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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上海的馬當路上，有一處備受韓國遊客青睞
的景點——「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1919年，為
了悼念亡故的朝鮮末代君主高宗、也為了表達反對日
本殖民統治、追求民族獨立與解放意志的決心，韓國
的愛國志士於該年的三月一日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獨立
運動，史稱「三一獨立運動」。這一民族解放運動的
一個重要成果，便是韓國的獨立運動家們在中國上海
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作為指導整個獨立運
動的最高機關和體現獨立自決合法性的機構。1945年
韓國光復之後，歷次憲法文本都在序言中明確表明：
韓國的政治合法性來自於三一運動中建立的「大韓民
國臨時政府」。
在上海馬當路上的小弄堂裡，包括金九在內的一大

批韓國獨立運動家思考謀劃着自己祖國的未來。參觀
過這一舊址的遊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都
對那些當年的解放革命家們充滿了敬意。因為他們在
如此艱難、危迫的情形下，從事着最為崇高和偉大的
事業。在臨時政府舊址中，有一尊以韓國太極旗為背
景的雕像。雕塑主題人物是非常著名的韓國愛國志士
尹奉吉。他在1932年行刺在上海的日本軍政高官，最
後英勇就義。1945年，拖着假腿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
上，代表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文件的重光葵，腿部就是
為尹奉吉所傷。
參觀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結合波瀾壯闊的韓國
獨立運動史的全部歷程，可以看到，民族獨立、反對
侵略、尋求解放是對錯誤殖民政策的一種抵制和修

正，是尋求真正的和平。當年擊斃伊
藤博文的韓國獨立志士安重根，在舉
槍射擊之後，高呼「大韓獨立萬
歲」。安重根在哈爾濱行刺伊藤博文
的壯舉，世人皆知。值得注意的是，
被日本官方羈押期間，安重根留下了
自己的政治遺囑——《東洋和平
論》。在《東洋和平論》中，安重根
的個人視角從韓國的獨立出發，譴責
了日本殖民侵略的擴張政策；更為引
人注目和發人深思的，是他認為，當
韓國能夠實現解放、特別是中、日、
韓三國能夠實現和平之後，三國應當
思考如何形成堅固有效的共同體，發
行共同的貨幣、自由貿易，進行全方
位的合作。因此，韓國的不少學者不

僅僅將安重根視為是獨立運
動家，也將其視為東北亞合
作與一體化的早期倡導者之
一。
安重根最終被當時的日本

政府處決。他的東洋和平、
中日韓三國合作與一體化的
思想是否已經成為了現實，
則是另一個話題了。不過，
直到今日，在號稱奉行「積
極和平主義」的日本政府眼
中，安重根則依然是一個
「罪犯」。但是安重根「所
犯何罪」，則日本官房長官
卻沒有講清楚。這也是一個巨大的陰影和幽靈。2010
年，當時的日本民主黨政府曾經為殖民韓國而表示道
歉，但是如今的自民黨政府卻視安重根為有罪之人。
這不僅僅是日本政壇與社會的保守化，更是日本的國
粹主義氾濫所引致的是非不分。
《送別》、《友誼萬歲》等近代化的學堂樂歌，在
三國各自有着不同的版本，這標誌着中日韓三國曾經
在十九世紀初有過共同的目標和理想。十九世紀，面
對西方文明的強勢介入，中日韓三國都曾經湧現出一
大批勵精圖治、倡導東亞和平與合作的先知。中國的
黃遵憲、梁啓超；在韓國正史中頗受好評的以金玉均
為首的開化黨；日本的小野梓、岡倉天心，都曾經大
力倡導亞洲主義。但是，這種美好的願望，最終為日
本的擴張政策所毀滅，連「亞洲主義」一詞本身也成
為了侵略主義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巨大

悲劇；明治文明開化早期的友愛與好感蕩然無存。如
果日本的國粹保守人士對這一現象仍舊不思反省，則
日本在戰後發展所積累的現代化標杆的心理優勢，仍
將會被鄰國所拋棄。
和平主義確實已經成為了一種時代的基石。這一基

石的本義便是反思。特別是對於曾經奉行過侵略政策
的日本，應當思考：為何小野梓、岡倉天心的期待未
能實現、為何中韓兩國的文化知識界對日本的觀感由
明治早期的欽慕轉變為後來的失望、反感與仇恨。如
今的上海，已經是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中心之一，是中
日韓三國進行經貿、人員、文化往來的重要城市。然
則，回看在上海的一處處當年中韓兩國民眾的抗日鬥
爭史遺址，在今日高樓霓虹燈下的反省中，則如何避
免悲劇的重演，永保和平的良機，將是每一個人都不
得不面對的話題。 ■文、攝：徐全

和平主義的時代基石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在上海的弄堂之中。

■太極旗成為當時韓國獨立運動的象徵。

在佐藤看來，上世紀至今百餘年來，世界
一直在經歷戰爭，未來如何，無法預測。現
今的戰爭，已經從槍炮手段轉化為經濟等手
段，例如一些強大的基金已經強大到足以左
右一個國家的地步。又比如說，網絡的戰爭
足以摧毀一些公共基礎設施，這種損害是極
為巨大的。而且，在一般人群的構成中，如
今的勝者與敗者的差別也愈來愈明顯。勝利
的人是少數，失敗的人是多數。在社會體系
中，一個人畢業於一所好的大學，也未必能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這在全球比比皆是。故
而，重新尋找全人類互助的可能性，變得愈
來愈必要。尋找沒有戰爭、和平相處的社會
結構，雖然很難，但是接近這一目標是值得
的。

思考亞洲的未來刻不容緩
亞洲，這是一個非常廣義的概念，涵蓋了東亞、舊蘇
聯的中亞地區、東南亞地區等等。這種亞洲的概念，來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亞非會議。亞非會議的意義在美蘇
冷戰已經形成，如何在兩級爭霸的思維中尋求第三條道
路。故而，佐藤本人也特別推崇中國的周恩來總理。
佐藤表示，ONE ASIA基金會對大學課程進行資
助，已經有三年多了。在ONE ASIA基金會的促進
下，日本有三十五所大學結束了關於亞洲問題的系列講
座；中國內地則有三十八所大學完成了系列講座；韓國
有二十八所；香港則是三所。佐藤表示，三年之後，希
望全球接受ONE ASIA基金會協助的講座大學，能夠
達到三百五十所。基金會沒有接受日本政府和企業的資
助，使得自身的立場中立、客觀，因而很受各國大學的
學者和師生的歡迎。而系列的學術講座，都會有一個特
定的主題，然後圍繞這一主題，由不同的學者進行講
演。
特別是在當前中日關係較為緊張的情勢之下，中日兩
國的民間文化與學術交流顯得特別重要。比起政府間的
對話與溝通，中國與日本的民間情感對兩國的未來長遠
發展影響將是巨大的。只有民間情感的友愛與穩固，才
能夠確立起永恆的世代友好與和平的基礎。這也是佐藤

洋治與ONE ASIA基金會不斷在各個大學中推動交流
與講座項目的又一巨大動因，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現實
因素。

立足「自我」的視角
如何實現世界的和諧與穩定，佐藤認為，可以從自

我、團體、國家的三個層面去看待。從自我的角度去看
待外在發展；從團體、企業的角度去思考征服的問題；
而國家民族的問題更是極為深刻和敏感，解決的難度也
非常之高。某種意義上說，自我、團體、國家所構築的
壁壘，雖然帶來的是社會的動蕩和不安，但也構築了人
類社會至今的歷史。只要這三個層面的壁壘依舊存在，
則未來的紛爭就依然會存在。而國族壁壘的突破，是一
大關鍵。這種突破，可以理解為一種學習的過程，故而
突破既有國別的藩籬，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畢業」。
佐藤將人類的地球比喻成是一個蘋果，不同的層次都

是在思考人、生命的實體等問題。政治、經濟、法律等
學科，持續深入地學習，所追求的應該是共通的和諧理
念，這是佐藤的觀點。時代是不斷變化的，一棵樹從栽
種到枝繁葉茂，所依靠的就是自然的變化。但是變化有
表面和實質之分。最為根本的變化，往往是肉眼所無法
看到的，例如養分肥料透過根鬚進入大樹。同樣，對於
我們的現實世界而言，自我、人的實在，才是這個時代

的根鬚。只有立足於自我的價值思考，才能夠
確立長遠與穩固的和諧基礎。而團體、國家等
問題的表現，相對於自我的思考，要顯得容易
得多。
佐藤指出，自我往往是難以看見的，但卻是

實實在在存在的。在亞洲的大學中，佐藤透
露，自我往往存在心、大腦和身體中。無論是
歷史上狼孩的故事，還是一些典籍的記載，都
說明，人的自我意識，並不是天生具有的，而
是從後天社會的環境中習得的。一個初生的孩
子，面對的是「被命名」、「被稱呼」，久而

久之，一個姓名被傳遞了成千上萬遍之後，便被孩子接
受，加之着裝、習慣等方面的培養，才逐漸形成了自我
的身份和意識。因此，人體本身，並不等於自我。出生
獲得的是身體，自我來自外在。並且在不斷的學習和灌
輸中，自我被不斷強化和擴展。語言、文字、數據、社
會身份與角色，都會對人的自我意識與身份定位產生影
響。人體的細胞中並沒有標明民族與國別，故而同樣，
地域、國族的身份認同，也是來自後天的賦予。人們往
往也就接受了一種身份，接受了這一身份之後的規則和
價值。

打破國別的藩籬
佐藤提到，1945年日本戰敗時，很多剛剛出生的日本
嬰兒無法回到日本。他們被中國人撫養大，作為普通中
國人的身份與意識生活到現在。後來，不少人得知了自

己血統上的日本人身份。由此可見，身體本身無法導出
國家民族的信息；後天的生活塑造卻可以引出自我的意
識。這一事例，對於人們如何從國家、民族的意識中
「畢業」出來，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在日本的國會圖
書館，雖然有一千多冊關於「人為何物」的書籍，但是
要進行定義確實很難。七十億人，便有七十億個自我。
但是，舊有的國別、團體企業的藩籬，已經阻礙了全

球一體化的角度，相互之間的仇恨與對立應當促使人們
認真思考，如何超越後天賦予的意識回到本源。例如，
在佐藤看來，參拜靖國神社的安倍，便依舊活在舊有的
思維中。如何使中日兩國超越對立，將是值得兩國共同
思考的問題。
佐藤說，他不僅去中日韓三國的大學演說，更會去一
些開發中國家講學。在他看來，往往開發中國家的青年
人，對未來更加充滿着希望。與歐洲聯盟相比，許多國
家致力推動的亞洲共同體，則是一個多樣化的廣袤森
林，有大樹、有小草，具有多種族、多文化的特徵。從
這個意義上說，推動亞洲共同體，反而較為樂觀。中
國、日本、韓國有過共同的文化思想淵源，歷史正反的
內涵，給予現代的啟示應當是積極的。而推動市民層面
的分享經驗、共同的學術研究，都可以化解國族對立所
帶來的仇恨。目前，經濟層面的亞洲一體化，其實已經
是一個現實，增進了人員之間的往來。

思思考考「「自我自我」」中的亞洲一體化中的亞洲一體化
由ONE ASIA基金會贊助、香

港城市大學舉辦的「思考亞洲一體

化」系列學術講座活動，不久前迎

來高潮。ONE ASIA基金會負責人

佐藤洋治日前來到香港城大，除主

持系列學術講座的閉幕式之外，也

發表了以「自我、亞洲一體化」為

主題的演說。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

位等校方高層參與是次活動。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今日東亞，卡通文化成為共同的生活
構成。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與佐藤等人合影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與佐藤等人合影。。

■古代的東
亞深受佛教
的影響。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巨大。

■佐藤洋治
發表關於亞
洲一體化的
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