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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

道）近段時間以來，由於日本的不斷挑
釁，釣魚島問題持續升溫發酵。隨 事
件的不斷演進，中國民眾的情緒一度達
到「沸點」。針對連日來的民間排日情
緒，人民網於28日發表評論稱，日本方
面必須正視來自中國民間的情緒表達，
勿在釣魚島議題上頻挑事端，傷害中國
政府和民眾的感情。
評論稱，由釣魚島等問題引發的國

內民眾排日情緒，中國方面在尊重民
間自發的愛國情感基礎上，一直呼籲
引導民眾依法、理性、文明表達愛國

熱情，反對任何違法偏激行為。儘管
如此，中國民間的一些情緒表達，依
然意外不斷。但這並不意味 ，中國
民眾刁蠻好鬥。
評論亦表示，希望日方立即停止損

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回到對話協
商解決問題的正確軌道上來，以實際
行動維護中日關係大局。同時也期
待，國內民眾能夠從大局出發，回歸
理性情緒表達，把強烈的愛國激情轉
化成日常的強國行動。保衛釣魚島，
需要政府和民間的理解互信、共同努
力。

人民網：日須正視中國民間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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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

京報道）就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將

通過外務副大臣山口壯轉交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一封親筆

信，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劉江永教

授向本報指出，野田此舉是為兩國關係

緊張降溫，亦是防止日本政府因陷入與

鄰國領土糾紛而表現出的外交無能。但

如果日本不能認清釣魚島問題的根源，

仍要一意孤行，堅稱釣魚島是日本領

土，將使問題走向極端。他建議，解決

釣魚島問題應回到擱置爭議的和平發展

道路。

為兩國緊張關係降溫
劉江永表示，山口壯此次訪華並轉交

野田親筆信，表明日本民主黨希望給因

釣魚島爭議引起的兩國關係緊張降溫，

不希望兩國關係繼續激化。他分析說，

9月APEC馬上就要舉行，日本卻陷入與

中韓俄更激烈的領土爭端中，如果APEC

會議上中韓俄領導人都拒絕與野田會

面，這將使野田無比尷尬，顯示出野田

政府的外交無能，亦將使民主黨在馬上

要舉行的選舉中處於不利局面，這是野

田不希望看到的。

他指出，選擇此次派山口壯來訪，是

野田的緩兵之計。中國在亞洲地位重

要，在日本陷入與韓、俄外交僵局之

時，若中日關係繼續破裂，將使日本在

亞洲的外交陷入僅有美國支持的「蹩腳

外交」困局。因此，作為野田「特使」

的山口壯，此次訪華之行旨在防止中日

矛盾進一步激化，以及緩和兩國民眾的

對立情緒。

日應認清問題根源
劉江永強調，解決釣魚島問題沒有這

麼簡單，也不因個人意志為轉移。中日

釣魚島爭議由來已久，無論日本政府最

終以租借還是「國有化」，抑或是石原

所謂「購島」成功，都不能改變釣魚島

屬於中國領土這一事實。釣魚島是日本

通過甲午戰爭，以武力非法竊取的，如

果日本不認識到問題產生的根源，繼續

一意孤行，堅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將

使釣魚島問題走向極端。

事實上，日本民眾並不清楚日本在釣

魚島上的竊取行為，因此被日本右翼勢

力煽動的民族情緒牽 走。劉江永建

議，中國應更全面、客觀、細緻地向日

本民眾說明中國擁有釣魚島主權的法理

及歷史依據，使其心理產生平衡感，不

再支持日本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上的挑釁

行為。

劉江永認為，二次大戰已經結束60多

年，歷史遺留的創傷應該得到平復，不

應再成為軍事對抗、民眾對抗的禍根。

他表示，在處理中日釣魚島問題上，兩

國應回到1972年中日建交以及1978年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時擱置爭議

的態度上來，繞過釣魚島問題的暗礁漩

渦，使中日關係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

遞交親筆信 或緩兵之舉

據報道，日本副外相山口壯周二下午啟
程訪問中國，預定到本周末結束訪

華。期間，山口將與中方疏通目前的中日關
係和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東亞局勢等。

日副外相展開訪華行程
外相玄葉光一郎周二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

會上說，山口帶去首相野田佳彥給中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的親筆信，「呼籲加深兩國戰略
互惠關係，冷靜應對最近連串影響雙方關係
的事態」。玄葉光一郎說，鑒於目前中日關係
和朝鮮半島局勢，希望與中國政府溝通。
日本NHK電視台報道稱，圍繞釣魚島問

題，中日兩國關係近期再度變得緊張，野田
內閣的釣魚島「國有化」方針以及扣押中國
香港保釣人士等事件，導致中國國內反日情
緒高漲。此外，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乘
坐的公務車27日在北京遇襲。在此背景下，
野田計劃向中國國家領導人致親筆信。
但是，在中日關係緊張的當下，中國如何

接待山口、與山口會談的中國官員層次正成
為日本政府關注的焦點。有消息說，山口向
誰、在什麼場合把野田的信交給中方官員，
「目前還在調整之中」。

重新確認兩國互惠關係
不過，也有日本媒體指，山口將與中國副

外長傅瑩會面，並轉交野田佳彥寫給胡錦濤
的親筆信。有日媒稱，信中認為中國近期連
串反日示威，令下月的中日關係正常化四十
周年，蒙上陰影，野田呼籲中日展開高層次
對話，冷靜討論雙邊及地區問題，重新確認
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性，促進兩國關係
穩定發展。
日本政府人士透露，野田在信中就兩國在

釣魚島問題上出現的緊張局勢表示擔憂。同
時，9月正值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40周
年，野田計劃在信中再次確認兩國戰略互惠
關係的重要性，就雙方的重大關切及朝鮮問
題等闡述日方立場和態度，並敦促中日雙方
冷靜，開展高級別對話。

APEC中日領導難會晤
最憂慮中日政治關係惡化影響經濟關係的

《日本經濟新聞》周二說，首相針對竹島(韓
國稱獨島)的日韓糾紛採取強硬對抗的姿態，
但對中日關係則定下了「沉靜事態、改善關
係的基軸」，希望確認首腦之間的改善關係的
意向。
日本時事通訊社則引述中方消息說，中

國政府決定對釣魚島問題，向日本提出
「三不」的要求，包括不登島、不做環境
資源調查及不開發，若果超越這條底線，
將以強硬反制措施回應。有專家指出，日
方若不能在「購島」等一連串挑釁性行動
上改弦更張，中日關係仍會持續緊張，而
兩國領導人也難有機會在下月亞太經合組
織峰會上舉行雙邊高峰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消息，日本參議院的議院運營
委員會昨日召開理事會，決定在29日召
開的參議院大會上表決有關領土問題的
決議案，包括對南韓總統李明博登上獨
島（日本稱竹島）及中國保釣人士登上
釣魚島分別發出抗議。
在24日舉行的眾議院大會上，該提案

已獲多數贊成表決通過。另據悉，參議
院大會上還將表決強化海上保安官許可
權的《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正當中日關係持

續緊張之際，日本副外相山口

壯到訪北京。據日媒報道，山口壯

將向中方轉交首相野田佳彥寫給中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的親筆信。野田佳彥在信中呼籲雙

方冷靜對待近期兩國因釣魚島爭端出現的緊張

局勢，並再次確認中日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

性。但有專家指出，日方不能只是在口頭上示

好，更需要在實際行動上改弦更張。

野田親函胡總 冀冷靜解決釣島爭端

1月3日：日本石垣市議員仲間均、仲嶺忠

師夥同右翼分子登上釣魚島，並停留大約

兩個半小時，宣稱「新年應對領土問題重

新認識，望政府重視。」中國外交部其後

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

4月18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國會眾議

院預算委員會上，針對東京都宣布準備購

買東海釣魚島時稱，對此事「將展開各種

研究」，暗示將釣魚島「國有化」也是選

擇之一。

7月6日：日本內閣副秘書長和首相府副官

造訪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傳達了將釣

魚島本島、南小島、北小島3島「國有化」

的方針。日本政府官員也已經開始與「島

主」談判。

7月7日：首相野田佳彥宣稱，為保持對釣

魚島的穩定管理，日本政府正就購買有關

島嶼並實現「國有化」進行綜合研究。

7月9日：美國國務院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

高官就日本欲將釣魚島「國有化」一事宣

稱，「釣魚島是(規定美國對日防衛義務

的)《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對象」

(2010年中日撞船之後，美國國務卿希拉

里在夏威夷與日本外相前原誠司重申釣魚

島屬於安保條約第五條的範圍)。

7月10日：日本NHK電視台報道稱，首相

野田佳彥透露，日本中央政府計劃最快將

於9月底對釣魚島實現所謂的「國有化」。

7月24日：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稱，釣魚

島屬於《日美安保條約》的保護對象，這

已得到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確認。首相野

田佳彥表示，目前政府內已開始 手籌措

預算，正式啟動將釣魚島「國有化」的程

序。

8月19日：150名日本右翼分子抵達釣魚島

海域，其中10人登上釣魚島，並在燈塔上

插上日本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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