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游就馆展出当年的日军战机

“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9周年前夕，本报记者赴日本东京采访，几天
的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了大多数被采访的日本人，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看好中日
之间的经济贸易，希望中日友好，希望关系能够再好起来；不赞成安倍解禁集体自
卫权。当然，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媒体
的作用，加上交流不够，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中还有不少误解和偏见，需要
通过增进相互了解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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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甲午析东邻·新民环球特别报道

劫波度尽恩仇泯？又逢甲午探东邻
———本报记者“日本民间中日关系观”东京采访手记

! ! ! !在日本华文报纸《中文导报》的
邀请和帮助下，记者的探究日本之
旅终于成行了。

!月 "#日抵达当天，东京下了
一场大雨，颇有一番“到东京来看
海”的架势。但大雨并没浇灭东京的
酷暑，接下来几天的采访，高温一直
伴随左右。好在有上海市日本学会
会长吴寄南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
心主任胡令远的牵线，我在出发前
就与采访对象取得联系，并约定了
见面时间。

抵日第一天，见到《中文导报》
总编杨文凯，他对我说：“看一看战
后的日本，了解当今日本人的心态，
以及中日关系间可能存在的问题，
挺好。”

担心到中国来会挨打
“印象不好，对中国感到恐惧。”

尽管今年暑假，成蹊大学国际政治
专业的大学生福岛翔太要到北京交
流学习，但提起对中国的印象，他只
是在邮件里简单地给了我这样一个
答复。

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究竟如
何？“过期肉”，这个词被多位采访对
象屡屡提及，因为上海福喜过期肉
事件波及到了日本。

就在我抵达上海的第一天，早
先就联系好的翻译好心地提醒我
说：“千万别吃全家便利店的便当，
因为福喜也是他们家的供应商。”
一天上午没有采访，我便去酒

店楼下的购物中心逛了逛，无意间
逛到了全家便利店。便利店里有些
冷清，只有我跟另外一名顾客，店堂
显眼处贴着一张有关“上海福喜”的
告示。
在一次与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

范云涛的交谈中，记者得知，日本媒
体有关福喜“过期肉”事件的报道淡
化了福喜公司的美资色彩，导致日
本老百姓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企业
的事。

除去“过期肉”，时常在日本电
视上能看到的有关中国“$%&'(”
“反日游行”报道也成为令日本人对
中国“印象不好”和“惧华心理”的来
源。东洋学园大学的朱建荣教授说，
他的日本学生甚至担心中国处处、
天天都有反日游行，到中国来“会被
打”。

对于日本人的对华负面印象，
媒体的责任不容推卸。但负面印象
还不止于此。除涩谷、新宿、银座这
样的闹市区，安静是东京留给我最
深刻的印象。但中国游客的出现却
会打破这一切。

记得飞抵东京那天，我坐上从
羽田机场开往东京的京急空港线
特快列车，几位上海游客也一道上
了车。一上车，他们便占据了“优先
坐席”的位子，开始高声说话、大
笑，引起一车厢的人侧目。“中国人
在地铁里吵得慌。”来上海学习才
几个月的铃木麻里的评价也许值
得我们想一想。

为何要一直说!别忘记"

走在东京的街头，偶尔可以看
到在野党的宣传画。对安倍上任后
推行的提高消费税、解禁集体自卫
权说“不”，往往是这些宣传画的主
题。范云涛教授说，日本民众并不愿

意日本再走上武力示强的道路，“甚
至拿着高薪、驻扎在横须贺的自卫
队队员及其家属都问我，是不是可
以称病以逃避可能发生的冲突”。

“但日本政客想要给历史翻
案。”范云涛的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
关键，安倍重新评价“河野谈话”就
是信号。只是，仍有偏听偏信媒体的
日本民众为安倍辩护。
“这不是要否定慰安妇的历史，

而是要重新评价河野谈话是否是客
观地经过适当的调查后发表的谈
话。”一名成蹊大学的学生这样说
道。但媒体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日
本的民众为何如此听信媒体的宣
传？这似乎与日本人的严谨作风有
些不一致。
“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认错的认

识不一样。”在采访的数天里，类似
的表述听过不下十遍。从 &)岁出头
的大学生，到民主党党员，再到退休
多年的老先生，许多日本人都向我
表达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总是强
调“不忘历史”、强调认错，为什么不
能“面向未来”？

对于中日就历史问题“认错”
的分歧，日本民主党负责国际事
务的国际局局长樋口博康认为，

这也许是文化差异使然。“日本人
能够理解不能忘记历史的说法。
但日本人的性格是这样的：如果
我已经知道了，而对方还一直说
‘你不要忘记’，这就会是一件很
难受的事。”
可是，“对方”看到的是，安倍政

府对待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显然却
连知错都没有做到，面对慰安妇问题
的态度就是实例。不认罪、不道歉、不
赔偿的“三不政策”令亚洲国家的人
民看清了安倍政府的真实面目。
“ごめんなさい”“すみません”

（对不起）……日本人发达的“道歉”
文化，为什么不能好好地用在对待
历史问题的态度和认识上呢？

游就馆#教科书#年轻人
从地铁半藏门线的九段下站下

车，沿着上坡路，我来到了靖国神社
门口。一对日本父女也朝着靖国神社
走过去，父亲在神社门口的大村益次
郎铜像前给女儿讲着什么，接着女儿
恭恭敬敬地向铜像鞠了一躬。
靖国神社的游就馆正在举办所

谓的“大东亚战争 !*周年特别展”。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怀着想看看游就馆如何“打扮”这个

“小姑娘”的好奇心，我也买了一张
门票进去一探究竟。
虽然看不懂日语，但凭着些许

英文解释、图示以及所学的历史知
识，我还是大致看懂了一些。至少，
在描述甲午战争后俄国、德国与法
国迫使日本将通过《马关条约》获得
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一段历史
时，展板上的“卧薪尝胆”四个大字、
英文说明中日本人“深感屈辱”“对
俄愤怒”“发誓报仇”的叙述足以让
每个中国人都感到不舒服。
而在展馆的一处角落，屏幕上

播放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
国内播放的宣传片。片尾，几个日本
士兵正在向中国孩子们发放食物。
整个展览看完，没有南京大屠杀、慰
安妇的相关叙述，能感受到的只是
展览方对侵略历史的骄傲———“为
帮助亚洲国家的独立而建立大东亚
共荣圈”。
而展馆外纪念品售卖处，自然

不乏《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
界控诉冤案》《日本无罪论：真理的
审判》这样的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
的书籍。
不知道与我一道走进靖国神社

的日本父女俩都说了些什么，但这

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会教育出
怎样的年轻一代？
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多年的范云

涛教授与朱建荣教授向我证实了一
点：日本的教科书中有关于两次世
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亚洲邻国历史
的叙述。但近代史的这段，由于课时
紧迫，且不在考试大纲中，学校老师
不会教。“这导致年轻一代的日本人
不了解甚至不知道那段历史。”朱建
荣说。
经历过战争，劫后余生的人们

更能体会战争带来的痛苦以及和平
的重要。
“中日的年轻人都应当正确看

待这段历史。”今年 +,岁的冲松信
夫曾是神风特攻队的一名队员。
-./(年 +月 -(日，经过了 ,个月
特攻训练的冲松接到前往冲绳战
场执行自杀式攻击的命令。但就在
他抱着必死之心登机前，广播里传
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的消息。冲松坦言，作为军人的自
己当时对日本宣布战败感到遗憾，
但“得救了，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
下来。”

第二年，想弄明白日本为什么
战败的冲松入学东京大学法学部。
学习让他明白“明治以来的日本政
权是错误的，战争也是错误的，因
此战败是必然的”。毕业后的冲松
成为高中老师，教授学生政治历
史。“教科书中并未说明日本战败
的原因，把正确的历史教给年轻人
很重要。”

双方都期盼着被倾听
经过近 !*年的和平发展，希望

和平、反对战争在日本还是民意主
流。冲松老先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推出特定秘密保护法、解禁集体
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这一切
正令日本国内民众“不安倍增”。
“大多数日本人都厌恶战争，不

愿让战争悲剧重演。”樋口博康表示，
日本民主党并不赞同安倍的一系列
举措，“日本国民、日本民主党是爱好
和平的。但在国际社会上代表日本政
府的是安倍，普通民众和其他政党的
声音却很难传达出来。”
这次的系列报道让我们听到了

他们的声音，而他们也的确有太多
话要说。还记得那个希望中日关系
回到妈妈年轻时那样，学中文也是
因为感到中日贸易有希望的成蹊大
学大二学生坂口悠吗？还有那个不
赞成游就馆的历史观并希望在野党
给安倍“刹车”的媒体人内藤康……
“围绕历史问题，中国已经逐步

展开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日中之
间也终于第一次真正有了展开讨论
的可能性。”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
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在书面采访
中说，他希望中日可以向德法学习，
从民间开始倾听对方国家民众以及
战争当事人的真实心声，为共同跨
越那段不幸的历史作出了踏踏实实
的努力，“尽管要花费相当长的时
间，但我想这样的行动现在的确应
该开始了”。
无论当事双方相互之间有怎样

的不满和成见，各自仍然需要倾听
对方的声音，而每一方也期盼着被
倾听。这就是我在此次采访中的最
大收获。 本报记者 齐旭

! 约万名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示威!抗议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图 !"

! 在靖国神社里!也有祈祷和平的许愿条 齐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