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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與尹炳世昨午舉行約一個半小時會談後達成協議，岸田在
會後的記者會表示，當年日軍參與慰安婦問題，損害眾多女

性的名譽和尊嚴，日本政府深切意識到對此負有責任，安倍晉三
作為日本首相，向經歷苦難、身心受創的慰安婦受害者，表示由
衷道歉及反省。

6432萬援助「最終案」不重提
韓國政府將成立慰安婦救助基金，協助前慰安婦恢復名譽及尊

嚴，治癒她們內心的創傷，日本政府會向基金一次過撥款10億日
圓(約6,432萬港元)，並與韓國政府合作幫助慰安婦。岸田強調撥款
並非國家賠償，日本對慰安婦具有責任也是基於歷任內閣立場，
今次將是最終及不可逆轉的解決方案，兩國此後不應再於聯合國
及國際社會就此事針鋒相對。
至於韓國在日本駐韓使館外豎立象徵慰安婦的少女像，尹炳世
稱會與相關民間團體磋商，以合適方式解決，韓方亦不會申請把
慰安婦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兩國昨日
並未簽訂書面協議，《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方希望在正式文
件上，訂明韓國不再重提慰安婦問題。

與朴槿惠通電話 美或是幕後推手
安倍昨向傳媒表示，解決慰安婦問題是歷史性成果，有助
後代不再背負歷史包袱，適逢戰後70周年，希望日韓能
開啟新時代。他昨日傍晚與韓國總統朴槿惠通電話13
分鐘，再次表明慰安婦的痛苦難以筆墨形容，對此
由衷道歉及反省，但強調日本政府對於慰安婦問題
於1965年《日韓請求權協定》已解決的立場不
變。朴槿惠期望韓日能在今次協議基礎上累積
互信，為全新的韓日關係緊密合作。她昨午接
見岸田後，發表「對國民講話」，呼籲慰安
婦受害人和國民從大局出發，理解協議。
日本智庫「東京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渡邊
恆雄指出，安倍是現實主義者，今次道歉，
是想把日韓經濟和政治關係置於歷史爭議之
上。渡邊認為，安倍最大的外交圖謀是與其
他國家結盟制衡中國，因此改善對韓關係十
分關鍵。
分析指，在日韓共駐有7.5萬士兵的美國也
扮演重要角色。天普大學日本分校當代亞洲研
究中心總監迪雅里克指出，美國一直希望韓日
合作制衡中國。近年韓日關係因歷史爭
議惡化，美國憂慮韓國與中國愈走
愈近，韓國首爾聖公會大學日本
研究教授梁起豪指，協議能助
朴槿惠釋除美國疑慮，日本
亦能先發制人，搶佔中國
在慰安婦議題的話語空
間。
■韓國《中央日

報》/日本《產經新
聞》/韓聯社/共
同 社/法 新 社/
《 紐 約 時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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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與日本就慰安婦問題達成歷史性協議。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昨日到訪首爾，與韓國外長

尹炳世會面，岸田會後承認日本政府對慰安婦

問題「負有責任」，首相安倍晉三對此由衷道

歉及反省，日方將出資協助韓國政府成立基

金，協助前慰安婦。岸田形容這是歷史性，將

引領日韓關係邁向新時代，有助「推動日美韓

安保合作」，維持東北亞穩定。不過分析指，

安倍所謂「道歉」是考慮現實政治利益的算

計，企圖拉攏韓國制衡中國。

對於韓日外長就慰安婦問題達成
一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天
表示，強徵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
在二戰期間，對亞洲國家人民犯下
的嚴重反人道罪行。日本應當正視
和反省侵略歷史，拿出負責任的態
度處理問題。

新華社︰日非自發懺悔
新華社評論指，日方非自發懺

悔，美國為了「重返亞太」戰略和

東北亞安全局勢考慮，反覆向日韓
施壓，特別是要求安倍在歷史問題
上作出妥協。因此安倍向韓國「讓
步」，更多源自現實政治需要，而
非基於「幡然醒悟」的自發懺悔之
舉。日本與鄰國在歷史問題上能否
相向而行，最終仍取決於日本是否
誠心誠意正視歷史，並採取負責的
行為。
同時，解決慰安婦問題並不意味日

本與鄰國的歷史爭議從此一勞永

逸，還有日軍強徵勞工、歷史記憶
「申遺」、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
今後仍可能再點燃爭執。更令人憂
心的是，近年在日本當局右翼思想
形態影響下，持有歪曲歷史觀的日
本人比例急劇上升。就在日韓外長
會談前，日媒民調顯示，近六成日
本人認為日方不能在慰安婦問題上
讓步。民眾心態的「極化」，恐成今
後日本與鄰國徹底達成歷史和解的最
大妨礙和心結。 ■中新社/新華社

外交部：日應正視反省侵略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雯、殷江宏綜合報道）
「我看到這個新聞了，我覺得很氣憤，當年日本人
也對我們中國犯下同樣的罪行，現在只和韓國道
歉，我們覺得很遺憾。」昨日下午，南京唯一公開
身份的慰安婦雷桂英的養子唐家國，通過電話向記
者表達憤怒。
雷桂英9歲被日軍強暴，13歲被騙入日本人在南

京湯山鎮高台坡開辦的慰安所，成為該處年齡最小
的慰安婦，在那裡經歷了一年半的屈辱生活。唐家

國說，當年母親勇敢地站出來公開慰安婦身
份，就是希望控訴日本人的滔天罪行。
唐家國表示，直到母親去世前，她都
沒有收到日本人的道歉，這是她這輩子
最大的遺憾，「母親在世時說，只要
一天不死都想到日本作證打官司，她
臨走前，叫我拿着證據繼續為她討
回公道。我現在就是希望，中國政
府和民眾能給我們更多關注和關
心，和我家同樣情況的人們能站出
來、聯合起來，讓中國慰安婦問題
在全世界產生影響，讓日本人道歉

和賠償！」
多年來一直幫助江蘇慰安婦家庭的南京民間抗日

博物館館長吳先斌也說，慰安婦問題是國際性犯
罪，有選擇地對待說明日本的歷史觀還是錯誤的。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表示，日本向
韓國道歉，是因韓堅持抗議、施壓，持續了20多
年。目前中國僅有24位慰安婦倖存者，平均年齡90
歲，中國也應向日本施壓。

律師：索償需民間政府同推動
韓日達成一致，相比之下，中國慰安婦的對日訴

訟則早以敗訴告終。對此，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案
代理律師康健遺憾地說，在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案
中，雖然日本法院承認日軍對中國女性監禁和施以
暴行，但以《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個人賠償請
求權，原告失去索賠權利」為由駁回原告上訴。
面對日方的消極態度，康健表示，韓國一直是由

政府推動慰安婦問題談判，當然其國民的呼聲也很
高。中日有關慰安婦的訴訟卻一直是以民間為主
體，故收效甚微。她說，中國慰安婦的索賠需要政
府和民間共同推動，兩者須有效結合起來。

多名韓國前慰安婦表明不滿韓日
達成協議的結果，要求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直接親口道歉，並承認日方
的法律責任。韓國國民大學日本研
究專家李元德坦言，協議未能完全
滿足慰安婦要求，87歲前慰安婦李
容洙更批評兩國沒站在慰安婦的立
場考慮，表明會「完全無視」協
議。
日本政府承諾出資10億日圓(約

6,432萬港元)援助前慰安婦，李容
洙重申慰安婦一直要求日本就其罪
行按法律賠償，而非單方面提供補
償，強調慰安婦並非缺錢。
韓慰安婦援助團體「挺身隊問題

對策協議會」批評協議沒指明日本
政府犯罪，辜負慰安婦及韓國人民
期望，指韓政府作出多項承諾，例
如不再在國際社會重提慰安婦問
題，以及嘗試移走少女像等，是因
小失大的「屈辱外交」。

反對移走少女像 斥日卑鄙
日本駐韓使館外的慰安婦少女像

是另一爭議焦點，日方一直希望移
走雕像，韓政府昨同意與民間團體
商討移設，引起多名前慰安婦不
滿。83歲的金福善形容是荒唐；88
歲的柳喜男更批評日本卑鄙。
■《韓國先驅報》/《韓國時報》/

韓國《中央日報》/
日本《產經新聞》/韓聯社

韓國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陳
昌洙表示，韓日歷史爭拗大致解決，估
計兩國未來對話將圍繞貿易合作、對美
關係等關乎雙方利益的事項，可能重塑
區內政治。香港嶺南大學亞洲太平洋研
究中心主任張泊匯教授則稱，日本右翼
政客經常在歷史問題失言，估計協議無
法解決兩國歷史恩怨。
協議能否變成真正和解仍是未知之

數，共同社指出，韓日民間互相敵視，
兩國政府需共同努力，才能保住得來不
易的成果。共同社指，日韓關係惡化可
能讓朝鮮有機會「搞分化」。日韓也明
白，若繼續對立，應對朝鮮核問題的日
美韓三方合作機制將失效，令東北亞局

勢更不穩。

日借媒體施壓掌協商主導
韓國媒體報道，日本政府為掌控協商

主導權，事先將會談日程及協商內容透
露給媒體，營造韓國因日方要求被迫協
商的氣氛。
韓《中央日報》分析指，日本外相岸

田文雄訪韓消息應由兩國共同發佈，但
會談日程被日媒搶先報道。韓國已就此
向日本強烈抗議，專家指，日方此舉是
向美國表明已盡全力，若韓拒絕會談將
無法向美國交代。

■共同社/彭博通訊社/
韓國《中央日報》

選擇性對待歷史 遺屬憤怒

韓日協議要點
- 日軍昔日參與慰安婦問題，損害眾多女性名譽及尊嚴，日本
政府對此負有責任

- 安倍晉三以日本首相身份，向慰安婦受害者表示由衷道歉及
反省

- 日本政府出資10億日圓(約6,432萬港元)，注資韓國成
立的慰安婦援助基金，協助前慰安婦恢復名譽及尊
嚴，治癒內心創傷

- 韓國政府將與民間團體磋商，探討重置日本駐韓大使
館外象徵慰安婦的少女像

- 雙方同意只要日本履行承諾，協議將是終極及
不可逆轉

- 雙方不再於聯合國及國際社會上，就慰
安婦議題互相指責，韓國不會申請把慰
安婦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
憶遺產名錄》

韓慰安婦斥韓韓慰安婦斥韓
「「屈辱外交屈辱外交」」

嶺大教授：日右翼搞事恩怨難解

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新華社指日方被美國施壓，
特別是要求安倍在歷史問題上
作出妥協。

■■雷桂英養子唐家國雷桂英養子唐家國。。記者田雯記者田雯 攝攝■■韓國前慰安婦不滿韓日協議韓國前慰安婦不滿韓日協議，，表明會表明會「「完全無視完全無視」」協議協議。。 路透社路透社

■日本外
相岸田文
雄（左）
和韓國外
長尹炳世
會談後見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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