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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日中关系倒退，日韩、日美之间的摩擦增多。安倍

内阁首要国内政治目标是赢得 2013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然后谋求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制定新

的防卫计划大纲，突破战后国内自我约束和国际秩序。这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

然反映。为确保日本不脱离和平发展道路，适当的国际管控不可或缺，因而必须捍卫二战后的国际

秩序。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议，促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符合中日两国的

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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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日本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后，有

日本分析家指出: 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建立的“安

麻体制”将推行右倾化政策，日中关系将难以改善。
果不其然，安倍内阁执政半年来，在国内大力推行所

谓“安倍经济学”，实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造成

日元大幅贬值，同时力争赢得 2013 年 7 月参议院选

举后修改《日本国宪法》; 在国际上轮番出访，推行

牵制、抗衡中国的外交战略，其目的之一是彻底摆脱

二战后日本国内外的束缚，建设军事强国。钓鱼岛

问题只不过是安倍内阁利用来推行其国内外政策的

一个工具，现阶段不可能得到解决。中日之间围绕

钓鱼岛问题摩擦加剧在所难免，但也不可能引发战

争。即是说，在《日本国宪法》尚未修改前，钓鱼岛

局势还不至于失控，日本尚难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

但一旦日本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未来的不确定

性势将增大，中日关系必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
本文侧重分析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中日关系倒退

的原因及其实质。

一

“安麻体制”自建立后似乎就完全陶醉在国内

右翼势力的喝彩与战略狂想曲之中，其脱轨、跑调的

言行令人瞠目。2013 年 4 月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一会儿身着作战迷彩服，头顶钢盔，登上战车; 一

会儿在集会上高举双手大呼“天皇陛下万岁”; 甚至

坐上编号为“731”的战机作秀，使人联想起日军侵

华战争期间的 731 细菌部队。这些十分罕见的举动

本质上是安倍内阁的一种自我否定。
首先，安 倍 的“侵 略 定 义 未 定 论”站 不 住 脚。

2013 年 4 月 23 日，安倍首相在国会答辩时称: 日本

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不一定被界定为“侵略行为”，

“‘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

这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看待这个问

题的是哪一方”。①继而，5 月 13 日，日本维新会共同

代表桥下彻在答记者关于如何看待“村山谈话”的

提问时也表示:“正如安倍首相所说，有关侵略的定

义学术界尚无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由联

合国安理会最后认定如何界定侵略的框架，但确

* 本文系 2009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 项目审批号 09JZD0040－2) 阶段性研究成果。① “‘侵略’的定义
在国际上都没有定论”，中国新闻社转引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ht-
tp: / /world． huanqiu． com /regions /2013 － 04 /3869650． html． ( 上 网 时
间: 201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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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没有何谓侵略的定义，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所

以即使在学术上未定，但作为战败的结果必须接受

是侵略这件事。”①

在日本同邻国关系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安倍首

相却继续为参拜靖国神社造舆论，抛出所谓“侵略

定义未定论”。这绝非偶然或一时失言，而是其内

心十分纠结的一种表现。安倍一直热衷于参拜靖国

神社，当选首相后之所以没有前往参拜。其原因之

一是，自从 1995 年村山富市发表承认日本对外侵略

和殖民统治的讲话以来，日本历届自民党首相都表

示在历史问题上继承“村山谈话”，安倍作为首相就

曾遵循 过 这 一 惯 例。对 此，安 倍 曾 表 示“痛 悔 不

已”，打算发表新的讲话，取代“村山谈话”，为首相

参拜靖国神社铺平道路。安倍此番所谓“侵略定义

未定论”，实质上是以学术界和国际上有不同观点

为借口，掩盖其否认日本侵略史实的政治立场。这

分明是对“村山谈话”的一种公开否定。
其实，安倍晋三的上述“侵略定义未定论”，只

不过是重复了几十年前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错

误言论，并无任何新意。1937 年南京大屠杀罪魁松

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 MASA AKI TANAKA，1911
－2006 年) 曾被判为那场侵略战争的丙( C) 级战犯，

他在 1986 年就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其要旨就是否定

东京审判，为二战期间的日本战争罪行和日本战犯

翻案。田中正明曾提出: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

认自己是侵略”，“侵略定义可由各国自行解释”; ②

“连侵略战争的定义都没有，是否构成犯罪尚属未

定”，因此“东条英机等人在东京审判时受到错误的

审判”。③

由此可见，安倍首相如今只不过是重复其右翼

前辈的错误逻辑而已。这是二战后日本缺乏正确历

史观教育的必然恶果。如果国际社会不经常提醒、
敲打日本，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的历史观、战争观就

有可能把日本引上邪路。
安倍晋三提出的所谓“侵略定义未定论”显然

是缺乏基本常识的诡辩。根据日本权威词典《广辞

源》等解释: 所谓侵略，即侵入别国，并夺取其土地。
日本《国际法辞典》也指出:“侵略，通常是指一国为

实现对别国的要求而试图以使用武力的手段来达到

改变事态的目的行为。”④且不论有关“侵略”的定义

在国际上是否完全一致，即便根据日本国内的定义，

也足以证明日本对华战争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侵略战

争。
1902 年 1 月 30 日缔结的《日英同盟条约》第一

条便声明:“两缔约国在中国、朝鲜境内绝无侵略的

趋向。”但 1910 年日本便吞并了朝鲜。这起码说明

当时的日本政府早已了解“侵略”概念，并故意为

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防止战争，当时的国联自

1920 年起就开始审议“侵略”定义问题。1931 年日

本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

苏联于 1933 年分别与 1l 国就“侵略”定义缔结了条

约并一致认为: 不论是否宣战，以武装部队入侵他国

领土，以及以陆海空军进攻他国等，都构成侵略行

为。然而，其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不顾国际社会对

侵略的谴责，又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

战争，犯下破坏国际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更严重罪行，

其结果是咎由自取，遭到彻底失败。
二战后，联合国对“侵略”定义进行了充实和发

展。1974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侵

略定义”第 1 条规定:“侵略是指一个国家用武力侵

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

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

式使用武力。”⑤这与历史上关于“侵略”的定义本质

上一致，而且范围更广。因此，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

主义在 20 世纪所犯下的侵略罪行是永远无法开脱

的。
其次，安倍把靖国神社与美国的阿灵顿公墓相

提并论没有根据。最近，美国国会研究所发布的一

份美日关系报告指出: 安倍晋三持“修正主义历史

观”，是公认的“强硬民族主义者”。“他和他的内阁

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令人担忧，可能会破坏地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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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由此损害美国利益”。① 安倍则表示这份报告

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实际上予以拒绝。
安倍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称: “关于靖

国神社，让我谦卑地敦促你们考虑，你们自己在向美

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战死者表达敬意问题上的立

场。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去那里，而我作为日本首相

也去过那里。乔治敦大学的凯文·多克教授指出，

参拜公墓不意味着支持奴隶制，尽管南部联邦的士

兵也安葬在那里。我持这样一种观点，关于靖国神

社，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相似的理由，即那里供奉着在

为国效力中失去其生命的人们的亡灵。”②至于如何

看待邻国的反对，安倍称:“一个日本领导人给那些

为国捐躯的人们祈祷，这十分自然。我认为，这与其

他世界领导人的做法没什么不同。在靖国神社供奉

甲级战犯的亡灵后，就有( 日本领导人) 去那里参

拜，中国和韩国多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接下来，他

们突然开始反对参拜。因而我不会说我是否参拜或

克制不去参拜靖国神社。”③

安倍认为，靖国神社类似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

墓，故前往参拜也无妨，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相当于

以美国之矛刺美国之盾。然而，靖国神社与阿灵顿

公墓的性质根本不同。第一，美国阿灵顿公墓最初

是安葬美国南北战争中阵亡士兵，以弥合内战造成

的民族裂痕。日本靖国神社的前身东京招魂社则是

为祭祀在日本明治内战及西南战争中丧生的官军英

灵，而叛军的 6000 多亡灵则未被放入靖国神社。直

到 1965 年，靖国神社才按神道教对“荒魂”要镇魂

的说法，为叛军亡灵单独另建了一个小小的镇灵社。
这就说明，日本神道并非人亡皆成佛，而是有严格政

治区分的。第二，美国阿灵顿公墓主体是无名战士

墓及个人墓碑，没有合祀在一起的所谓“英灵”。东

京招魂社 1879 年更名为靖国神社，它不是墓地，而

是战争期间日本皇军的灵堂，并因为宣扬“国家神

道”而成为军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支柱。日本历次对

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被列入“灵玺薄”，作为所谓

“英灵”合祀于靖国神社。1978 年 14 名甲级战犯亡

灵被秘密供奉到靖国神社后，一些日本领导人便络

绎不绝地前往参拜，这自然构成对战争受害国人民

感情的严重伤害，并存在使靖国神社重新恢复战前

地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日本天皇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就不再参拜，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

担任首相期间也中止了参拜。此后，除小泉纯一郎

之外，日本历届首相都未去参拜。安倍似乎要做小

泉第二。第三，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没有引起外交

问题，参观者没有阴森的军事宗教设施之感。战后

初期，美国占领军曾经禁止日本公职人员前往参拜，

甚至打算烧毁靖国神社。结果，靖国神社被迫脱离

国家管辖，以民间宗教设施的形式执行战后《日本

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因而得以保留。靖国神

社虽然改为所谓民间宗教设施，但仍在正殿供奉着

代表日本皇军战神与军魂的军刀; 日本右翼势力一

直企图使其重新恢复战前的国有地位; 前往参拜的

日本政客经常为侵略历史翻案。这不能不激起国际

社会、尤其是中韩等受害国的强烈反对。
在日本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安倍首相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在参议院答辩时表示，日本殖民统治和侵

略给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痛

苦，安倍内阁将继承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

统治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并继续努力与

中韩等亚洲邻国加强关系。关于“侵略定义未定

论”，安倍称“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日本

没有进行过侵略’的说法”。④

但是，上述表态究竟是为避免影响参议院选举

的策略调整，还是安倍晋三的历史观、战争观有了根

本改变，还有待观察。安倍作为首相应当了解: 日方

在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遵守《波茨坦公

告》第八条的立场，在 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表示将遵守联合声明的原则，在 1998 年《中日联

合宣言》中确认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

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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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 1995 年 8 月 15 日内

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

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

刻反省”。日本所有当政者都应明了: 歪曲历史将

误导未来，给日本自身甚至世界带来灾难，中日两国

在前述四个政治文件中就历史问题达成的共识必须

得到坚持和遵守。
无独有偶，安倍内阁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

郎最近也十分活跃。他曾经做过日本首相，明知会

伤害 中 国、韩 国 等 亚 洲 邻 国 人 民 的 感 情，却 仍 于

2013 年 4 月参拜靖国神社。5 月 4 日，麻生又借在

新德里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之机，挑拨中国与印

度的关系，试图拉拢印度共同抗衡中国。麻生在印

度演讲时称: 日本在海上与中国相邻，印度在陆上与

中国接壤; 在过去超过 1500 年的历史中，我们和中

国的关系就没有特别顺畅过。① 言外之意是，现在

中日关系搞不好没什么，因为 1500 多年来就没怎么

好过，故印度也要警惕中国。
麻生的错误言论有悖于历史事实。在中日两国

1500 年以来的交往史上，两国和平相处的时间占绝

对多数。自秦汉以来，种稻、植桑、养蚕、纺织、冶炼

等生产技术，相继从中国传到日本; 汉字、儒学、佛

教、典章和艺术也为日本所吸纳与借鉴。中日两国

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交融，促进了各自国

家发展进步，丰富了东亚及世界文明。长眠于中国

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以及东渡日本未归的鉴真

和尚，留下的友谊佳话至今未泯。中日两国之间也

有过不幸的时期，那是日本对中国及朝鲜半岛的侵

略扩张造成的。同时，在东亚历史上，日本同朝鲜半

岛、琉 球 国 的 关 系 也 是 加 害 者 与 被 害 者 的 关 系。
1992 年 10 月，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表示: “贵国同

我国交流历史悠久，特别是 7－9 世纪，通过派出遣

隋使、遣唐使，我国的留学生长期在中国逗留，热心

地学习中国文化。两国交流从古至今和平延续，久

而久之我国国民对贵国一直抱有敬意和亲近感……
但是，在两国关系漫长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段我国

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

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

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

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兴。”1998 年 11 月，江泽民主

席访问日本期间，中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国

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一致认为，“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

往历史和共同的文化背景，弘扬友好传统，进一步发

展互利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②

麻生太郎所说的 1500 年来中日关系“没有特别

顺利过”，似乎是对中日关系历史的反证。第一，日

本无论是企图武力征服中国还是结盟对抗中国，从

来都没有顺利过，最终必遭彻底失败; 第二，中日关

系之所以不太顺利，其根本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曾

经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结盟干涉政策和侵略政策。
除此之外，历史、现实和未来恐怕都不会给出别的答

案。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日本战败

投降耿耿于怀、迷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亚洲的统

治地位。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日益

甚嚣尘上。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支持“台独”，近年来

还积极支持“藏独”、“疆独”势力在日本建立据点，

从事反华活动。如今，安倍、麻生否认、歪曲甚或美

化侵略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

化的反映和结果。这导致日本逐步突破战后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国内与国际秩序，并危害邻国，从而不可

避免地引起日本同中国、韩国等近邻国家关系的严

重倒退与紧张。

二

“安麻体制”是日本右翼抬头的产物，因而导致

了中日关系、韩日关系的倒退和美日之间的历史观、
战争观摩擦。它是对地区和国际秩序的挑战，事关

日本战略走向、中日关系与亚太前景。
安倍内阁否认中日钓鱼岛争端、拒绝就钓鱼岛

主权归属问题进行对话之立场，是对中日关系稳定

发展大局的严重破坏。2013 年 2 月 23 日，安倍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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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岩田智雄:「中国とスムーズにいった歴史ない」麻生
副総理 日印米豪の協力強調，http: / / sankei． jp． msn． com /world /
news /130505 /asi13050501140001－n1． htm． ( 上网时间: 2013 年 5 月 5
日)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
联合宣言”( 简称《中日联合宣言》) ，《人民日报》，1998 年 11 月 27
日。



三首相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就钓鱼岛问题强调:

“从 1895 到 1971 年没有任何人挑战过日本主权。”
同年 5 月，安倍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关于

钓鱼岛问题的说法更加露骨。他表示: “日本并入

它可以追溯至 1895 年，并且是在采取了与国际法相

符的一些措施之后。直到 1971 年，中国才对尖阁群

岛( 即中国的钓鱼岛) 提出了领土要求。尖阁群岛

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基于历史还

是基于国际法，均是如此。只是在保持沉默 76 年

后，在联合国指出毗邻海床下面可能存在自然资源

后，中国才开始相当突然地提出其领土要求。”安倍

表示“我们将一直敞开对话的大门”，但强调日本永

远不会承认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未决。他同时声

称:“我们从来没有与中国就搁置尖阁群岛问题达

成一致。说我们过去同意那么做，是中国撒的一个

彻头彻尾的谎言。”
安倍首相的说法是彻头彻尾、自欺欺人的谎言。

第一个谎言: 所谓 1895 年日本占领钓鱼岛是采取了

与国际法相符的措施，无论是基于历史还是基于国

际法，这些 岛 屿 都 是“日 本 领 土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日本外交文书》第 18 卷、第 23 卷的记载清

楚表明，日本是利用甲午战争非法窃占了中国钓鱼

岛。这是日本无法否定的、公认的史实。如果说日

本窃占中国钓鱼岛的行为符合国际法，那完全是强

盗逻辑。因为通过发动战争秘密吞并觊觎 10 年之

久的中国岛屿，完全是非法的。这种做法的恶劣程

度，比通过《马关条约》谈判霸占中国台湾及其所有

附属岛屿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当时迫不及

待地窃取钓鱼岛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觊觎了 10
年，有充分的准备; 二是日本海军在 1895 年进攻台

湾之前，已把钓鱼岛作为舰队的集结地。
第二个谎言: 所谓 1895 年以后的 76 年间中国

一直对日本占有钓鱼岛保持沉默，直到 1971 年中国

才对钓鱼岛提出了领土要求。在这里，安倍制造了

一个假象: 似乎日本从 1895 年起就一直不间断地统

治钓鱼岛。事实是，日本只是在殖民统治台湾的 50
年间霸占了中国的钓鱼岛，而在 1945－1972 年这 26
年间连冲绳都不在日本主权管辖范围之内，钓鱼岛

并非琉球的一部分，更不在日本统治管辖之下。在

日本霸占钓鱼岛的 50 年间尤其头十多年，清政府未

能保住台湾的主权，又怎么有能力对台湾附属岛屿

钓鱼岛被日本所占提出挑战呢? 如此腐败无能的清

政府被推翻后直至 1945 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中国一直在抗击日本的侵略、侵占行径，包括光复台

湾，收回钓鱼岛主权。在其后至 1971 年的 26 年间，

冲绳由美国占领并托管。钓鱼岛并未如《波茨坦公

告》、《开罗宣言》所规定的那样归还中国，其一度甚

至被美军非法辟为靶场。新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

反对。在这 26 年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主权问题一

直沉默，更不可能对钓鱼岛实施“看得见、摸得着”
的有效统治。而早在 1950 年 5 月，新中国就曾有人

在涉及日本领土问题的相关谈判草案中建议，把包

括赤尾屿在内的钓鱼岛划入台湾并归还中国，并明

确强调冲绳范围应仅限于原琉球国 36 岛之内。这

一主张之所以没能正式提出，是由于台湾海峡两岸

分裂，中国被排除在非法的旧金山对日和会之外。
同时，新中国政府宣布没有中国参与的“旧金山和

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69 年美、日海洋学者报告

提出钓鱼岛海域可能蕴藏石油，其后出现日、美等在

钓鱼岛附近加紧进行能源资源调查的动向。对此，

《人民日报》1970 年 12 月 4 日发表文章强烈谴责;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钓鱼

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和台湾

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①

第三个谎言: 所谓日本没有与中国就搁置争议

达成过一致，日本不承认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有争

议。正因为中日两国都坚持认为钓鱼岛是本国固有

领土，所以在客观上才会形成岛屿领土主权争议。
主观认定与客观现实需要分开考虑。中日钓鱼岛争

议是一个客观现实。它始于 1971 年日美签署“归还

冲绳协定”时擅自把钓鱼岛纳入“归还区域”。美国

政府和国会的一致立场是，美国交给日本的只是钓

鱼岛等岛屿的行政管辖权，而关于这些岛屿的主权

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同年 12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严正声明: 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

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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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决不容许美日反动派掠夺我国
的海底资源”，《人民日报》，1970 年 12 月 29 日。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

‘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① 日本外务省 1972
年 3 月 8 日才发表关于所谓“尖阁列岛领有权”的

基本见解。这比中国外交部发表的相关声明晚了约

三个月。自那时以来，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已经持

续了 40 多年。
中日两国正因为曾搁置钓鱼岛争议，才得以实

现邦交正常化，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此，

1978 年 10 月 25 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日期间答

记者问时曾明确指出: 关于钓鱼岛，双方确实有分

歧。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

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同样就不涉及这个问题

达成一致。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没关系。② 当时，日

本全场鼓掌，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从那以后到

1996 年日本批准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日

本政府从来没有否定中日双方就搁置争议达成过政

治默契。然而，现在日本政府否认“搁置”、不承认

存在领土争议，甚至不顾中方劝阻而决定政府“购

岛”，才导致中日矛盾不断加剧。既然日方不再承

认搁置，中方也不可能单方面搁置。从 2012 年 9 月

起，中国实现了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的常态化，打

破了日方的所谓“实效统治”。中日围绕钓鱼岛主

权的争议进入新阶段。
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的同时，安倍内阁又

拟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彻底改变二战后日

本的防卫政策，其战略矛头进一步指向中国，由此潜

藏日中对抗加剧的危险。针对中国的崛起，安倍首

相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表达了与美国联

手制 衡 的 意 向。他 宣 称: “对 日 美 同 盟 充 满 信

心……完全欢迎、高兴地支持美国对亚洲采取的战

略再平衡。同时日本也想履行其责任。……中国在

过去 23 年将其军事开支提高了 30 倍。因此，11 年

里第一次，我的政府选择稍微增加国防预算。这是

日本想履行其自身责任的一个信号。”③安倍内阁若

能获得参议院 2 /3 以上多数支持，今后很可能修改

日本宪法第九十六条，即把众参两院修宪要件从 2 /
3 多数改为过半数即可; 然后会修改日本宪法第九

条，其目标是建立国防军、扩军，废除武器出口禁令

和专守防卫政策。日本明知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存在

海洋权益之争，2012 年却破例宣布向菲提供政府开

发援助( ODA) ，以便菲购买 12 艘日本海上巡逻艇。
或许正因如此，菲律宾对中国态度越发强硬，2013
年甚至在公海枪杀台湾渔民，遭到台湾海峡两岸同

声谴责。与此同时，日本还加强同印度的安全合作，

向印度出售军民两用水上飞机。可以看出，日本似

乎刻意向与中国存在冲突可能性的国家出口军事装

备，大有唯恐亚洲不乱之心态。
当前，日本对抗中国的动向与甲午战争前 10 年

有许多相似之处。2010 年 12 月日本民主党政府制

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已将战略矛头转向中国。安

倍内 阁 目 前 正 准 备 制 定 新 的“防 卫 计 划 大 纲”。
2013 年 5 月 30 日，执政的自民党已批准有关新《防

卫计划大纲》建议草案，建议政府使自卫队拥有对

敌基地攻击能力，针对中国的海洋活动加强岛屿防

卫，其具体措施包括: 使自卫队具备海军陆战队的功

能，引进美军新型运输机“鱼鹰”以提高机动能力、
组建水陆两栖部队。④ 进入 6 月，日本防卫省拟以

自民党相关建议为基础，提出修改《防卫力量大纲》
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基本方案。日本战后

曾经制定过四个“防卫计划大纲”。安倍内阁在不

到三年内就冻结尚未完成的防卫计划大纲而准备制

定新大纲，则是战后以来的第一次，预示着日本将从

根本上改变二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这很可能对未

来 10 年日本的对华战略和中日关系产生十分消极

的影响。

三

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导致日本与邻国矛盾上

升，日美之间的历史观、战争观矛盾上升。二战结束

至今，日本从来没能通过一项承认侵略战争和殖民

地统治并向亚洲邻国表示道歉的国会决议，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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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人民日报》，1971 年 12 月
31 日。

［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内外记者谈话
纪要”，《朝日新闻》，1978 年 10 月 26 日。

“Japan Is Back A Conversation With Shinzo Abe”，http: / /
news． sina． com． cn /w /sd /2013－05－18 /201327161715． shtml． ( 上网时
间: 2013 年 5 月 18 日)

“自民党建议使自卫队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共同
网，http: / / 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3 /05 /53169． html． ( 上 网 时
间: 2013 年 5 月 30 日)



原因之一是，日本政界的右翼保守势力一直阻挠国

会通过相关决议。正因为没有约束日本首相相关言

论的国家统一意志，新的日本领导人伴随日本政局

的变动就会试图修改其前任的政治表态。
目前，日本自民党由安倍派掌控，其立场严重右

摆。立场更右的日本维新会在 2012 年 12 月众议院

选举中一举获得 54 席。目前日本政界出现一种怪

现象: 各政治派别比试谁在领土问题上对中国的立

场更强硬，比试谁在历史问题上更敢对美国说硬话。
日本一边在军事上拉美国共同对抗中国，另一边在

历史问题上对美国“出言不逊”。2013 年 5 月 13
日，日本维新会共同代表桥下彻宣称，“慰安妇制度

在当时维持军队纪律方面是有必要存在的”。他甚

至厚颜无耻地建议驻冲绳美军为避免性犯罪而利用

冲绳的“性风俗产业”。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5 月 16
日对此强烈谴责说: 桥下的言论“是肆无忌惮的侮

辱”; 日本战时强征慰安妇“明显严重侵犯人权，问

题严重”。② 美国国务院大楼里的所有人“都感到愤

怒”，已拒绝会见预定于 6 月访美的桥下彻。对此，

桥下彻却语带讥讽地说:“美国国务院全员生气，非

常荣幸。我希望将冲绳的现状不断告知美国国务

院。”③“美国国务院批评日本是当然的，但要是那

样，请也正视你们自己干的事，进而言之就是冲绳的

现状。”④

桥下彻表面上是在替冲绳人“出气”，实则是在

借美军在冲绳的刑事案件来堵住美国谴责日本侵略

战争暴行的嘴。这种情况在战后以来还是第一次，

故而立即在日本国内遭到强烈谴责，面临四面楚歌

困境，连安倍首相也赶紧出面澄清，试图与之拉开距

离，称“这与安倍内阁、自民党的立场完全不同”，而

日本民主党干部则认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维新

会与自民党酷似”。日本共产党议员田村智子也指

出:“这是安倍晋三首相类似否认侵略战争的发言

所诱发的。”⑤律师出身的桥下彻能言善辩，这次更

是竭力在媒体上替自己辩解。但若不能真心悔过，

他的辩解就成了文过饰非甚或强词夺理，就会造成

更恶劣的影响。
针对日本政界以上种种怪象，人们不禁要问，曾

宣扬与美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日本政要，为何在历

史问题上如此无视人权的基本价值? 安倍再度当政

以来，为何在历史观、战争观问题上接连与国际社会

发生价值观冲突? 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来自三个

方面。第一，目前日本与中国等邻国及美国之间的

摩擦实质是维护抑或颠覆战后日本国内和国际秩序

的一场斗争。在日本右翼的推动下，安倍内阁在国

内要通过修改《日本国宪法》，建立国防军，恢复天

皇“国家元首”地位，以打破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自我约束，这很可能使日本走上危险的道路; 在国际

上，安倍内阁力图以所谓《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

坦公告》、《开罗宣言》及《联合国宪章》，突破战后国

际体系和东亚秩序。石原慎太郎 2013 年 4 月 4 日

在日本众议员会馆接受采访时宣称: “日本应该成

为强有力的军事国家、技术国家。……为使经济复

苏，防卫产业最有效。……日本可以开发远距离飞

跃宇宙空间再降落的兵器。现在到认真考虑的时候

了。议论核武装也是一个选项。日本拥核有许多障

碍。但是，在当今国际社会只要没有核武器就没有

发言权。”⑥可以预见，日本未来一旦突破战后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国内规制和国际秩序，必将进一步危

害亚洲邻国，成为 21 世纪亚洲的祸水，并可能给日

本国民带来新的灾难。

第二，日本右翼与美国之间在历史观、战争观上

的矛盾本来就是不可调和的。日本自民党政府强调

日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实质，是通过强化反共意识

形态来掩盖与美国的这种矛盾，以求在价值观上为

日美同盟增加凝聚力。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早在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就曾使用过，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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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橋下氏と記者団とのやりとり( 5 月 13 日午前と午
後) 」，《朝日新闻》数字电子版，http: / /www． asahi． com /politics /up-
date /0514 /TKY201305140366． html． ( 上网时间: 2013 年 5 月 14 日)

［日］「米、橋下氏発言を非難」、《朝日新闻》，2013 年 5 月
17 日。

“桥下就慰安妇言论回应美国批评称十分‘荣幸’”，［日］共
同网，http: / / t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3 /05 /52416． html． ( 上网
时间: 2013 年 5 月 18 日)

［日］「17 日午後の橋下氏と記者団のやりとり( 全文) 」、
《朝日新闻》数字电子版，2013 年 5 月 17 日，http: / /www． asahi． com /
politics /update /0518 /OSK201305170191． html． ( 上网时间: 2013 年 5
月 18 日)

［日］「維新 四面楚歌」，《朝日新闻》，2013 年 5 月 17 日。
『石原氏「参院選 の争点、憲法改正据 え る」復帰後初会

見』，《朝日新闻》数据电子版，http: / /www． asahi． com /politics /up-
date /0404 /TKY201304040453． html． ( 上网时间: 2013 年 4 月 5 日)



扬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可以抵御苏联对中国的“赤

化”，从而成功诱使美国的胡佛政府对日本采取绥

靖政策。
第三，日本政治右倾化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

朝右翼化方向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右翼保守势

力现已控制日本众议院的多数议席，并可能在 2013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中取得优势。2006 年安倍晋三

当选日本首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利用小泉纯一

郎首相访朝之机，促朝承认并放回被绑架日本人及

其家属，大大提高了其在日本民众中的声望。不久

前，安倍内阁又背着美国派出小泉当年的秘书饭岛

勋访朝，主要目的之一是企图再度借机在朝鲜绑架

日本人问题上取得进展，以利赢得参议院选举。
桥下彻就侵略定义和“慰安妇”问题的发言，或

许也是为了在日本一些人中引起思想共鸣，以利在

参议院选举中赢得支持。然而，此举适得其反。日

本民主党干事长细野豪志称桥下发言等于承认日本

维新会是“极右政党”; 大家之党也解除了与日本维

新会的选举联盟。日本维新会在参议院的席位目前

只有 3 席，仍有增加的可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

国政府给安倍内阁留了很大的面子。于是，自民党

很可能利用国内外批评的火力集中在桥下彻及日本

维新会身上而取巧，掩护安倍晋三过关，以利在参议

院选举中获胜。随后，自民党很可能与日本维新会

就修改日本宪法再度联手，突破战后日本以和平宪

法为基础的自我约束和以《波茨坦公告》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总理李克强 2013 年 5

月 26 日访问德国期间参观了波茨坦会议旧址，并发

表讲话称: 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作为中国人民的代

表，我要特别强调，《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指出: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开罗宣言》中明

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

等岛屿归还中国。这是用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胜利果

实，也是二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证。所有热

爱和平的人，都应该维护战后和平秩序，不允许破

坏、否认这一战后的胜利果实。李克强指出，历史是

客观存在，也是一面镜子，中国古语说，“以铜为鉴，

可以正衣冠”。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创未来。任

何否认或企图美化那段法西斯侵略历史的言行，不

仅中国人民不能答应，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正义力

量都不能接受。中国愿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

携手，维护二战后确立的和平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

繁荣。”①这番讲话切中当前中日关系倒退的实质和

要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日本

安倍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居然对此表示“绝不

接受”。这是非常奇怪和不能容忍的。因为 1945 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发表的《终战诏书》、同年 9 月 2
日重光葵、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签署的《日本

投降书》，都明确承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而且

日本政府在 1972 年 9 月 29 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

明》中也表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如今的日本政要对此如果不是无知之极，或许就是

有意为之。对此，中国外交部已要求日方纠正错误。
可以预见，未来一旦右翼势力进一步控制日本

的政治决策大权，日本右翼的历史观、战争观还会进

一步泛滥，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或歪曲日本侵略历史

的言行还会增多，日本政治右倾化有滑向政治右翼

化的危险。为避免这种前景，在双边关系、多边机

制、政府渠道、民间交往、国际舆论、联合国等所有方

面，国际社会都要共同思考 21 世纪的“日本问题”，

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需要正面交锋、予以斗

争。同时，要避免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出现的情绪

化和极端行为，保持和增进同日本的民间友好交往

仍然是必要的。目前，“安麻体制”对华政策出现方

向性、路线性偏差，因而不可能同中国处理好钓鱼岛

问题，极而言之，甚至可能存在使日本滑向深渊的危

险。但是，目前，日本还难以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
如果中日之间能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两国关系重

回健康发展轨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责任编辑: 黄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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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克强参观波茨坦会议旧址时强调 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
创未来”，《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