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日本《產經新聞》報道：傳統上，日本參加示
威活動的多為工會成員與白髮蒼蒼的左派人士，而今，強勢推行安保法案的安
倍晉三政府，逼得通常 「政治冷感」 的媽媽族與學生們，走上街頭，為自己及
下一代發聲。

日反戰母親為後代發聲

▲烏克蘭示威者周一在議會外投擲手榴彈，與警方發生衝突 美聯社

安保法違和平堅守 引國家入戰爭歧途

反向烏東放權 基輔示威爆手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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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日本民眾通常不在公共場所表達政治
立場，自1960年代的暴力示威後，日本社會的
街頭集會亦大幅減少。7月間，安倍的執政聯盟
不顧民意反對，在眾議院強渡關山通過安保法
案之後，引發了日本近代最大型的反戰示威。

反戰成女性關注焦點
8月30日，超過10萬群眾聚集在日本國會外

，抗議參議院預料會在9月通過的安保法。綿綿
細雨中，媽媽們牽着孩子，手持反戰標語，佇
立街頭；學生們則隨着鼓聲，高呼反對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與其國防政策的口號。

這是日本近代記憶中最大型的抗爭活動之
一，群眾高呼： 「不要戰爭法！」 「現在就撤
銷法案！」 「安倍，下台！」抗議以重新詮釋
憲法，來擴大自衛隊角色的法案。

7月開始，日本 「反戰母親」組織迅速壯大
，並在社交網站臉譜上廣受支持。該組織主要
由已為人母的女性參與，並召集近2萬人連署反
對安保法。8月28日， 「反戰母親」代表試圖將
連署書呈給安倍辦公室，但未能成功。

「反戰母親」40歲成員松田悅子（音譯）

說，她看到太多事往錯誤的方向走，包括福島
核災後，核電廠在最近重啟等等。 「我擔心該
法案會違背對於和平的堅守，而將這個國家引
上歧途」，44歲的抗議者橋本說。此前，她帶
着5歲的孩子參加了周日的集會。 「但安倍政府
並不理會我們的訴求」，橋本說。

日本雜誌《周刊女性》副總編輯渡邊高
嗣指出，近來的 「反戰」議題已明顯成為了
日本女性關注的焦點。 「我們的讀者擔憂，
有朝一日該立法將會將她們的孩子送上戰場
」， 「而作為母親，她們的危機感或許比男
人們更強」。

學校阻學生上街
反安保法示威最早出現在今年初，如獲通

過，該法案將賦予日本 「集體自衛權」，即
當盟國（如美國）受到攻擊時，無論其自身
是否受到侵害，日本均有使用武力進行干預
和阻止的權利，並可以 「隨時根據需要向海
外派兵」。

與此同時，日本大學生組織 「自由民主主
義學生緊急運動」（SEALDs）亦成為了今夏運

動的主力軍，改變了日本學生對政治漠不關心
或右翼書呆子的形象。目前該組織有近400名成
員，並正與十多個公民活動組織合作，組織反
戰示威集會。

此外，四名日本大學生決定，27日下午開
始，在國會大廈前絕食抗議，以示堅決反對安
保法案。抗議者靜坐於國會大廈大門對面，不
吃任何食物，包括流質。不過，他們會喝水，
並每天檢查身體狀況。

東京政治與國際研究學教授斯蒂芬．納吉
表示， 「一些保守學校仍阻止學生加入集會隊
伍，而那些為政治發聲的女性亦可能會被邊緣
化」。

菅義偉：不因反對而改計劃
周一，針對百萬人周日參與反安保法案和

安倍首相的集會遊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
偉指責，在野黨和媒體煽動民意。並表示不會
改變在國會通過安保法案的決心。菅義偉稱，
一部分在野黨和媒體將安保法案作為戰爭法案
宣傳，並宣稱要復活徵兵法，造成了極大的誤
解，這是極為遺憾的事。菅義偉表示政府會為
消除誤解而努力。

對於安保法案的審議，菅義偉又稱會傾聽
國民的聲音，守護國民的生命與和平生活是國
家的責任，不會因為有人反對而改變在國會盡
快通過安保法案的計劃。

▲四名日本大學生27日開始在國會大廈前絕食抗議 路透社

▲示威者周日抗議安倍政府強推安保法
法新社

▲一名兒童坐在家長肩上參加抗議 美聯社

▲日本僧侶團體JKS47上周唸咒反對安保法 互聯網

程永華：閱兵非針對今日日本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

英國BBC網站報道：中國駐日使
館8月31日晚舉行招待會，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
斯戰爭勝利70周年。駐日大使程
永華在致辭中強調，9月3日在北
京舉行的閱兵等一系列紀念活動
，不是針對今天的日本和日本人
民，他闡述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
的立場，指日本正確認識過去歷
史，是改善與亞洲鄰國關係的重
要基礎，亦是開創未來的前提。

他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
的侵略戰爭給中國和亞洲受害國
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正確認識
和對待過去那段歷史，是銘記歷
史、捍衛正義的要求，是日本與
亞洲鄰國改善關係的重要基礎，
也是開創未來的前提。

包括日本公明黨黨首山口那
津男、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等在
內的日本各界人士，包括俄羅斯
駐日大使阿法納西耶夫等在內的
十多個國家的駐日使節或使館代
表，以及部分在日僑界人士等
200多人，應邀出席了當晚的紀
念招待會。村山富市稍後亦會到
北京，出席閱兵儀式，但安倍政

府則不會派官員列席。

日不滿潘基文赴華
周一，在被問到有關聯合國

秘書長潘基文應邀到北京參加閱
兵典禮一事時，日本政府官房長
官菅義偉說，有193個成員國的
聯合國應該對中國組織的這項閱
兵式，保持中立的立場才是。菅
義偉說： 「今年戰後70年，不應
一味地將焦點對準特定的過去，
而是應採取前瞻性的態度。」日
本的媒體報道形容這是日本政府
對潘基文赴京感到不滿。

至於約有50個國家將出席中
國組織的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活
動一事，菅義偉僅表示 「這是要
參加的國家的想法」。

從潘基文宣布接受中國的邀
請，將參加9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
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之後，
日本就曾經數次表示潘基文不應
該參加閱兵。而潘基文也曾經回
應日本的批評，根據新華社的報
道，潘基文在8月29日表示，他
此行主要目的是 「重要的是回顧
過去，從中學習教訓，而且以此
為基礎向更光明的未來前進」。

日二戰投降書 加代表簽錯欄
【大公報訊】據共同社報道：日本

外務省周一在位於東京麻布台的外交史
料館，展出了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國
戰艦 「密蘇里」號上與同盟國簽署的投
降書（日稱：《降伏文書》）原件。其
複製品一直在館內展出，原件則是時隔
約20年首次面向公眾展出。

日方同時還首次展出了同盟國向日
本政府下達的 「第一號命令」原件。其
中記載了日軍停止戰鬥、解除武裝的程
式等相關軍事規定。兩份原件的展出持
續至9月12日。

投降書以英文記有 「宣布日軍向同
盟國無條件投降」、 「天皇及日本國政
府的國家統治權力受制於盟軍最高統帥
」等內容。當時的日方全權代表、外相
重光葵等人與盟軍方面最高司令麥克亞
瑟等9國代表簽字。加拿大代表由於弄錯

簽字欄，故有一行空欄。
此前日本政府還公布，在1945年8

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向國民宣布接受
《波茨坦公告》的《終戰詔書》原本，
於本月10日在位於東京的日本國立公文
書館公開。日媒稱，從原本可以看到，
由於當時重新抄寫的時間不夠，天皇 「
御璽」的一部分蓋在了文章上。從中可
以得知當時的緊迫情形。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接受《
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後，於9月3
日派出11人代表團，到停泊在東京灣的
美國海軍戰艦 「密蘇里」號正式簽署投
降書。日方代表為外相重光葵及陸軍參
謀長梅津美治郎等，而盟國則由盟軍最
高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以及美國、中華
民國、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
國、荷蘭及新西蘭9國代表聯合簽署。

今年是日本戰敗70周年，官方相繼
公布此前多份歷史原件。上月初，日本
宮內廳首次公布當年裕仁天皇向國民宣
布無條件投降的正版錄音 「玉音放送」
，以提醒國民勿忘戰爭教訓，儼然是摑
了安倍政府一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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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路透社報道：烏
克蘭議會周一初步同意修訂憲法，依據西方要求
，授予親俄武裝控制的東部地區更大自治權，這
一決定引發民眾抗議。示威者在議會外與警方爆
發衝突，期間有人投擲手榴彈，造成一名烏克蘭
國家衛隊官員死亡，以及約100人受傷。

當天示威現場突然傳出爆炸聲，據報有人投
擲手榴彈，多名警員受傷，要由同僚抬走。示威
者投擲雜物及煙霧彈，防暴警察還擊。現場記者
表示，議會前面街道上遍地鮮血，有數人倒卧地
上，包括警方人員，顯然還有記者。官員表示，
國家衛隊一名軍人心臟中槍喪命。國家衛隊發言
人稱，死者年僅25歲， 「他死在手術枱上。」內
政部長阿瓦科夫在臉譜上表示： 「已經有超過30
人被捕。數目還會增加。」他又說，有人投擲 「
數枚」爆裂裝置，他們穿着的T恤上有民族主義派
自由黨標誌。

烏克蘭議會周一支持一讀憲法改革草案，議
會議場內外都爆發激烈抗議，最後共有265位議會
議員投票支持改革案。在議會支持改革草案後，
會場外就爆發衝突，示威者投擲手榴彈及雜物，
並試圖衝入議會。據悉，這是繼去年推翻克里姆
林宮支持的亞努科維奇政權以來，基輔當地最嚴
重的一場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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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千
百
萬

普
通
民
眾
和
家
庭
。

水
能
載
舟
，
亦
能
覆
舟
。
自
安
倍
不
顧
社
會
各
界

反
對
，
執
意
要
在
本
屆
國
會
通
告
通
過
安
保
法
案
以
來

，
其
支
持
率
每
下
愈
況
，
已
降
至
其
上
台
以
來
最
低
點

。
民
意
重
如
山
，
若
安
倍
對
不
斷
高

漲
的
反
對
聲
置
若
罔
聞
，
繼
續
一
意

孤
行
，
遲
早
會
被
民
眾
拋
棄
。

日
民
眾
覺
醒

反
戰
爭
惡
法
掀
高
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