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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传媒怎样帮福田打牌——胡锦涛访日与日本舆论导向 

 
被北京定位为“暖春之旅”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日本国事访问已顺利结束。 
不过，平心而论，一个多星期以来日本舆论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二度访日（第一次是10年前江泽民的日

本之行），与其说是充满着春意的暖流，不如说是无时无刻不亮出“西藏牌”与“毒饺牌”。 
日本大众传媒对“西藏牌”和“毒饺牌”之情有独钟，当然并不是因为媒体比官方更为偏激或者说媒体走在

官方的前头。实际上，据《每日新闻》一篇特写的描述，早在今年4月17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东京会见到访的中

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时，就曾大打“西藏牌”而闹得气氛有些紧张。当时杨外长表示：“再谈下去可就是干涉内政

了！”高村外相的回应是：“我只是作为友人提提意见罢了，被视为干涉内政是令人遗憾的。” 
无独有偶，据同篇特写之透露，就在两国外长东京会谈的两日前，携带着福田首相亲笔信的自民党干事长伊

吹文明，也在北京和中国高层人士纠缠“西藏问题”而惹得宾主不太愉快。据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长

王家瑞当场表示：“让我们换个话题！你们应该是为胡主席的成功访日而来，而不是为了谈西藏问题而来的

吧！” 

 

协助官方赢取筹码 
由此可见，不少日本媒体在胡锦涛访日前夕和访日期间之所以刻意突出西藏等问题，与其说是要给“亲中”

的福田首相制造难题，不如说是与官方的政策相互配合，为“软弱”的福田内阁撑腰与助阵，从而协助官方在谈

判桌上赢得更多的筹码和实惠。不少日本评论家就将北京此刻的处境与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情况相提并论，公开

主张向北京进一步施加强大的压力。在他们看来，正当中国与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就“西藏人权”问题闹得不可

开交、备受孤立的时刻，一心一意想办好奥运会的北京当局当然得罪不起近邻的东亚经济大国，东京不在此刻趁

机抬高身价，迫使对方做出最大的让步，还待何时？ 
当然，他们也十分清楚，“过渡期首相”福田康夫此刻的日子也不好过。尽管谁的内心里都知道福田并不

是，也不可能是“亲中派”，但要福田摆出2002年他当小泉内阁的管家（官房长官）时，处理“沈阳闯馆事件”

的“毅然”姿态（当时日本官方与媒体的关键词），却有些困难。因为，与前任首相安倍一样，支持率每况愈

下、随时都可能面临下台危机的福田政权急待外交的成果来扶持（哪怕是些微的提升）。于是乎，大打“西藏

牌”与“毒饺牌”，迫使北京不能不正视日本高价要求的重大任务，便自然而然地落在日本的大众传媒及一些与

官方政策相互呼应的专家、学者等“有识之士”之肩上。 

 

隐约露出“抵制奥运牌” 
5月4日，一向以扮演右派压力集团自居的《产经新闻》就以《微笑不能消除不信》为题披甲上阵，猛烈抨击

中国政府在饺子问题、西藏问题和奥运会圣火传递问题上处理态度之不当。社论同时强调日本是“中国经济建设

的最大贡献国”，并对中国在日本入常问题采取消极的态度深表不满。在结语时，该报还催促福田首相在和胡锦

涛主席会谈时，应力劝后者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及努力改善人权的状况。社论声色俱厉地指出：如果无法做到这一

点，福田首相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将不会得到舆论的支持。 
    从表面上看，《产经新闻》似乎是在向无为的福田首相施加压力，不让他采取“软弱”的外交路线，但仔

细分析，明眼人不难看出其真正用意是代替官方亮出此刻官方不便公开放在桌面上的“西藏牌”及“抵制奥运

牌”。5月5日，也就是胡锦涛访日前夕，《产经新闻》更再接再厉，在其头版的头条新闻标题，将中国国家主席

此行定位为《胡主席没有成果之旅》，其副题为《明日到访、天然油气田和饺子问题进展无望》。 
与此同时，针对胡锦涛访日前夕在记者会发表的如下三点谈话，即（1）借给日本一对大熊猫；（2）对影片

《阿信》印象深刻及（3）主张加强青少年的友好交流活动，不少日本媒体都有所微言。 

 

作者：卓南生  



“暖春”得有厚礼配套 
针对这三个内容，《朝日新闻》虽未正面予以抨击，但却委婉地通过一幅政治漫画，讥讽只有主席将脱下的

大衣挂在衣架上，自个儿鼓掌说“暖春”已经到来，而同座着装整齐的福田首相却面有难色，一点都看不出有

“暖春”的感受。其弦外之音是，区区的这三个小礼品，哪能象征日中关系进入“暖春”。 
至于《读卖新闻》，则在胡锦涛访日的两天前，在其头版的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不能称为“互惠”的日

中关系》的长篇评论文章，强烈要求中国大幅度地调整其政策。 
在这篇出自东京大学一名国际关系史学者手笔的文章中，作者先是对“与政治问题切开关系的学问”的“日

中历史共同研究”的进展表示满意，接着则把焦点对准日本官方在谈判桌上与中方一直谈不拢的三大课题：东海

油气田、冷冻饺子和日本入常问题。 
他写到：对于两国间悬而未决的最大问题，即如何解决东海油气田问题和查明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中国冷

冻饺子中毒真相的问题，中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是缺乏这方面的意愿和热情。 

 

支持“入常”才算“互惠” 
他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对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示可以接受，但却对日本入常问题采取不认可

的作法，是与（北京）要在东亚或全球范围寻求相互利益的“战略性的互惠关系”的政策不相配称的。他还强

调：“如果以为只要中国不进行反日运动，就是对日本的‘互惠’，那是可笑的。” 
不仅如此，作者还对福田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是由于对方对此感到不愉快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说道：“外交

上有时也不能不令对方感到不愉快。” 
在此，这名同时身任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主张学术应与政治问题脱钩（“此地无银三百两”乎？）的东

大教授对小泉六拜靖国神社间接表达了其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含蓄主张福田首相在必要时也不妨打其“参拜靖国

神社牌”。为了进一步阐述其一切错误皆在中方的观点，他还指出：中国对日本采取非妥协的姿态，并不单单只

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态度，而是与潜伏于中国人国际秩序之意识的“心性”（即中国人的特性）不无关系。他把

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到由毛泽东继承，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论”定罪为“不仅是反日，而且是有转化为排外

民族主义之危险性”的根源。 

 

警惕日本沦为“渺渺岛国” 
出自上述对“大汉民族主义”及其“中华意识”与国际秩序意识（即日本的中国威胁论者最爱谈论的天朝时

代“华夷体制”与“朝贡论”）的警惕心理，该名学者提醒福田政府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不能避开谈论

“令对方感到不愉快的事”。因为，如果当局态度不坚决，21世纪的日本说不准就将沦为与被中国视为内海的东

海相连接的“渺渺岛国”。 
正是在大众传媒与专家学者煽情的舆论诱导下，再加上一月底以来日本媒体铺天盖地渲染“毒饺子”、“杀

人饺子”事件，胡锦涛“暖春之旅”前夕的日本，其政治气候显然并非北京所期待的艳阳天。《每日新闻》5月初

民意调查显示，共有51%的受访者主张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无疑正是此类舆论诱导的结果。 
至此，表面上备受舆论强大压力，满脸愁容、作挨打状的“忍辱负重型”首相福田在谈判桌上底气十足，因

为他有了强大的“舆论”作为靠山。被喻为“铁四角关系”之一的日本传媒（另三角为政、官、商）在此总算发

挥了它在外交问题上不可忽视的威力。这是人们在观察日本传媒苛责弱势首相“软弱”的虚虚实实现象时，不能

不加以留意之处。 

 

 
 
作者简介： list.asp?unid=4196 
 
 
 
(本文原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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