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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有近千名市民自發舉行支持學校推行國民

教育的遊行，他們沿途高叫「支持國民教育，還

我學習權利」、「守護下一代，撐國教有理」等口

號，支持學校推行國民教育。香港是一個多元化

社會，不同群體有不同訴求。反對國民教育並非

只是香港唯一的聲音，參加支持國民教育遊行的

市民實際上代表了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過

去的多項調查都顯示，社會及學界的主流意見對

國民教育持支持態度。反對國民教育的團體沒有

權力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整個社會。特區政府與

社會各界應該為願意開展國民教育的學校營造一

個自由寬鬆的環境。

昨日參與遊行的市民強調，他們支持國民教

育，原因是希望下一代可以多認識祖國，不能因

部分人的反對而剝奪他人學習國民教育科的權

利。有人更批評反對國民教育的團體騎劫民意，

將「洗腦教育」的帽子扣在國民教育科的身上，

完全是對教師專業的不信任。參與遊行的市民並

質疑部分傳媒一面倒報道「反國教」聲音，令港

人產生錯覺，以為香港主流意見反對國民教育，

故走到街上，表達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

一些參與遊行的市民坦言，他們初時對反國教

的聲音亦甚為尊重，但後來則看清反國教組織是

「為反而反」。有遊行市民批評反國教團體霸道，

並強調「你可以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我也有學習

國民教育的權利。」有遊行市民坦言自己表達了

支持國教的觀點，就被反國教者抹黑指責，令社

會欠缺理性務實的討論。

實際上，香港沉默的大多數是支持國教科的。

教育局10月4日全面披露國民教育諮詢期間所接獲

的民意資料，顯示84%中小學認同有必要加強國民

教育，多達92%學界人士同意國民教育能有效培養

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這顯示，本港教育界主流

意見贊同國民教育，只不過在高度政治化的「反

國教」運動中，教育界主流為避免捲入政治紛爭

而保持了沉默，但這絕不意味㠥他們不支持國民

教育。

「反國教」運動、「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運

動，以及先前的「反高鐵」運動，都是少數偏激

力量騎劫沉默大多數的運動。香港社會當然可以

包容少數偏激力量表達意見，但卻不能容忍少數

偏激力量騎劫沉默大多數，因為這會嚴重撕裂社

會、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只有尊重沉默大多

數的意願，才能保證國民教育以及其他引起爭議

的問題，不致淪為撕裂社會的負資產，而能成為

推進社會前行的正能量。 (相關新聞刊A2版)

為平息近日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對立，

美國政府派遣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等多名前

官員於今明兩日赴中日調解。釣魚島爭端是

因美國在1972年私相授受予日本埋下的禍

根。如今要化解中日爭端，美國有責任向日

本發出明確警告，採取實際行動向日本施

壓，打消日本竊佔釣島的幻想。日本作為二

戰的戰敗國，卻要霸佔作為戰勝國中國的領

土，真是豈有此理！如果讓日本公然否定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破壞二戰以來

國際社會秩序，美國不僅會引火燒身，其國

際道義形象也將徹底破產。

儘管美國一方面多次表明對釣魚島爭端不

持立場，但另一方面又強調《美日安保條約》

適用於釣魚島群島。美國向日本傳遞錯誤信

息，令日本以為擁有美國的「保護傘」，以

致有恃無恐，破壞中日兩國40年來關於釣魚

島擱置爭議的默契，企圖通過所謂國有化而

將釣魚島據為己有，令中日矛盾不斷升溫。

一旦中日在釣魚島爭端上擦槍走火，美國

作為日本的盟友被迫拖下水，直接與中國發

生正面衝突，必定要付出沉重代價，這是美

國絕不希望看見的。因此，美國真的想調和

中日矛盾，避免引火燒身，就必須以行動兌

現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持立場的承諾，敦促日

本以理性平和的態度來談判解決問題。

這次阿米蒂奇出訪前，接受《紐約時報》

採訪時表示，很擔心中日之間會發生一些意

想不到的事情，並暗示訪問帶有準官方性

質。阿米蒂奇指上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訪

華，已公開告誡日本，美國不會因《美日安

保條約》有安全義務而放任日本為所欲為。

實際上，《美日安保條約》已埋有伏筆，按

照美國戰爭權力法案規定，對外戰爭必須由

總統和國會共同決定，而非由《美日安保條

約》決定。鑒於近日中日關係緊張，美日原

訂於下月5日開始的聯合軍演已決定取消。

從美國的連串表態、動作，日本應該知所進

退。

日本非法「國有化」釣魚島，破壞二戰以

來國際社會和平穩定的局面，踐踏了《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本質上是不能徹底反

省和清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企圖否定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挑戰戰後國際

秩序。這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相關新聞刊A4、5版)

市民支持國教的意願應受尊重 美有責任打消日本竊佔釣島幻想

美派團赴中日調解
免遭釣島爭端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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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在中日關係日趨緊張之時，一個由

美國政府前安保與外交官員組成的代表

團昨晨離開美國，前往日本和中國訪

問，希望充當和事佬，調解因日本政府

對中國釣魚島等島嶼實施所謂「國有化」

一事而引起的紛爭。根據計劃，代表團

一行將於今日與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舉行

會談，並將於23日前往北京，與中國

領導人舉行會談。另據日本媒體消息

稱，中日兩國擱置了原計劃在2012年

建立的防衛部門海上聯絡機制的設想，

且年內無望建立。

內地專家認為，中日釣魚
島爭端當前已經上升到

有可能出現軍事衝突的危險關
頭，而美國當前亦面臨總統大
選，不希望遭釣島爭端拖累，
同時，美日安保條約亦可能將
美國帶入中日衝突的漩渦，故

此，美國此番派出代表團赴日本和中國進行調
解，是希望了解一下雙方的意圖、想法，然後
為美國政府的決策做一些建議。

美憂出現對抗升級
來自日本新聞網昨日的消息稱，這一調解代

表團由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見圖）擔任
團長，阿米蒂奇在2001年3月就任副國務卿。
代表團成員中，還有前總統安全保障問題助理
和國務院負責亞洲事務的高官。阿米蒂奇在接
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這一次的日中兩
國之行，得到了現任國務卿希拉里的批准。暗
示此次訪問帶有準官方性質。他表示，很擔心
日中之間會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紐約時報》報道稱，代表團成員、美國常

務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亦表示，中日
「兩國都嘗試堅持自己的主張，局勢在不經意
間有出現升級甚至對抗的風險。」

聯絡機制原擬年底建成
另據日本讀賣新聞21日引述日本消息人士透

露，中日兩國原計劃在2012年建立防衛部門海
上聯絡機制的設想目前已被擱置，該聯絡機制
將無望在今年內建立。該消息人士表示，中日
兩國旨在創建一個應急管理機制，以避免兩國
在東海及其他地區發生偶然性衝突的計劃已經
被擱置，原因是中方未能確定日期以落實有關
會談。
該消息人士還透露，中日此前提出過在兩國

防衛部門間建立一種「海上聯絡機制」，並希
望它能在今年年底前建成。但現在中國「看起
來不願意推進會談」，因此這項機制在2012年
將不可能實現。
消息人士還表示，中國未能重新安排會談以

落實該計劃的舉動，可能與日本對釣魚島實施
「國有化」的方針有關。

近日覓得一本《馬關議和中之伊李

問答》，書中所記為清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春甲午戰敗，清廷派全權

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

在馬關議和時的對話。

甲午戰後 日本蠻橫對華
書中記載，伊藤在談判中咄咄逼

人、倨傲無禮，被李鴻章當面指責「口緊手

辣」。例如，在提出要求中國向日賠償白銀

二萬萬㛷後，伊說，「照辦固好；不能照

辦，即算駁還。」李說：「不許我駁否？」

伊說：「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

改。」；李提出割讓台灣交接期限希望由一

個月寬限為兩個月，表示「貴國何必急急，

台灣已是口中之物。」伊說：「尚未下嚥，

饑甚。」

寥寥數語，已盡顯日本侵略者的獸性貪婪

及強權者的蠻橫無恥。

百年之後 故伎拙劣重演
歷史是何等的相似。圍繞中日釣魚島爭

議，日本一些政客輪番上演荒唐戲碼。在他

們身上，我們依稀又看見當年伊藤博文的影

子。日本迫不及待地將「租島」變為「購

島」，從啟動「國有化」程序到付諸實施不

足百日，彷彿又已「饑甚」。日本聲稱要跟

中國「冷靜地尋求相互溝通的渠道」，卻堅

稱「不存在領土爭議」，豈非依然「駁只管

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

然而現實又是何等迥異。今天的中國綜合實力已在日本

之上，早已不是當年的「東亞病夫」。反觀日本，經濟飽受

「失落的20年」之困，還沒有垮掉的重要原因是日對華貿易

和投資的大幅增加。釣魚島問題久爭不下，中日關係「政

冷經冷」，拖得越久，日本經濟就越難有起色，甚至全球經

濟都會因日本一己之私受到干擾。另外，當前國際格局

下，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仍妄想霸佔戰勝國領土，

妄想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怎可能得逞？

對自己的外強中乾，日本認識還是比較清楚的，所以一

個勁地拿《日美安保條約》說事，想把美國拖下水。近

日，日方又派出外相去訪問英法德三國，要在釣魚島問題

上爭取西方國家的支持，擺出一副欲與中方進行外交對決

的姿態。可惜，美國明確表示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保持中

立，歐洲三國政要則集體上演「沉默是金」。正可謂「得道

多助，失道寡助」。

時代已變，潮流已變。一些日本人卻死抱早已被歷史車

輪碾碎的「光榮」與「夢想」，固守簽訂《馬關條約》年代

的倨傲，「主意不能稍改」，但日子已經越來越難過。

關死談判門 日本不明智
釣魚島問題也許未必會短期內徹底解決，但日本不能因

其「饑甚」而推翻中日原有諒解和共識，甚至斷然否認兩

國在此問題上存在爭議，否則就等於關死了雙方談判解決

這一問題的大門。事實上，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包括美

國在內，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日在釣魚島主權歸屬上存在

爭議。就連日本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質疑日本

政府一味否認爭議的不明智做法。

日本政府若不想與歷史大潮對抗，若真想緩和中日關

係，就必須首先承認中日存在釣魚島主權爭議，承認釣魚

島海域新的現實，並在與中方對話中顯示足夠誠意，與中

方達成新的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

存 北京報道) 北京大學國

際關係學院教授朱鋒昨日

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中日釣魚島爭端當前

已經上升到有可能出現軍

事衝突的危險關頭，這是

冷戰結束二十年來，威脅

東亞地區安全的一個顛覆性事件，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確實是沒有哪

個國家能夠忽視的，而亞太地區的

安全亦關乎美國自身的利益。」

朱鋒表示，就美國而言，亦不

希望中日釣島爭端升級。一方

面，美國宣佈其與日本的軍事同

盟，即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範圍

較大，一旦中日的釣島爭端升級

為軍事衝突，勢必會將美國拖進

衝突的漩渦；另一方面，美國當

前面臨總統大選、中東一系列問

題，更加不願在此刻被拖累。此

外，中國和日本作為世界第二、

第三大經濟體，即使沒有軍事衝

突，關係持續降溫、緊張，亦會

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拖累，「這

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

外交解決對地區有好處
他認為，美國此舉意在顯示美

國對中日釣島爭端的關注，因同

時事關美國利益，故此美國不會

袖手旁觀或無動於衷。他分析

指，美國此行將比較認真地傾

聽、了解中日各方的立場和觀

點，然後來盡可能地為美國的政

府的決策提供諮詢和建議。

朱鋒表示，美國的一個成功的政

策，維護本國利益的好的政策一定

要結合對中國和日本兩國的立場的

關注，所以不能簡單說美國此番派

出代表團進行調節單純是為了美國

自身的利益。並且，當前來看，中

日之間能夠成功地找到一條外交解

決釣魚島爭端的出路，這對整個地

區是有好處的。

避免陷漩渦美力促爭端降溫

日
本
須
承
認
主
權
爭
議

畢

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媒體報
道，日本副首相岡田克也21日在和
歌山縣和歌山市發表的講演中，就
釣魚島「國有化」問題指出，問題
都出在東京都政府提出購島上，東
京都不顧外交責任擅自行動，導致
了中國的強烈反彈。中國對釣魚島
主權擁有主張是事實。
岡田在講演表示，東京都政府挑

起釣魚島問題是錯誤的行為，（事
實上）東京都又不承擔外交問題的
責任。結果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
反彈。
談到中日之間對於釣魚島是否存

在主權爭議的問題時，岡田委婉表
示，釣魚島雖然不存在領土問題，
但是，中國政府對此有爭議卻是事
實。因此必須通過對話，使得目前
的緊張局勢盡快沉靜下來。

媒體稱中方擱置建立兩國海上聯絡機制

■美國派出代表團到中日調解，希望為釣魚島爭端降溫。圖為中國海監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在釣魚島海

域緊貼而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