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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共同社、路透社及中
新社20日報道：日本政府 「購島」 鬧劇導
致中日關係嚴重惡化，首相野田佳彥19日
晚間接受電視台訪問，承認對中方反應
「預估有誤」 ，並希望通過各種渠道修復
日中關係，包括派特使訪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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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佳彥19日晚在接受朝日電視台節目中，就中國各地發生的反
日遊行稱，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姿態 「超出了預期」，承認自己
預估有誤。他說： 「雖然事前預測到（釣魚島 「國有化」）會產生一定
的摩擦，但是結果超乎想像。」

日方 「始料未及」
不過，野田在談話中仍然宣稱： 「中日之間本來就不存在領土主權

問題，日方實施 『國有化』方針是為了對島嶼實施長期平穩且安定的管
理。」

日本的 「購島」鬧劇，引發中國國內大規模反日抗議，影響中日經
濟關係，並帶來兩國可能爆發海上衝突的風險。東京慶應義塾大學東亞
研究所所長添谷芳秀說， 「形勢比2005年要糟，可能是戰後至今最差
的」。他所稱的形勢是指七年前的中國反日抗議。此前，接近野田
的一名執政黨議員也表示，日本政府對於中方的強烈反應， 「有些始
料未及。」

擬藉聯大展開對話
野田同時表示，為了修復因釣魚島 「國有化」而出現緊張的日中關

係，政府將通過各種渠道努力，包括考慮派特使訪華等舉措。野田表示
： 「除外交渠道外，還將謀求通過政界和經濟界人士展開溝通」。

據報道，日本政府會從兩個層面去修復日中關係，一是抓緊機會在
本月下旬的聯合國大會上，同中國的高層領導人當面溝通；二是通過各
種渠道，向中方反覆解釋日本雖然將釣魚島 「國有化」，但不會做出進
一步的舉動。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19日也稱，他考慮在美國紐約
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與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舉行會談。

9月11日，日本已委派外務省亞大局長杉山晉輔來華溝通，中國外
交部亞洲司司長羅照輝在與其會面時指出，中方決不承認日方對釣魚島
的非法侵佔和所謂 「實際控制」，決不容忍日方對釣魚島採取任何單方
面行動。

中方籲日採實際行動
針對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考慮派特使來華」一事，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洪磊2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現在重要的是日方
要正視現實，以實際行動消除惡劣影響。洪磊說，我們
一貫主張通過對話談判解決中日釣魚島爭議。現在
重要的是日方要正視現實，盡快回到雙方迄今達成
的諒解和共識上來，以實際行動消除惡劣影響。中
方將保持同日方在各個層級的溝通，繼續向日方
闡明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嚴正立場。

自日本掀起所謂 「購島」鬧劇以來
，包括中國高層領導人在內的中國官方
和民間，都表示強烈憤慨，中日關係嚴
重倒退，日本國內政治和經濟界
也對野田政府的舉動多有
指責。

【本報訊】綜合菲律賓 GMA 新聞網及《馬尼拉
今日旗幟報》20 日報道：菲律賓一名參議員被指擔
任總統阿基諾三世的 「後門特使」，在今年 5 月至 7
月期間，繞過菲外交部，秘密與中方舉行至少15次會
晤。

參議院內鬥揭 「身份」
這起 「後門事件」源於參議院內鬥風波。菲律賓

參院議長恩里萊，因不滿參議員特里蘭尼斯企圖將他
拉下議長寶座，進而揭發其作為 「後門特使」身份，
並質疑其代表中方利益。

19日在菲律賓參議院全體會議上，恩里萊質問特
里蘭尼斯，指稱其擔任 「後門特使」期間，在北京的
發言與外交部不同調，諸如 「在菲國沒有人關心黃岩
島、菲律賓無力保護自己的海域，以及外交部強硬態
度將菲律賓推向戰爭邊緣」等。特里蘭尼斯憤而甩門
而出，恩里萊則稱他是騙子和懦夫。恩里萊還猛烈抨
擊特里蘭尼斯，說他曾指責外長叛國。

特里蘭尼斯20日透露了他與中國官員後門協商的
狀況，稱他是直接從總統阿基諾三世本人手中接到任
務的。特里蘭尼斯說，因為他認識中國中央高層的一

些人，所以從 5 月到 7 月間，阿基諾三世讓他協助不
要擴大中菲之間的黃岩島爭端。不過，菲總統府發言
人陳顯達則稱，特里蘭尼斯是毛遂自薦去當總統特使
。菲律賓外交部長羅薩里奧則回應，有關主權爭議的
後門密商， 「弊多於利」。

菲納黃岩島入官方地圖
後門事件爆發後，外界開始懷疑阿基諾三世並不

認同羅薩里奧對中國的強硬態度，但一名政治觀察家
說，總統任命密使只是希望多管齊下解決問題，並不
代表政府在外交議題上不同調。

菲總統府20日稱，菲律賓對南海主權爭議的立場
沒有改變，擁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主權。與此同
時，菲律賓繼將南海改名西菲律賓海後，目前正繪製
新地圖，將南沙群島部分島礁，以及黃岩島劃入菲律
賓二百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內。菲律賓國家測繪及資源
訊息管理局主任表示，是根據總統阿基諾三世簽署的
行政命令，繪製新地圖，初版已提交政府審核，預計
最終版本兩周內出爐，但他拒絕透露會否為菲方聲稱
擁有主權的島礁及淺灘重新命名，指要由外交部及政
府宣布。

我們西方人都知
道，日本人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如何殘暴對
待我們的士兵和平民，

但我們有時候會忘記，在
1937年至 1945年日本侵

華期間，有 1500萬中國人
死亡。實際上，有些中國歷
史學家指出，總死亡人數是

5000萬。
不管人數究竟多少，日本人

以語言難以形容的殘暴對待中國人，
而且後來從未表示悔過。雖然現代德國

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希特勒的罪行，但
是現代日本人卻對自己的先輩所犯的罪行
不以為意。

有些辯護者說，日本已為其在二戰中的角色道了
歉。但是日本教育界在這個問題上依然保持可怕的沉

默，學校課本對該段歷史的描述仍存在着巨大差距。
每一個日本人都被告知，他們的國家是最早的原子

彈的受害者。但很少日本人知道他們的祖父最享受的是
砍下中國人的頭。直到2008年，日本空軍司令田母神
俊雄還發表了一篇文章，稱日本在戰時沒有做過任何可

恥的事情。田母神激烈地抱怨
稱： 「即便是現在，也仍有很
多人認為，我國的侵略給亞洲
國家造成難以承受的痛苦。」

這位將軍說，

情況絕非如此： 「我們需要明白，很多亞洲國家對大東
亞戰爭持正面看法。把我國說成是侵略國，絕對是虛偽
的指控。」 田母神說，日本是根據條約賦予的權利，來
做出它在中國做的事情，並宣稱韓國在被日本殖民統治
半個世紀期間是 「繁榮和安全」 的。他拒絕承認盟軍法
庭的裁決。盟軍法庭判日本戰犯有罪，罪名是野蠻對待
敵軍，包括英國人。

雖然在北京提出憤怒抗議之後，東京政府撤銷田母
神的職務。但令人不解的是，一名日本最高將領竟然會
在21世紀作出這樣的宣稱。但是，田母神無非是寫出
了很多日本民族主義者的想法，包括一些學院歷史學家
所認為的。

中國政府，普通民眾，一旦聽到日本說這種話，就
會火冒三丈。當日本法庭駁回中國前慰安婦和苦役的訴
訟時，中國人也非常憤怒。同樣地，也沒有多少日本人
承認，日本軍隊化學戰爭部隊 「731部隊」 所犯的窮兇
極惡的暴行，迄今沒有人因
此而受懲罰。在731部隊的
暴行下，數以千計的男女、
兒童（包括外國囚犯）在恐
怖的實驗中死亡，這些實驗
旨在測試人類身體的極限。

中國民眾對日本確有一
肚子怨氣，這並不令人吃驚
，而當北京政府突出了諸如
釣魚島之類的爭拗時，民眾
的仇日情緒便會一發不可收
拾。 （英國《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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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在香港，示
威者手持日本軍旗
及歷史圖片抗議

路透社

▶▶日本首相野田佳日本首相野田佳
彥彥1919日承認錯估中日承認錯估中
方反應方反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818日在北京，示威者手持反日標語抗日在北京，示威者手持反日標語抗
議議 美聯社美聯社

▲菲律賓參院議長恩里萊
（上）指稱特里蘭尼斯（下
右）曾任總統阿基諾三世
的「後門特使」 互聯網

▲▲ 1818 日在日本東京，日在日本東京，3030
名民眾舉行反華示威名民眾舉行反華示威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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