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據日本共同社26日
消息：圍繞自衛隊向以美軍為首的
別國軍隊提供後方支援，日本政府
開始探討完善立法，以解禁提供武
器彈藥。此舉旨在根據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宣導的 「積極和平主義
」，為自衛隊在海外執行任務解
除限制，在事實上推動 「與別國
軍隊一體化」。

由於本月1日關於安全保障法
制的內閣決議中不僅決定解禁集體
自衛權，還決定擴大向別國軍隊提

供補給等，此舉是為了配合上述決定
而採取的措施。探討結果將反映在於
年末修改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內
，並致力於在明年的例行國會上修改

相關法律。
鑒於《周邊事態法》設想朝鮮半

島發生突發事件時的規定，以及伊拉
克戰爭時禁止向他國提供武器彈藥的
支援，公明黨可能出現謹慎意見。公
明黨高層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黨內尚
未進行討論。」

內閣決議中通過自衛隊能夠在 「
正在進行戰鬥的戰場」以外的地區對
他國軍隊進行支援。過去為避免後方
支援與行使武力一體化，將活動範圍
局限於無發生戰鬥可能性的 「非戰鬥
地區」和 「後方支援地區」，但內閣
會議上明確了縮小一體化的定義，擴
大後方支援範圍的觀點。

自衛隊欲與他國軍隊一體化

日本海上自衛隊目前駐紮在日本九
州西北部港口城市佐世保，巧合的是，
120年前的1894年，日本艦隊就是從這裡
出發，在韓國牙山灣豐島附近海域突襲
了清朝戰艦，正式拉開了中日甲午戰爭
的序幕。中日甲午戰爭是成功實現近代
化的日本發動的第一次對外侵略戰爭。

然而，如今在這座城市裡，看不到
任何對侵略戰爭的反省。免費開放的海
上自衛隊史料館的展品都是對過去榮耀
的回憶。資料中寫着 「1889年頒布憲法
時準備對清朝發動戰爭」、 「（甲午戰
爭中）清朝北洋艦隊實力不夠，戰爭以
發展為近代國家海軍的日本海軍完勝告
終」。對於日本的侵略行為，資料中記
錄的不是 「進軍」，而是 「擴張」。

資料還介紹稱，甲午戰爭時期，佐
世保南側港口城市長崎地區建造了戰艦
。三菱造船廠史料館中展出了這裡建造
的戰艦照片，日本正在推進於2015年以
「明治日本的工業革命遺產」之名為這

些戰爭設施申遺。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

》後，甲午戰爭宣告結束。清朝北洋艦
隊的總指揮李鴻章為了簽署條約親自來
到日本山口縣下關市，和日本首相伊藤

博文相對而坐。對話地點是河豚料理店
「春帆樓」，這個名字是伊藤博文取的

，意為 「在春季的大海上揚帆起航」。
「春帆樓」現在依然在營業，還被指定

為 「國家歷史遺跡」。伊藤博文和日本
外相陸奧宗光的銅像在春帆樓旁並排而
立。

本月上旬，受強颱風 「浣熊」的影
響，佐世保遭遇狂風暴雨，當地氣象廳
官員表示，現在的降雨量是 「前所未有
」的。而就在不久前，日本通過解禁集
體自衛權，在二戰戰敗69年後重新成為
戰爭國家。 「前所未有」的大暴風正吹
向東北亞。 《朝鮮日報》

甲午戰爭120年
日軍港炫耀昔日輝煌

遊就館是靖國神社內的一個戰爭博物館，成立於1882年，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軍
事博物館。遊就館展覽的主題是 「戰爭」，主要有日本在近代戰爭中所使用的武器、
軍人遺物、戰時資料等約10萬件，軍人遺照約5000張。另外，日本進攻珍珠港成功後
所發電報、戰敗後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自殺之前的遺書也陳列其中。

將神風敢死隊英雄化
「遊就館」之名源自於《荀子》〈勸學篇〉中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

以防邪僻而近中正。」的 「遊必就士」，原文意思是：居住要選擇合適的地方，交遊
要接近賢德之人，是以免入歧途，做正確的事。但是，在遊就館裡，絲毫感受不到日
本對發動侵略戰爭的反省，倒是充滿了軍國主義與法西斯氣息。

在該館正門的右面，豎立着神風突擊隊隊員的青銅像，說明稱這些隊員是 「今日
日本和平與繁榮的基礎，他們崇高的殉國精神，應該受到全體國民一致的敬仰、追悼
並永遠傳頌下去」，刻意突出其 「英勇」和 「愛國」的形象。

在新館入口附近一樓門口大堂展出了戰時南方鐵道部隊，曾經使用的零式艦上戰
鬥機52型、戰後在泰國繼續運行的國鐵C56形蒸汽火車31號列車、89式150毫米加農
炮和96式150毫米榴彈炮等展品，重溫日本戰績。

「大東亞戰爭70年展」在一樓的展示室11─15大展覽廳展出，展示在雅蒲島發現
的艦上爆擊機彗星、97式中戰車、人肉回天魚雷、特攻飛機櫻花11型的複製品、戰艦
陸奧各副炮及炮彈、機槍以及精巧的軍艦模型等。亦有展出戰場回收的遺物，包括中
國戰場上戰死的航空兵的衣服、陣亡者的遺書等。

人肉回天魚雷讓記者感到毛骨悚然，這種魚雷在二戰末期使用，長14.75米，直
徑1米，重8.8噸。魚雷頭部裝有1550公斤炸藥，可以炸沉巨型戰艦，但它需要一名士
兵駕駛，這也意味着這名士兵一定會與魚雷同歸於盡。據說有上百名年輕士兵乘此魚
雷踏上不歸路。

顛倒黑白 美化侵略
日軍在東南亞、太平洋的戰場非常廣，戰爭也非常激烈。日本朋友寺村小人告訴

記者，在這次展出的照片和故事裡，日本完全不提侵略他國的事實，有的只是美化戰
爭。

遊就館處處流露歌頌日本皇軍於二戰中戰死為國捐軀的 「高尚愛國」情懷，告示
板會以歌頌和 「博取同情」的方式去展示日本軍人出征前寫給母親的決別書，卻不提
他們是否是被迫的，企圖美化侵略戰爭的本質。

從門口大堂乘搭電動扶梯可到達二樓展覽廳，按順序展出 「古代」、 「近代史」
、 「明治維新」、 「戊辰戰爭」、 「西南戰爭」、 「日清戰爭」、 「北清事變」（1
．28事變）、 「日露戰爭」（日俄戰爭）、 「滿洲事變」（9．18事變）、 「支那事
變」（抗日戰爭）、 「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等戰爭資料，詳細記錄了當年的
地圖、年表，以及為開戰準備的過程。

不提南京大屠殺
「日清戰爭」內容佔據了整整一個展廳，陳列着 「宣戰詔書」和旅順口要塞大炮

等實物展品，館內紀錄片聲稱 「甲午戰爭是日本幫助朝鮮實現獨立，是保護日本的生
命線朝鮮和滿洲的權益」。對於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展館指鹿為馬，將戰爭
原因歸咎於中國反日情緒高漲、 「共產黨的恐怖活動日益猖獗」、日方保護僑民、阻
止中國不同軍隊互動干戈等，展館稱 「盧溝橋事變是中國首先開槍」，遊就館只強調
日軍在南京紀律嚴明，不提南京大屠殺之事，只稱 「嚴厲查處了散兵游勇」，而對慰
安婦問題更是隻字不提。

對於太平洋戰爭，展館稱 「珍珠港事件是美國將日本拉入戰爭」，日本在戰前受
到美國、英國、中國及荷蘭封鎖，得不到足夠的原材料，而且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前援
助蔣介石，這明顯是倒果為因。日本不發動戰爭、擴大戰事，怎會出現原料不足的情
況，美國援助中國也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後。

在戰爭影響方面，展館稱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指控是戰
勝國強加的」，拒不認罪。展館又稱二戰成了解放亞洲人民的契機，是建立 「大東亞
共榮圈」。而在館內的留言板上，記者看到一位日本人這樣寫道； 「如果日本不開戰
，就會像亞洲、非洲等國一樣成為西方的殖民地。」

在這些資料面前，記者的一位日本媒體朋友表示： 「很明顯這些就是錯誤的歷史
，就是為擴大侵略找藉口，把侵略戰爭正當化，這也是日本民眾最擔心的。像這樣片
面的展覽館在日本不止一個，那些在廣島的展覽館只說美國原子彈炸死了多少人，卻
沒有講述為什麼美國要投原子彈？在鹿兒島同樣也是。」

遊就館景致越是平靜幽雅，箇中越是邪惡黑暗。記者認為，從意境而言，遊就館
是整座靖國神社最 「邪惡」之地，堪稱魔窟。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77周年，而在日本，今年則是
「大東亞戰爭」70周年，日本方面至今仍未反省侵略戰

爭，靖國神社的遊就館更大張旗鼓舉行戰爭展覽，企圖
美化日本的侵略罪行。 大公報駐東京記者 黃匯傑

日
軍
國
主
義
魔
窟

日
軍
國
主
義
魔
窟【大公報記者楊硯文27日電】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24日剛剛結束拉美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5日即出訪中南美國
家。中日兩國近年摩擦不斷，日本迫切
希望提高國際話語權，因此此次行程普
遍被日本輿論視為與中國的 「外交博弈
」，日本入常也再次被提上日程。

面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日
本一直企圖拉攏其他國家制約中國。在
解禁集體自衛權後，入常就成了安倍政

府的另一大目標。為了能早日成為聯合
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與有着相同
目標的巴西、印度和德國（G4）加強了
合作，期望獲得國際社會更多支持。

這是自2005年小泉政府以來，日本
再次切實爭取入常。當時，小泉政府雖
然獲得了許多聯合國成員國對G4的支
持，但因美國表示反對等而以失敗告
終。安倍希望以聯合國成立70周年的
2015年為目標，施壓安理會改革，
在入常一事上 「一雪前恥」。

據安倍身邊人士透露，安倍計
劃在與巴西總統羅塞夫的會談中確
認，希望一起實現入常。在將於9月
在東京舉辦的與印度總理莫迪的會談
中，安倍也計劃加強合作，把力爭實
現安理會改革寫入共同聲明。

然而，對G4入常持謹慎態度的韓
國、阿根廷、巴基斯坦、意大利等有可
能繼2005年後再次反對G4。如果國際輿
論一分為二，美國很可能再次出面反對
。再加上，這背後還有對日本入常最為
警戒的中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
經濟實力較2005年相對下滑等也是不安
因素，日本需要跨越的門檻極高。

安倍訪南美 為日爭入常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6日在墨西哥品
嘗傳統日本美食 法新社

▲▶靖國神社的遊就館正舉行 「大東亞戰爭七十
年展」 黃匯傑攝

▲佐世保軍港現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基
地 《朝鮮日報》

▲左圖為國鐵C56形蒸汽火車31號列車、89式150毫米加農炮和96式150毫米榴
彈炮，右圖為零式艦上戰鬥機52型 黃匯傑攝

▲遊就館將戰犯推崇為 「民族英雄」
黃匯傑攝

▲遊就館展出的「大東亞戰爭」作戰計劃
圖 黃匯傑攝

▲ 「加油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 成員在靖國神社門口集會 資料圖片▲日本民眾身着 「大日本帝國」 陸軍及海軍軍服到靖國神社參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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