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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访谈

“抵制日货”不
是理性做法

新京报：现 在 一 些 地
方掀起了反日游行、抵制
日货等活动，你觉得我们
应该如何理性对待钓鱼岛
问题？

刘江永：钓鱼岛的领土
争议问题是中日长期存在的
历史遗留问题。外交部已经
发表严正声明，表明了中国
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立
场，希望日方能够回到中日
双方曾经达成的一些共识基
础上，回到外交对话谈判的
轨道上。

一方面我们要维护国
家主权领土完整，我们进
行一些反日措施，是理所
应当的。

但是，另一方面，民间出
现了抵制日货的现象，这并
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

“抵制日货”的说法和做
法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
本侵华战争期间出现的爱
国主义口号。现在已经不
是日本侵华时期，中日关系
也不是当时的关系。很多
人认为我不买日本东西，日

本就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
这种想法也不太现实；领土
问题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
得以解决。现在的经济活
动中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是一个国际化的过
程。哪一个是纯粹的日货，
恐怕很难分清。

因此，“抵制日货”并不
是理性的做法。

最重要是增强
国防实力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怎
么对待这种情绪？

刘江永：我认为，对于钓
鱼岛问题，首先我们要很好
地学习了解钓鱼岛为什么属
于中国，对这个历史事实、
法理要很了解，之后才能向
接触到的外国人、日本人说
明我们的立场。不是去吵
架而是去摆事实讲道理。

如果连基本的事实都
不了解，那怎么能够做好别
人的解释工作呢？所以要多
学习，多了解，才能很好地维
护自己的权益。

其次，在增强自己了解
的同时，也要了解对方的看
法。对方的很多看法，我们

可能没有听说过。只有了解
了对方的看法，才能对对方
的一些误解和似是而非的东
西加以反击。

如果全国的年轻朋友都
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会比
简单的举举拳头要管用。

新京报：除了了解历史、
反击对方的错误看法，还应
该做些什么？

刘江永：很多人喊着“中
日要开战”，我认为大可不
必。表表决心，表达自己的
看法可以，但是我们对形势
的分析判断必须要尊重事
实。对日本的倒行逆施，我
们要从国防建设方面加强，
有时候不说比说要有力量，
关键是增强自己的实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增强自
己的国防力量，而不是每天
说着我们要打。

日本民众不明
白真实情况

新京报：现在已经有日
本媒体对日本政府国有化钓
鱼岛进行反思了。

刘江永：对，很多日本人
也在想钓鱼岛问题究竟是怎
么回事，中国为什么这么生

气？中国要把情况介绍出
去，才能让日本人意识到：
哦，原来是甲午战争时和中
国打仗，昧着良心把人家的
领土给占领了。原来钓鱼岛
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

这样，有些日本人就能
明白过来，就能对右翼势力
的煽动有所警惕了。但是
现在，日 本 民 众 不 明 白 真
实情况，我们也不做说明
或者说明得也不够。那日
本民众在不明事理的情况
下，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肯定
是跟着右翼势力走。当然，
不过这个问题也要慢慢来，
不能急。

新京报：现在日本民众
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看法，有
没有些改变？

刘江永：其实，现在很
多日本民众也渐渐认识到，
钓鱼岛问题不是政府说的
那么回事。只不过是有些
人想捞取政治选票，增加人
气。他们这样做，导致两国
关系跌入低谷，已经有日本
媒体和有识之士站出来，说
这个做法不好。民众他就会
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错的。日
本政府弄不好就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新京报记者 高美

“抵制日货不可能解决领土问题”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刘江永认为，对日本的倒行逆施，最重要的是增强国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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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一些
“抵制日货”等民间行为，清华大学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日
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刘江
永认为，“抵制日货”并不理性，作为
民众先要了解钓鱼岛为什么属于中
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然后可以摆
事实、讲道理；对日本的倒行逆施，
最重要的是增强国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