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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日本传媒对中日关系的解读 

 
针对中日两国首脑的共同声明，日本传媒另一感到欣慰的是北京领导人这回对战后 “和平国家”的日本给予

高度的评价，及不再要求日本对过去的战争予以反省或痛感其责任。各报都不忘指出，北京领导人在正式文件中

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回还是首次。各报同时赞美中国领导人将历史问题与外交问题分开，摆出“未来志向”（即

面向未来，着眼于未来的看法）的鲜明姿态。 
日本传媒对北京上述表态之所以特别重视，说穿了，是因为“战后日本和平国家评价”论和所谓中日“未来

志向”论，是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5年战后50周年以来，日本向亚洲各国促销的两大外交基调。不过，令人

感到惊讶的是，在解读外国贵宾赞美战后日本的和平姿态时，没有一家日本大报（包括以“自由派”自居的《朝

日新闻》），结合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扮演“和平国家”角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予以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不再赞颂“和平宪法” 

 

倒是在1998年，被喻为韩国“苦难总统”的金大中在金融危机声中登访东京求援时对此“战后和平国家日

本”的定义说得比较具体。他表示：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下推行专守防卫及非核三原则的安全保障政策应该予以

高度评价。 
当时，日本一名政论家曾表示强烈不满，并作如下的反驳： 
“熟悉日本情况的总统，当然不会不察觉到近年来日本国内正在积极探讨宪法修改的课题。明知日本的这个

潮流而发表上述的谈话，既可理解为旨在对日本进行牵制或先发制人的攻击，也可视之为近乎干涉内政的言

论。” 
足见在某些保守的日本人士眼中，“战后日本和平国家”是应该表扬的，但“战后和平宪法”却颂赞不得。

这也许正是日本各大报对外国贵宾之评价“战后日本和平国家”，不愿再深一层具体探讨的原因所在。 
至于历史问题，各媒体对胡锦涛此行低调处理的态度多有好感。在访日的5天行程中，胡主席唯一有触及历史

问题的是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他说道：“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

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貌似公正的“各自表述”论 

 

认真分析，胡主席的这番谈话其实是周恩来时代以来北京对待日本侵华事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基本态

度之白话文版，也是战后以来亚洲各国（包括韩国和东南亚）人民对待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流思想。所谓亚

洲人民（包括中国民众）牢记历史是为了报复的所谓“仇日论”、“排日论”和“侮日论”（皆为战前日本传媒

用语），从而呼吁民众“走出历史悲情”的论调，其实都是源自东京的大本营。其潜台词是亚洲人民记恨过深，

纠缠于历史，而遗忘了战后日本与邻国历史问题摩擦之根源（层出不穷的大臣“失言”事件、教科书事件和参拜

军神等）是在东京这一基本事实。至于由此而引申和提倡的、貌似公正的“各打50大板”论或者“历史各自表

述”论，无一不是为了混淆视听，意图达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分是非乃至本末倒置的歪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领导人这回不强调历史问题，日本媒体也有其不同的诠释。在报道胡主席在早稻田

大学的演说时，《读卖新闻》便以《胡主席实利优先、“历史牌”仍还保存》为新闻标题，指出“这不等于中国

将放弃其‘历史牌’。与反日教育容易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教育预料还会加强。” 
换句话说，日本媒体认为中国领导人虽然为了“实利”（实惠）而暂且放弃利用历史问题为其政治或外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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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牌者，手段也），但不排除未来使用它之可能性。 
北京是不是真的有如日本媒体所说一般，将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作为外交筹码和东京讨价还价，当然不是我

们局外人所能知晓。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家的多谈或少谈历史问题，并不丝毫影响客观存在的史实。日本

传媒就同意，尽管北京低调处理历史问题，但一旦日本国内出现类似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日中关系就会再

度呈现不稳定的局面。 
针对日本当局意图“了结”历史问题的心态，日本明治大学日朝关系史专家海野福寿教授在1998年韩国总统

金大中访日时，就曾指出： “对于日韩联合宣言，据说官房长官野中（广务）曾发表‘两国历史认识问题至此了

结’的谈话，这是不对的。因为历史认识问题并不能凭着政治家的协议或者一纸文字就能‘了结’而贴上封

条。” 
果然，在小泉向亚洲人民挑衅，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发生之后，一度关系好转的日韩关系再度宣告紧张。

可见历史问题能否妥善处理的球，基本上是在东京这一边。 

 

 

“大熊猫可有可无”论 

 

针对这回中日首脑会谈的结果，扮演鹰派压力集团的自民党保守派的第一个反应，就像处理其他外交事务一

般，先是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在饺子问题与西藏问题上，福田首相还有向北京施加更强大压力的空间。

最先发难的是安倍政权时代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他说道：“（现在）眼睛看得到（具体）的收获，恐怕

只有从中国租借到的两头大熊猫。” 
不过，即使是对于这被喻为“唯一具体收获”的一对大熊猫，日本国内也流传于一些不利于“日中友好”与

“互惠战略”的流言和论调。先是网上传来了“陵陵遭暗杀”的谣言。理由是上野动物园唯一的大熊猫陵陵为何

不先不慢，是在胡主席5月6日访日之前的4月30日凌晨2时左右死亡，而当时谁也不在场。这个流言迫使负责饲

养、看管陵陵的上野动物园当局不得不出面澄清。 
紧接着，是以批骂中国、开口闭口“支那”为卖点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的“大熊猫可有可无”论。

他表示，大熊猫并不是什么（可供礼拜对象）的“神体”，他不认为日本值得每年向中国付出1亿日元的熊猫租借

费。 
石原放出这样的谈话，当然不是因为1亿人口的经济大国付不起1亿日元的租借费，也不是出自替东京都市民

节省开销的目的，而是要制造花边新闻，引导市民对熊猫的高昂租借费与饲料费的注意力，从而削弱他不愿看到

的象征“中日友好”的“熊猫热”。一部分媒体随后炒作的“熊猫高额费用”报道热，无疑正是石原议题设定的

效果。可怜中国大熊猫还未抵达日，已被刻意塑造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负面的形象。针对这一点，倒是《朝日新

闻》三言两语的“素粒子”专栏作者为大熊猫说了几句公道话： 
“在上野动物园，发现了陵陵的遗书。针对石原都知事，陵陵写道：‘有你没有你都无所谓。’” 
此外，一部分日本媒体还将熊猫问题和西藏问题相结合大做文章，提出如下的看法：“熊猫产于藏族聚居的

四川省，将它作为中国的外交礼物是令人感到可笑的。”  

 

 

台上台下角色分明 

 

纵观日本政界和大众传媒在胡锦涛访日之前、访日期间和访日之后的舆论导向，不难发现“西藏牌”（隐形

的“奥运抵制牌”）始终未曾消失过。 
在两国首脑会谈并发表“互惠战略”的中日第4个友好文件之后，也许在这西藏问题上，最受人注目的是前首

相安倍晋太郎之发言。 
5月8日上午，在胡锦涛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4名前首相的早餐会上，这名据说因为有病而突然抛弃职

责、被喻为“不负责任与不成熟”的前首相，以严肃的表情说道：“西藏的人权状况令人忧虑。奥运会的举行应

该产生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结果。”他还同时为一名据说是涉入新疆问题而被中国当局拘留的东京大学留学生请

命。 
据报道，安倍上述唐突的谈话，曾使早餐会上宾主和谐的气氛一度呈现紧张。安倍的上述表态，再结合安倍

夫人昭惠（代表安倍？）4月间会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剧场国家”日本某些政治家台上一套

台词（高唱“破冰之旅”进行曲），一下台则大打“西藏牌”，角色迥异、色彩分明之特性。 



 

 

西藏问题等同“九一八事变”？ 

 

至于舆论界，在中日共同声明发表后仍对西藏问题情有独钟而令人侧目的，该推《朝日新闻》的前论说主

干、现专栏作者若宫启文的评论文章了。 
在一篇题为《吸取“教训”，迈向真正的互惠》的重头短评中，这名曾因邀请日本保守舆论界老大《读卖新

闻》总裁兼主笔渡边恒雄对谈，共同批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名噪一时的《朝日》前论说主干，呼吁中国吸取日

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意孤行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西藏问题。他写道： 
“例如，在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着国际的非难，民族主义热气冲天的日本朝着孤立的

道路前进。这段历史，对于在西藏问题上，面对着国际舆论（压力）却加强其逆反态度的中国，也许多少有其参

考的价值。爱国主义一旦走过头，就将绞住自己的脖子。” 
今日中国面对的西藏问题及其推行的爱国主义，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的国粹主义究竟有何共

同之处，若宫并未进一步予以说明。如此这般不对称的比喻，如果是出于日本的保守派，也许并不令人感到特别

惊奇，但出自以“自由”、“开明”为标榜的《朝日新闻》的言论界代表，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 
要解析这一奇妙的现象，也许还得引述渡边在和若宫对谈后的精辟谈话。在澄清外界流传的所谓“读卖新闻

转向”之错误信息时，渡边一语道破问题的真相。他说道： 
“今天的产经新闻说读卖越来越向朝日加快速度地靠拢。但在我看来，其实是朝日向读卖接近。” 
若宫的上述史观与评论，恰好印证了把宪法修改视为当务之急、重视修宪大局的老渡边谈话的真实性。这或

许也可以作为当今日本政治总保守化大气候下日本舆论界的一个写照。 
 
 
 作者简介：list.asp?unid=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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