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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從
1991年12月開始
對第二次世界大

戰中與日軍相關的「慰安婦問題」進
行調查，於1993年8月4日由時任內閣官

房長官的河野洋平(見圖)宣佈調查結
果，史稱「河野談話」。
「河野談話」承認日本在很長一段

時期內，在很多地方設置了慰安所，
在那裡有很多慰安婦。慰安所是那時
的軍事當局要求籌建的，原日本軍參
與了慰安所的設置、管理以及慰安婦

的運送。慰安婦的招募，主要是由軍
方委託進行的，但也有經過花言巧語
和高壓而違反本人意願的許多事例，
也有一些是官吏直接支持的。慰安婦
問題給很多女性的名譽和尊嚴帶來了
嚴重的傷害。對於慰安婦經歷的痛苦
與傷害，日本政府表示由衷道歉。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本周二
內閣會議後表明，安倍政府並沒

有考慮不會修改前內閣官房長官河野
洋平，就慰安婦問題發表的「河野談
話」。他說，安倍政府承認日本曾在過
去給亞洲各國人民帶去了極大的災難
和痛苦，在此基礎上，安倍政府會認
真坦誠地向國際社會說明這一歷史認
識問題。

安倍曾暗示修改「河野談話」

安倍在就任首相前曾表示「河野談
話」的內容存在事實錯誤，應加以修
改。4月下旬，安倍又稱「侵略的定義
沒有定論」，招致中韓等亞洲鄰國的批
評。而安倍欲修改和平憲法，以及近
日安倍政府參拜靖國神社等舉動，也
引起了英美等國警惕。美國《華盛頓
郵報》就安倍針對歷史認識問題的言
論發表社論指出，日本必須正視歷
史，這樣才能得到鄰國的認可。美國
前駐日大使希弗近日指出，日本若修
改「河野談話」將損害日本在美利
益。

菅義偉否定了修改談話的可能。他
說：「安倍政府的基本想法是不應使
這一問題發展成為政治、外交問題。」
針對國際上的批評之聲，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7日亦在記者會上表示，日本
曾在一段時期為眾多國家，尤其是亞
洲各國的人民帶來極大傷害和痛苦，
日本政府虛心接受歷史事實，再次表
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岸田文雄指
安倍晉三亦認同這點，會耐心地向國
際解釋。岸田文雄表示，中國和韓國
等鄰近國家都是日本的重要夥伴。

英美媒體紛刊登批評報道

1993年8月4日，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
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發表有關
慰安婦問題調查結果，承認日本軍隊
在二戰期間曾設置慰安所，強制徵集
慰安婦的歷史事實，並對上述行為表
示反省及誠摯道歉，史稱「河野談
話」。
《體育日本》認為，此事的背景是

圍繞安倍政權在對待慰安婦問題上，
不僅韓國和美國出現批判之聲，英美

媒體也對此刊登批評報道。《朝日新
聞》稱，圍繞歷史問題，安倍內閣的
部分閣僚參拜靖國神社，還有安倍關
於歷史問題在國會上的發言引起韓國
反對，導致日韓關係惡化。美國國內
也出現擔憂之聲。為此，美國要求日
韓改善關係，避免對日美韓在對朝政
策方面合作以及東亞地區形勢造成不
良影響。據悉，韓日議員聯盟就靖國
神社等問題向日本提交抗議信。

安倍仍稱「侵略」無絕對定義

另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
內閣會議7日通過一份答辯書，強調在
二戰中，美軍在1945年3月對東京的轟
炸不符合人道主義。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據日本媒體

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日再次辯稱
沒有關於「侵略」的「絕對定義」。但
與此同時，安倍又說，關於日本過去
發動的戰爭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國
家人民造成了巨大傷害和痛苦，安倍
內閣「與歷屆內閣的認識是一樣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一
邊肆意妄言，一邊又忙於抵賴，面
對日本政客的出爾反爾，專家指
出，使得日本政府突然「改口」的
最重要原因莫過於來自國際社會的
巨大壓力，因為安倍露骨否定侵略
史實的言論已招致國際社會普遍反
對，就連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國也被
惹惱了。未來日本要真想成為面向
未來的「正常國家」，就要早日轉
換否認歷史的腦筋，而不是時刻惦
記㠥改「談話」。否認歷史，就將
斷送未來。想靠「抹白」侵略變成
所謂「正常國家」，更是徒勞和死
路、絕路一條。

美不欲亞太戰略受拖累

安倍內閣在同一天由內閣官房長
官和外務大臣分別就「河野談話」
和「村山談話」表態，輿論分析認
為，日本首先意在回應外界對日方
在歷史問題上言行的批評，尋求理
解。其次，日本這番表態正趕在韓
國總統朴槿惠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
晤前。再者，否認修改「河野談
話」，避免因歷史問題引發政治爭
議和外交摩擦，有利於安倍和自民
黨備戰7月國會參議院選舉，進而
實現修改日本憲法的目標。
新華社文章指，韓美首腦會晤定

於美國東部時間7日在白宮舉行。
作為韓、日兩國的盟友，美國不希
望韓日關係緊張拖累美國亞太「再
平衡」戰略，日方「心領神會」。
分析指出，日本國內就修憲尤其

是修改第9條民意分化，亞洲鄰國
質疑修憲動機，安倍內閣在歷史問
題上澄清立場，或許有助於在國內
減少修憲阻力。只是，對安倍內閣
是否真心遵循和繼承「河野談
話」、「村山談話」的精神，仍需
聽其言，觀其行，抱有警惕。

徹底弄清強徵慰安婦史實

此外，日本中央大學歷史學教
授、日本近現代史著名專家吉見義
明也認為，雖然「河野談話」現在
看來不夠充分，但立場決不能後
退，必須在堅持「河野談話」的基
礎上再前一步。徹底弄清日本軍隊
是導致「慰安婦」問題的主角，應
該負主要責任。
前美國議會研究所研究員朝鮮半

島問題專家尼克希日前在研討會上
表示，美國政府將不會對日本政府
修改「河野談話」的行為袖手旁
觀，不會允許日政府否認曾經強徵
慰安婦這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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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施壓

《紐約時報》在《試圖重新否認
歷史》的社論中，批評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計劃通過專家重新檢證「河野談話」的做法是個「嚴重的
錯誤」。社論指出，這將激化與韓國的關係，使得與韓國的合作進
一步變得困難。安倍想在這一重大錯誤之下開始自己的執政。
文章認為，安倍晉三「試圖否認戰爭犯罪，減輕謝罪程度等行

為，勢必激怒韓國、中國、菲律賓等在戰時因日本的野蠻行徑蒙
受苦痛的國家」，「安倍的衝動可能會威脅到地域間重要的合作態
勢，像這樣的修正主義行為，對日本來說是可恥而又愚蠢的事」。
社論還指出，安倍一直沒有隱瞞自己想偷換過去戰爭歷史的願

望。毫無疑問，否定戰爭犯罪將會激怒韓國、中國、菲律賓。安
倍這種「可恥的衝動」也將會給解決朝鮮的核開發等區域性問題
帶來威脅。

《華盛頓郵報》社論稱，日本必
須正視歷史，才能得到鄰國的認

可。文章認為，日本保守黨領導人對過去罪行的否認是「最弄巧
成拙」的策略，這不僅令全世界都關注了日本恐怖的戰時罪行，
甚至掩蓋了日本當今本應該引以為傲的成就。
文章稱，當日本保守派試圖發展軟實力和硬實力企圖制衡中國

時，他們對過去的否認卻令一切努力都白費了。日本的保守派對
抗全球輿論，這也使得一些地區夥伴疏遠了日本。
文章稱，日本戰時的暴行是可怕的。他們傷害了數以百萬計的

中國、朝鮮和其它國家的人民。他們拒絕承認慰安婦問題，是對
數十萬遭受日本士兵強暴、虐待和屠殺的婦女的二次傷害。並
且，在試圖掩蓋其可怕的過往的同時，保守派領導人也掩蓋了日
本當今那令人欽佩的成就。

前美國駐日大使希弗(見圖)3日在華盛頓召開的日美
關係研討會上，就修改承認日軍參與隨軍慰安婦問題
的「河野談話」一事說，「這將大大損害日本在美國
的利益」，他指出美國多數人對該問題持嚴厲意見。
研討會在美國聯邦議會召開，由促進日美交流的

美國智庫曼斯菲爾德財團舉辦。前美國駐日大使蒙
代爾、前交通部部長峰田等也到場出席。

希弗在談論安倍政府閣僚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時表達了一定程度
的理解，稱「能夠理解對戰歿者們表達敬意的感情」，但他強調，
「隨軍慰安婦是另一回事」。

另外，關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謀求行使集體自衛權一事，希弗
表示支持，認為「通過變更（憲法）解釋就可以行使，符合日美
利益」。然而在修憲問題上，希弗僅稱這是日本自己決定的問題。

華盛頓郵報：
日本必須正視歷史

紐約時報：
安倍做法可恥又愚蠢

安倍右傾行徑 惹國內鄰國不滿
近來日本右傾勢力不斷抬頭，不僅在釣魚

島問題上頻頻挑釁中國，更要千方百計修改
「和平憲法」，並試圖推翻之前「河野談話」，
以及參拜靖國神社傷害亞太鄰國；然而，面
對來自鄰國的善意提醒，安倍竟公然聲稱日
本修改「和平憲法」無需向鄰國解釋，面對
國內民眾，他提供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修憲
將成為實現其所謂「日本夢」的一個必然途
徑，是日本復興和再生的基礎。日本的一意
孤行，不僅引起引鄰國和國內強烈不滿，也
受到其重要盟友美國的警告與批評。

日右傾化警告不絕於耳

上月21日，包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內，安
倍內閣多名大臣在靖國神社春季大祭前後與
將近170名國會議員扎堆「拜鬼」，安倍卻為
內閣成員參拜狡辯，甚至妄稱國際上對侵略
尚無明確定義，引發中國、韓國抗議和批
駁。《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
媒體同樣批評安倍的右翼言論。近來，安倍
意欲修憲的政治野心愈發咄咄逼人，先改第
96條修憲程序再改第9條和平主義的修憲目標
也昭然於世。
雖然有關日本右傾化的警告之聲不絕於

耳，但安倍晉三政府仍不憚外界壓力繼續向
右前行。新年伊始，日本傳出將改變「河野
談話」、「村山談話」立場的報道；1月4日，

擺㠥「睦鄰」姿態訪問緬甸的日本副首相麻
生太郎又公然祭拜二戰侵略軍墓地。「向右
轉」的日本政界人物已經不滿足遮遮掩掩的
私下想法，轉為公開表露官方態度。此外，
有消息稱，日本2013年（財政年從4月1日開
始）的軍費開支可能提高2%。

中韓多次用行動表抗議

日本的新舉動已經引起了周邊國家和世界
的關注。據報道，日本一連串舉動導致日韓
關係惡化。正在美國的韓國總統朴槿惠說，
「最近日本急速右傾化，韓國國民對此表示擔

憂」。上月底，韓國外交部長官尹炳世取消原
定的訪日計劃。此前，中方也多次對日本表
示強烈抗議，去年，中國高官和四大銀行杯
葛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和世界銀行年會。
4月23日，安倍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答辯時

稱，學術界和國際上尚無關於「侵略」的定
論。這一表態立即引起國際社會對日本歷史
認識問題的擔憂，認為這相當於日本對其侵
略歷史的否認，今後應關注把對日戰爭看成
是反法西斯戰爭的美國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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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駐日大使：
將損日在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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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頻頻就歷史問題發出不和諧聲調，企圖修改涉及二戰歷史問題的「河野

談話」，挑戰二戰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日方此舉不僅激起亞洲鄰國強烈抗議，也遭到美國政府及媒

體的警告與批評。面對重重壓力，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日本外相日前分別表態，辯稱日本政府無意修

改「河野談話」，並且安倍政府會「坦誠向國際社會說明歷史問題」。專家警告，日本若不改弦更張同

亞洲鄰國關係將沒有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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