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受日本流行

文化影響甚深，雖

然韓國文化也來勢

洶洶，但日本飲

食、動漫、影視娛

樂等猶如毒癮，在

港人心中仍有崇高

地位，也是年輕人

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經歷過戰亂的

一代逐漸老去，殖

民地教育又淡化民

族情感，儘管中日

關係緊張、保釣活

動和反日遊行年復

一年，港人對日本

的「感情」依舊。

港人看罷有關日

本右翼分子挑釁的

新聞、聽畢祖輩訴

說「三年八個月」的苦況，又回到日

本動漫遊戲世界、相約朋友吃刺身壽

司、計劃遊東京⋯⋯心裡並不矛盾。

未經歷過戰爭洗禮的一代，覺得上一

代的仇恨太沉重，但對歷史選擇性

「失憶」只是逃避，結果大家都做不到

真正的「放下」。

日本與香港乃至整個東南亞，實在

有太多「羈絆」。在中文裡，「羈絆」

是束縛。日本二戰時對東南亞造成的

創傷，至今仍妨礙日本與區內國家的

關係。但在日文中，「羈絆」則比喻

不可割捨的情感，日本的「羈絆」源

於中國對日本文化的深厚影響，以及

對東南亞市場的經濟依賴。日本對東

南亞既有怨恨，亦難真正分割開來。

本來，二戰的傷口也應漸漸癒合，

但日本軍國主義餘孽不忘在亞洲多國

百姓的傷口上灑鹽，日本老鷹不斷抓

破我們本已癒合的傷痕，反而令世世

代代中國人更不能忘記戰爭的慘痛。

日本必須先承認與東南亞文化和經濟

上的「羈絆」，再主動化解歷史血債的

「羈絆」。否則，歷史的賬簿只會流傳

下去，無法

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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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圖統治亞洲的野心

在歷代首相所作所為可見

一斑。

■安倍昨抵越南，與總理

阮晉勇會面。 路透社

「大東亞共榮圈」計劃除了在政治上企圖統治亞
洲，在經濟上，更有「以日本領導整合亞洲

經濟結構，從而為太平洋戰爭提供充足資源保障」的野
心。日軍還十分注重皇民教育，在佔領期間，日語成為
殖民國家中小學必修科。當時一份日本官員的報告坦
承：「新經濟結構旨在保證日本永遠統治亞洲其他國家
及人民。」

配合美冷戰遏中蘇 政治「切入」

二戰後，日本為配合美國在東南亞的冷戰政策，時任
首相吉田茂提出「亞洲版馬歇爾計劃」，通過經濟援助
東南亞，遏制中國和蘇聯。日本主要看重東南亞經濟價
值，用它代替傳統的中國市場，因此該區是戰後日本投
資最多、經營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地區，也是日本
經濟的重要原料供給地和商品銷售市場。然而，東南亞
對於日本的意義不僅在於經濟，日本對東南亞的政治
「切入」側面也不容忽視。

政治「切入」指日本從政治角度構建接近東南亞的政
策，通過經援拉攏他們，骨子裡還是為其經濟擴張服
務。上世紀50年代，日本提出利用其工業力量和技術，
幫助東南亞建立經濟基礎，同時擴大日本市場，發展政
治緊密關係。
不過，政治「切入」與攫取經濟利益的關係沒處理

好，日本商人唯利是圖引起東南亞民眾反感，例如日本
1970年代起經濟大規模「走出去」，日貨氾濫東南亞，
嚴重阻礙東南亞企業發展，引發反日和抵制日貨。時任
首相田中角榮1974年訪問東南亞時，就遭泰國和印尼學
生抗議，譴責日本是「新殖民主義」。
後來福田赳夫提出「福田主義」安撫東南亞，聲稱日

本不做軍事大國，確立與東盟建立「心心相印、相互信
賴」的朋友關係，背後盤算是填補美國撤出越南後留下
的政治真空。1993年，日本又主動將雙方合作範圍拓展
至政治與安全領域，謀求以東盟為基地，擴大在亞洲的
影響力。

小泉提「東亞共同體」露狐狸尾

2002年1月，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東南亞，提出
「東亞共同體」構想。同年11月，日本與東盟簽訂一攬
子經濟合作構想協議，呼籲在自貿協定、貿易、投資、
科學技術、能源和環境等廣泛領域合作。翌年12月，東
京召開日本－東盟首腦會議並發表《東京宣言》，促進
自貿協定和經濟合作，還包括反恐、消除大殺傷力武器
合作等，並寫進「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內容。
前防衛廳長官、副外相衛籐征士郎就說過：「今後日

本應以爭當亞洲盟主為目標。為此先要在構建『東亞共
同體』過程中，實現日本發揮領導作用的戰略目標。」
日本企圖通過加強與東南亞合作，利用「東亞共同體」
成為「政治領導」國家的意圖呼之欲出。
文化侵略方面，日本在東南亞廣設培訓機構，免費教

授日語，還組織當地人赴日研修，擴大日本影響。以緬
甸為例，第三大城市密支那曾是二戰盟軍和日軍作戰最
激烈之地，除一座佛塔外，均成廢墟。現在日人修建的
「慰靈碑」、「慰靈塔」在當地隨處可見，曾在日留學的
泰華農民銀行研究員披蒙婉表示，日本很注意在東南亞
塑造形象，通過軟實力，日本在東南亞已擺脫侵略者形
象，更多被看作是投資者和國際社會的朋友。

以經濟文化滲透東南亞

軟
實
力
塑
假
面
具

二戰期間和戰後，日

本極力通過各種方法滲

透東南亞。從

當初揚言

建立「大

東亞共榮圈」奪取戰爭資

源、戰後經濟援助區內國家，到近年提出「東

亞共同體」，盡是經濟和文化侵略手段，又通

過政治「切入」獲取經濟利益，欲取得亞洲政

治主導權，實現「大國」野心，同時加緊向東

南亞輸出軟實力，企圖抹去侵略者形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孫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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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抵越南，展開其上任後首次出訪
的東盟3國之旅，將分別與3國首腦會談，內容圍繞經濟
及安保。他計劃在明日訪問印尼時，發表有關亞洲外交
基本方針的「安倍主義」，內容包括與在民主主義、市
場經濟、法治等方面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開展安
全、經濟、能源政策等合作。

39億助越 料提拉攏印度澳洲

安倍昨與越南總理阮晉勇、國家主席張晉創及越共總
書記阮富仲舉行閉門會議。他會後表示，越日應加強政
治及安全對話，攜手合作。他稱，兩國已同意促進戰略
夥伴合作關係，並在地區和平及安全上扮演更積極角
色。他逗留不足24小時，今明兩日將到訪泰國及印尼，
周六回國。安倍與阮晉勇會談時，提到所有相關國家都
應遵守國際法，中國片面地升高事態是極危險的，中國
的活動趨於活躍，對地區而言是共同面對的憂慮。

阮晉勇會後稱，兩國欲按照國際法，透過和平談判解
決所有地區主權爭端。安倍及阮晉勇同時宣布，日本承
諾向越南提供5億美元(約38.8億港元)援助，但沒提及細
節。
安倍啟程前表示，將以此行作為其內閣戰略外交開

端，當下亞太地區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日本與東盟加強
合作不僅有利地區和平穩定，同時也符合日本利益。
安倍此行的關鍵詞為「安倍主義」，分析預料「安倍

主義」將重新闡述日本和東南亞以及周邊各國外交定
位，如主張在包括東盟、印度及澳洲在內的亞太地區構
築雙邊以至多邊等多重關係，以「有助地區穩定」。為
使亞洲經濟圈有利日經濟重生，安倍還將提出開展戰略
經濟外交方針。
日越是主要貿易夥伴，日本亦是越南的最大援助國，

去年成為越南最大海外投資國，主要投資在銀行業、出
口製造業及消費品。

安倍啟東盟3國之旅 首訪越南

近年來，隨㠥中國勞工成本上升，日本製造業投資逐
步從中國轉向東南亞，泰國、印尼等成為目的地。新加
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藍平兒表示，日本希
望利用東南亞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發展製造業，並把產
品出口到歐美，從而建立亞洲生產基地和網絡。
藍平兒認為，製造業轉移是一種對沖策略，不把所有雞

蛋放到中國的籃子，無論勞動力成本如何變化，日本總能
獲利。與改革開放後才進入東盟國家的中國相比，在東盟
鑽營很長時間的日本無疑搶佔東盟製造業的先機。

日本與東南亞關係千絲萬縷

緬甸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建國，
某程度上是借助日軍幫助，因此
緬軍領導層於二戰前後與日保持
不錯的關係。1988年，在日等國
說服下，緬軍政府陸續改革經
濟，包括首次出台《外國投資
法》。日方最終目的是藉經濟援
助，令緬甸成為市場經濟及民主
化社會樣板，以確立日本在東南
亞的主導地位。
緬甸在中南半島所處的戰略

地位十分重要，東鄰中國、西
依印度，南臨馬六甲海峽，連
接兩個新興大國，控制能源貿
易通道。為此，日本實施一系
列經濟技術援助、貿易合作及
直接投資等，以影響緬民主進
程及經濟改革方向。日政府不
但免去緬甸5,000億日圓(約438億
港元)債務，還再借出5,000億日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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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2011年投資總額為2,600億日圓(約228億港元)，冠全球
—原因是該國通訊設備齊全、天災少、政局較穩
—汽車業投資最明顯，物流和零售業投資也陸續增加

印尼
—日本是印尼最大貿易夥伴和貿易順差來源國，2011年
雙邊貿易額531億美元(約4,117億港元)

—在印日企逾1,000家，僱用約30萬名當地員工
—日本向印提供97項技術援助，涵蓋製造業、電子商
務、能源等

「非戰鬥領域」援助
—支援中國周邊6國︰印尼、越南、東帝汶、柬埔寨、
蒙古和湯加

—軍事掃雷、醫療
—意圖聯合這些國家「圍堵」中國

銀彈技術支援

日謀獨攬越南稀土
日本與越南建交40年，根據日

本外務省數據，截至去年3月，
日本向越南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
資金(ODA)已達逾1.86萬億日圓
(約1,631億港元)，佔越南接受海
外援助資金的24%，成為向越南
開發援助最多的國家。另有統計
顯示，日企截至去年10月，已在
越南投資1,779個項目，投資額
約288億美元(約2,233億港元)。
越南總理阮晉勇和日本前首相

野田佳彥前年簽署稀土合作開發
協議，在丹鳳縣成立稀土研究與
技術轉讓中心，以研究稀土開採
與加工的先進技術，開發高附加
值稀土產品，以及培養稀土開發

與加工的技術人才等，中心所需
技術與設備由日方承擔，被越媒
形容為越日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越核站建設交日

越南有龐大稀土開發潛力，稀
土儲量為全球第三，但技術及設
備不足。越日合作成立轉讓中
心，越南按合作計劃，需把已處
理稀土出口到日本，假以時日越
南便可取代中國在日本的稀土市
場份額，令日本擺脫對中國的依
賴。
此外，越南還將國內第二座核

電站建設項目交給日本，令兩國
合作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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