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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左右”日本不同声音

日本共产党 承认领土争端

《朝日新闻》与石原慎太郎
的关系自石原的“购岛计划”后
冰冻。今年 4 月 23 日的《朝日新
闻》晚刊版一篇名为《石原知事，
市政工作干够了？》的文章，内容
包括石原一年来参加执笔的文
章，对钓鱼岛问题的言论，建立
石原新党等，引用了许多石原慎
太郎身边人士的声音。文章批
评，石原作为东京都知事（相当
于东京市市长），对市政工作不
甚关心，“本来很任性一个人，更
加人心妄为了。”这篇报道点燃
了石原的怒火，在一次记者会
上，他对朝日新闻记者怒吼了长
达两分钟。“我说你，是朝日吗？
你这混蛋，不要欺负人啊。”“适
可 而 止 不 要 写 些 不 靠 谱 的 东

西。我生气了。不要以为我作
为被害者就对你们没办法了”，

“小心我在大家面前揍你”。这
个“石原慎太郎怒斥朝日”的视
频在网上被广泛传播。

石原与《朝日新闻》间的恩
怨由来已久，石原曾说过“如果
日本的成年人，都像朝日新闻
这样只会诋毁别人的话，日本
会完蛋的。”“朝日新闻最好从世
界上消失，马上停业。不能让他
们觉得能够向权力恶言相向。”

而被媒体多次曝光私生活
的桥下彻对媒体也没好话，“《每
日新闻》的新闻品质迟早会被
市场所淘汰。”“（日本）杂志的
论调，就跟公共厕所的涂鸦是
一样的。” 新京报记者 景青

在野党 不应煽动民族主义

媒体 记者会上被怒吼两分钟

在各党派都在就钓鱼岛问
题发声时，日本共产党更多的是
忙着总统官邸前的反核示威和
反对冲绳美军基地配备鱼鹰战
机的游行队伍。

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 9 月
20日拜访日官房长官藤村修，表
示应在承认存在领土争端的基
础上主张“主权”，并通过外交解
决。而藤村称，领土争端不存在，
但两国确实存在有关钓鱼岛的问
题。日共是目前日本首个主张钓
鱼岛存在领土争端的政党。

早在 2010年，志位和夫曾表
示：“如果双方发生了（钓鱼岛）
问 题 ，为 防 止 事 态 升 级 和 紧
张， 日本政府必须以冷静的言
辞和行动来应对。”就像 2008 年
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指出的：“为
了东亚的和平和安定”。他同时
也认为：“日本政府自中日邦交

正常化40年来，没有在钓鱼岛的
领 土 正 当 性 问 题 上 下 过 真 工
夫。”志位和夫发表的见解引起
了许多日本民众的共鸣。有支
持自民党的选民留言称，“共产
党拥有民主党没有的正义。虽
然支持自民党，但在钓鱼岛问题
上，共产党的说法有价值的。”

今年 8 月 25 日，在日本 TBS
电视台播出的早间节目中，日本
共产党的小池晃政策委员长与
各党派代表就钓鱼岛和竹岛（韩
国称独岛）进行了辩论。再一次
强调，自自民党时期就一直搁置
的领土问题，现在必须要认真地
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交涉。“需
要努力让领土问题留在谈判桌
上解决。”在竹岛问题上，他虽然
强调日本对竹岛的领土主张是
有历史根据的，但同时认为将竹
岛“收编”是殖民地化的过程。

在两大政党都在进行党首大选的时刻,民主党被认为“完全没有干劲”，而自民党却“像庆
典般热闹”。民主党，这个曾经在自民党执政时期的温和保守派，在野田时期向右转。不过同
时，日本作为一个多党制国家，在钓鱼岛问题上，仍有不同声音。

自民党一直将“钓鱼岛”问
题加温的同时，其他各在野党派
及基本论调是“冷静”再“冷静”。

日本公明党党代表山口那
津男，在石原提出要购岛后的一
天就认为，“这件事需要慎重地
考虑”，“两国的外交关系和领
土主权之间的平衡必须经过足
够的审视和调查。是否能够得
到国民和东京市民的理解是很
重要的。”

在中国香港保钓人士登岛
后，公明党议员在一次集中审议
会议上对领土问题提出意见。
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内部应该就
领土产生的外交问题成立相对
应的“一元化”的部门，同时“不
仅是政府，应该发展民间的有识
之士组成相关的组织”，通过“民
间外交交涉”形成国际舆论。在
日韩的竹岛（韩国称为独岛）问
题上，“野田首相应该通过各种

外交上的机会，向国际社会传达
日本对竹岛的所有权”。

公明党认为野田在钓鱼岛
问题上不冷静，副党代表东顺治
8月在野田佳彦出席的会议上建
议：“不应该恶意地去煽动国家
间的民族主义”，政府应该“更冷
静和淡然”。

而社民党对众议院的竹岛
和 钓 鱼 岛 的 决 议 案 投 了 反 对
票。社民党干事长重野安正说：

“国会决议不应该刺激的，挑拨
关系的。一旦两国关系紧张，结
果都不好。”

同时，自民党也有不同声
音。政治家、前众议院议长河野
洋平在电视节目中对现在5位自
民党候选人的竞选盛宴进行了
评价。他说：“自民党如今变成
了一个狭隘的政党，全是保守主
义的右翼”。河野洋平是自民党
内著名的鸽派政治家。

日本政治的左翼和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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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修改
第九条：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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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经济上保护弱势群体

■ 日本地方媒体这么看

应走对话路线

日本政府应该把“国有
化”钓鱼岛的理由，对内对
外认真地解释，让这阵骚乱
平定，回到对话路线上来。

——《神户新闻》

钓鱼岛触痛冲绳战伤痕

日本政府应该给“燃烧”
起来的中日关系降温，采取
武力行动只会增加中日两国
的仇恨情感，同时给两国人
民带来的是不幸。社论指
出，冲绳岛战役（二战太平洋
战争末期，美军在冲绳登岛）
就是教训。

——《琉球新报》

“国有化”前先想想
“正常化”

日本政府“国有化”钓
鱼岛给中日关系火上浇油。

中日两国应该回归 40
年外交正常化的原点上。
曾经体会过冲绳岛战役的
县民拒绝钓鱼岛也成为战
争的火海，日本民众不希
望再一次走上军事的冒险
道路。

——《冲绳时报》

“解热剂”和“强化剂”

现在的日本需要“解热
剂”和“强化剂”。

领土摩擦的解热剂是
需要人为的疏通。另外，首
相野田佳彦连任后面临的
仍然是内政外交多灾多难
的时期，日本现在需要的是

“决策性政治”。国家的综合
能力不恢复，领土问题就安
静不下来。

——《日本经济新闻》

不要给经济关系
“浇冷水”

虽然中国国内发生了
反日游行示威，但是近年来
前往日本观光旅游的中国
人增多，因此而对日本留下
好印象的人应该也有很多。

如果两国军事冲突，最
担心的还是对经济方面的
影响。要尽量避免给两国
经济关系“浇冷水”的措施，
不要损害两国间战略互惠
关系。

——《岩手日报》

新京报记者 景青

在日本政治世界中，
经常能听到左翼和右翼的
说法，或者“这个政治家的
说法偏左（偏右）”的说法，
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是一
种趋势。

尊重传统、拥护天
皇制、小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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