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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親政府的日本放送協會(NHK)昨日報道，安倍聽取幕僚意
見後，決定調整談話用字，內裡明確出現「殖民統治」、

「深切反省」、「侵略」及「道歉」的措辭，並已把最新草稿交
給執政聯盟的自民黨及公明黨參考，據報兩黨官員均對新草稿表
示歡迎。

隨時兩面不討好
NHK未提到談話的具體表述方式，但親右派報章《產經新聞》
指出，安倍或會檢討「侵略」一詞的意義，不會局限於戰時日
本，而是希望指出全世界均不會容許侵略，把議題提升至普世價
值層次。《產經》又指，安倍會先對戰時行為表示「痛切反
省」，其後會提到日本戰後的成果，強調推進積極和平主義，未
必會如村山談話般直接「謝罪」。
報道指，公明黨要求安倍在談話中明確指出日本戰前行為與侵

略的關係，亦應「清楚向中國及韓國展示謝罪的意思」；自民黨
保守派則認為，日本已根據《三藩市和約》謝罪及賠償，質疑
「今後是否要永無止境地道歉」。
路透社分析指，安倍考慮到若不使用「道歉」一詞，與中韓關

係勢必更緊張，相反，調整用字有助緩和
區內形勢，有利鞏固與美國的關係，加上
有傳安倍希望下月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面，故希望先行為兩國關係解凍。
上智大學政治學教授中野晃一表示，安
倍即使寫入有關字眼，仍可能大幅改變表
述方式，預料談話意思與村山談話會有一
定出入。中野相信安倍此舉是希望在安撫
反對聲音的同時，減低保守派支持者的不
滿，但一旦操作不當，隨時令他兩面不討
好。

或備英中韓譯本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拒絕證實消息，強
調談話會繼承歷任首相的立場，但詳情會由
安倍本人作最終決定。菅義偉又指，政府考
慮為談話發表英文、中文及韓文譯本，正朝
此方向努力研究。外務省2005年僅就小泉
談話發佈中英文譯本，若今次「三語翻譯」
成事，將是村山談話後首次。

■日本《朝日新聞》/《產經新聞》/
《日本時報》/日本放送協會/

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

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ISIL)長期盤踞伊拉克及敘利亞，過
去曾發表長遠擴張計劃，聲言要把勢力
擴至中亞、西班牙及非洲中部，但並沒
表明何時才付諸實行。英國廣播公司
(BBC)記者霍斯肯近日出版新書《恐懼帝
國：走進「伊斯蘭國」》，指原來ISIL
極具野心，企圖在2020年前完成擴張。

美國宣戰中東革命全言中
新書指ISIL於1996年制訂方案，分7

階段於 2020 年前達至「穆斯林的勝
利」，包括估計美國於2000年至2003年
間，向伊斯蘭世界宣戰，阿拉伯國家領
袖2010年至2013年間亦可能面對民眾革
命，結果一一言中。
ISIL 主張的「哈里發」範圍廣
大，包括摩爾人中世紀時控制

的西班牙，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曾統治的
巴爾幹半島、希臘及土耳其，還有波斯
帝國涉足的中亞地區。ISIL以阿拉伯文
命名這些地方，部分源於現時熟悉的地
名，但亦會借用古代地域概念命名較外
圍的地區。
霍斯肯警告 ISIL完成佔領以上地區

後，便會把目標轉移至世界其他地方，
沒人能獨善其身，一旦ISIL研製出化學
或生物武器，更必定會投入使用。不
過，他指出ISIL自我塑造成對抗西方的
組織，吸引穆斯林加入，故若西方國
家派兵清剿，隨時造成反效
果，可謂進退兩難。
■《每日鏡
報》

土耳其昨日先後發生4宗暴力襲擊，其中兩宗發生在
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包括針對美國領事館的槍擊。報
道指開槍的是兩名女槍手，其中一人被捕，她自稱是極
端左翼組織「革命人民解放黨陣線」(DHKP-C)成員，另
一人仍然在逃。DHKP-C在網上承認責任，領事館事後
關閉，未知何時重開。
領事館遇襲數小時前，伊斯坦布爾郊區一間警局亦遭

汽車炸彈襲擊，3名警員及7名平民受傷。兇徒向到場
調查的警員開火，雙方駁火，一名警員及兩名兇徒中槍
身亡，未有組織承認責任，不過土耳其當局將矛頭指向
庫爾德工人黨(PKK)。
另外，土耳其東南部接壤伊拉克及敘利亞邊境的舍爾

納克省昨日亦發生兩宗襲擊，4名警員被路邊炸彈炸
死，當局相信是庫族武裝所為，一名士兵在另一區被庫
族武裝殺死。
土耳其上月底宣佈空襲「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ISIL)，以及授權美國使用南部因吉爾利克空軍基地，美
軍前日已派遣6架F-16戰機及300名人員進駐基地。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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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民對安保法案持續不
滿，加上當局無視反對聲音，決
定重啟九州鹿兒島縣川內市核電
站，令首相安倍晉三民望持續下
挫。日本《每日新聞》昨日公佈
調查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進一
步跌至32%，較上月再跌3個百分
點，再創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後
的新低，女性選民支持率更低至
26%，或動搖安倍的首相地位。
自民黨下月20日將重選總裁，

匯控經濟師德娃莉耶警告，若安
倍民望再下挫，他在選舉中便可

能受挑戰，一旦失去總裁之位，
便不能再任首相。不過Rogers In-
vestment Advisors研究總監飯塚義
明(譯音)指，安倍在黨內根本沒強
勁對手，2012年總裁選舉中僅敗
的石破茂出任閣員，相信安倍下
月不會受到挑戰。
面對民望一瀉不止，自民黨內

相當緊張，副總裁高村正彥前日
特別提醒年輕黨員慎言，不要
「擺烏龍」，給予在野黨攻擊機
會。他又重申日本恪守「無核三
原則」，不會運送核武器，形容

在野黨是以無意義的爭議挑起不
安。

再借東京奧運撲火
安倍屢次漠視民意強推安保法

案，唯獨在2020年東京奧運主場
館工程問題上，多次向公眾讓
步，試圖利用這爭議作為「民望
對沖」。他昨日便再次為主場館
設計推倒重來，導致已經批出的
62億日圓(約3.9億港元)合約變成
浪費，向公眾道歉。
■日本《每日新聞》/法新社/CNBC

民望再創新低

澳洲國立大學東亞問題專家、《東
亞論壇》主編德賴斯代爾昨日在網上
撰文，呼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應利用
二戰結束70周年的契機，傳達正確歷
史觀。他稱日本能否傳達正確歷史
觀，不僅關係到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的受害者的尊嚴，亦關係到東亞的
「信任赤字」，形容缺乏互信已成為
亞太地區發展的瓶頸。
德賴斯代爾寫道，對於中國、日本

及韓國這3個東北亞最重要的國家，
歷史包袱及現任日本領導人的歷史觀
正成為拖累各國全方位發展關係的沉
重負擔，尤其安倍政權正就修改安保
法案，希望說服鄰國及國內民眾。德

賴斯代爾表示：「中、日、韓原本可
通過更深度的經濟融合，成為東亞以
至世界經濟更具活力的引擎，但歷史
問題吸走了引擎的氧氣。」
文章指，安倍為戰後70周年談話的

用字搜腸刮肚，外界亦較以往更關注
談話內容，拭目以待他如何評價日本
的戰爭歷史。德賴斯代爾認為，安倍
作為資深政客，以往處理類似問題時
傾向務實，相信明白到談話的重要
性，不會冒險；但鑑於安倍個人對歷
史修正主義的情意結，以及參拜靖國
神社等「往績」，始終難免令外界擔
憂。

■《東亞論壇》

澳學者籲傳正確歷史觀

日本福島2011年發生核災難，國內核
電站此後逐步暫停運作。九州電力公司
昨日宣佈，鹿兒島縣川內核電站1號反
應堆今晨重新運作，是日本首個在新安
全標準下重開的核反應堆。

數百人示威 前首相有份
九州電力表示，公司昨日對1號反應
堆作最後檢查，確認抑制核裂變的控制
棒可在規定時間內插入機組。反應堆今
晨10時半重新啟動，預料到晚上約11
時，核裂變便能達到穩定狀態，周五開

始發電，下月上旬正式投入商業運作，
強調會以安全為優先。
日本《每日新聞》昨日公佈調查顯示，

57%受訪者反對重啟川內核電站。昨日
再有數百名居民在核電站附近示威，前
首相菅直人亦有到場。他批評首相安倍
晉三把重啟核電的責任推給地方政府和
電力公司，當局未就重大事故提出完善
應變方案，便草率重啟核電，更隨時令
安倍淪為「亡國首相」，將在國會提出追
究。 ■日本《每日新聞》/《朝日新聞》/

英國《金融時報》/共同社/美聯社

川內核電站重啟 日告別「零核電」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於周五發表

戰後70周
年談話，外界關注他會

否跟隨 1995
年「村山談話」及

2005
年「小泉談話」中，寫入

並使用「侵略」及「道

歉」等字眼。早前有

消息指安倍無意寫入這些措辭，但

日本傳媒昨日引述最新消息稱，他

考慮後決定加入用字，但文句表達

方式可能不同，包括把

「侵略」描述為「全世界

不能原諒的行為」，而非

單指日本發動的戰爭。

首相寶座或受挑戰

「伊斯蘭國」5年擴張大計 魔爪伸歐亞

■■安倍考慮在談話中加入安倍考慮在談話中加入「「侵略侵略」」用用
字字，，但卻描述為但卻描述為「「全世界不能原諒的全世界不能原諒的
行為行為」，」，而非單指日本發動的戰爭而非單指日本發動的戰爭。。

■■原爆未有令安倍反省日本原爆未有令安倍反省日本
二戰惡行二戰惡行。。圖為美國博物館圖為美國博物館
展出原子彈展出原子彈。。 新華社新華社

■■安倍晉三安倍晉三

■村山富市(上圖)和小泉純一郎的戰後
談話均有使用「侵略」和「道歉」。

■■大批民眾在核電站外示威大批民眾在核電站外示威，，反對重啟核電反對重啟核電。。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