的人也會慢慢懂得，
政府在維護領土主權上的堅定性和顧全大局
爭取和平談判解決的措施是得當的。
徐敦信強調，維護大局不存在軟硬問題，

軟硬都要從實際出發，做到剛柔並濟，關鍵

是要怎麼做最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不僅要
看短期和局部利益，也要看整體和長期利
益。

「釣島屬日」 美不敢硬撐
儘管近年日本一直小動作不斷，但徐敦信

強調，日方企圖否認存在爭議，單方面改變
釣魚島現狀，只不過是其一廂情願，絕不可
能得逞，也不可能從中撈到好處。「因為中
國不可能允許，國際上也不會支持，即便是
日本的軍事盟友美國，雖在暗中挑撥，也不
敢公開說釣魚島是日本的。」日本若執意單
方面改變釣魚島現狀，勢必會造成各種各樣
的問題和困難，破壞中日關係。
這位前中國駐日大使指出，石原等日本

「右翼」粉墨登場上演的「購島」等鬧劇，意
在利用日本國內民族情緒，蓄意破壞中日
關係，同時也挑戰民主黨政權，但這不
可能改變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
固有領土的不爭事實。在釣魚島屬於
中國的問題上，中國方握有大量的、確鑿的
史料和法理依據。

一時難解決 擱置也可取
對應如何處置釣魚島問題，徐敦信表示，

一時談判解決不了，維持現狀仍不失為最
佳選擇，至少不會出現大問題。他說，對釣
魚島問題宜從長計議，暫放一放沒有關係，
沒有必要為了這一件事情，其他的事都不幹
了。他說，中日在釣魚島的歸屬問題上存在

爭議是事實，雙方需要共同尋找辦法來解決
爭議，而中國仍希望通過和平談判
來解決這一敏感問題。
至於中日東

海油氣共同
開發問題，
徐敦信表示，目前這一問題「沒得談」。他
稱，日方不斷違背和混淆雙方有關共同開發
的原則共識，不斷在釣魚島等問題上頻繁挑
釁中國，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日不具備在
東海共同開發油氣田的前提和氛圍。

從可笑的「購島」計劃到瘋狂的「登島」

鬧劇，近年來，日本在釣魚島小動作不

斷，頻繁挑釁中國底線，意圖將釣魚島

完全竊為己有。圍繞當前中日關係熱

點，香港文匯報日前專訪著名外交家和

國際問題專家、中國前駐日大使、原外

交部副部長徐敦信。他指出，日方企圖

否認存在爭議是其一廂情願，不可能得

逞，因為中國絕不會允許，國際也不會

支持，勢必損害中日關係。對應如何處

置釣魚島問題，徐敦信表示，一時談判

解決不了，維持現狀仍不失為最佳選

擇，而中國仍希望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

這一敏感問題。■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 記　者：有觀點認為，「中日歷史和解，中日關係方能解困。」今年是日本

戰敗6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您認為這麼多年過去了，日本真正反省

歷史了嗎？歷史問題是否還在給中日關係造成損害？應該如何更好處理這一

問題？

■ 徐敦信：中方很希望將中日關係中歷史問題這一頁翻過去，但中日邦交正常

化40年來的經驗和不斷發生的一些事實卻證明，歷史問題沒能翻過去，這不

是因為受害方抓住不放，而是加害方不能正確對待，不斷糾纏折騰，以至於

現實中仍繼續傷害受害國人民的感情和利益，從而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近鄰

的不滿，甚至令人對日本的未來走向產生擔心。

歷史問題的核心不是文化，而是政治，要翻過這一頁，需要日本方面，特

別是日本政治家們的明智和自覺。日本應在歷史問題上做出明智決策，自覺

反省並信守他們所做出的相關承諾，日本要按原則辦事，講了的話要算數。

面對威脅論 中國要大度

日本不守諾 難歷史和解

合作和發展 從大局出發

徐敦信，著名外交家和國際問題專家、前中國駐日大使、原外交部副

部長。1934年出生，江蘇揚州人。早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英語系和北

京大學東語系。1962年進入外交部，歷任亞洲司副處長、處長、副司長、司長、駐日本使館公使

銜參贊等職。1989年，起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副部長。1993年，出任中國駐日大使。任期滿

後，曾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會長、

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等職。

▲徐敦信簡歷▼

■中國前駐日大使徐敦信接受本報專訪，對

中日關係、釣魚島主權問題作出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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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竊釣島必敗
談判仍是良策

兩國早有默契
協議「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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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者：最新一項輿論調查顯示，中日兩國均有八成以上民眾認為中日關係很

重要，但兩國被調查的多數民眾甚至大多數又同時選擇了對對方沒有好感，認

為當前中日關係不盡如人意。中日兩國民間為什麼會看似交流起來容易，但是

理解起來難。在民眾心態上，您認為目前兩國人民應有怎樣的轉變？

■ 徐敦信：日本政局動盪，經濟不振，老百姓對現狀不滿，社會心態複雜，民

族主義情緒上升，對鄰國快速發展不能適應，心有不甘。在日本，事關領土

主權和現實利益的問題，很容易受到輿論炒作的負面影響，「中國威脅論」

仍很有市場。對此，中國方面似可大度一點，允許別人有一個審視和適應的

過程，同時加強交流，增信釋疑。中國GDP超過日本，但中國仍然是發展中

國家，中日經濟互補的基本態勢沒有變化，中國希望搞好包括日本在內的周

邊關係。同時希望日本全面了解中國，中國的發展對日本是機遇。中國也不

可能因為日本不高興就不發展了。

■ 記　者：中日實力此消彼長，您如何評價當前中日關係的發展，有哪些新的

特點？面臨怎樣的挑戰？

■ 徐敦信：中日間的問題和麻煩比較多，既有歷史恩怨，也有釣魚島、東海畫

界等現實利益衝突。但中日關係總體是向前進的，合作發展仍然是中日關係

的主流，這不僅符合雙方利益，也有利於地區和國際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 記　者：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對於未來中日關係發展，您還看好

嗎？對兩國關係發展您有何建議？

■ 徐敦信：看好不好說，但不悲觀，不看壞。只要日方追求應該追求的，可能

追求的，採取現實的、明智的政策措施，中日關係就會繼續向前發展。中日

關係應該「四十而不惑」。日方應增強民族自信，明確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

中方雖然發展起來了，但全面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雙方都應從大

局出發，抓住兩國關係的主流，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妥善

處理敏感問題，並共同為亞洲的振興作出貢獻。

■ 1 9 7 2 年 9 月 2 9
日，中日兩國政府
在北京發表聯合聲
明，實現中日邦交
正常化。圖為中國
總理周恩來 (右) 和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分 別 代 表 兩 國 政
府，交換中日聯合
聲明的簽字文本。

資料圖片

■1978年，鄧小平(左二)訪日時和日本福田首相見面。左一為廖承志，右一為日外相

園田直。 資料圖片

■中國前駐日大使徐敦信接受本報專訪，對

中日關係、釣魚島主權問題作出深入分析。

他認為一時談判解決不了問題，維持現狀仍

不失為最佳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