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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的

日子，像往年一样，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举行了

所谓“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仪式上，最受

关注的是日本首相的致辞。作为一个曾悍然

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今天如何看

待历史、又将走向何方，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缺少道歉和反省
对以日本首相身份首次出席该仪式的岸

田文雄来说，其发言所透露出的历史观将被

视为某种特殊的信号。然而人们发现，与前

首相菅义伟一样，岸田基本沿袭了前首相安

倍晋三此前的发言内容——避而不谈日本对

亚洲各国实施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事

实，更没有提到反省与道歉。

这意味着，从2013年开始，日本首相已

经连续10年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致辞

中未提及对战争的反省。不仅如此，岸田15

日还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

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当天，一些日

本政客又公然参拜靖国神社。

缺少了道歉和反省，日本在纪念什么？

首相致辞里有岸田极力希望展现的“岸田色

彩”，有对派阀势力小心翼翼的平衡，唯独不

见对历史本身的敬畏。

右倾化不断加深
对不少日本人来说，日本在二战中作为

对他国“战争加害者”的形象，已经在岁月流

逝中日渐模糊。尽管日本政府曾有过“村山

谈话”等反省战争罪行的表态，但近年来随着

日本右倾化趋势不断加深，坚持和平宪法的

民意日益被侵蚀。由于正确历史教育的缺

失，不少年轻人对过去一无所知，一些人甚至

形成了扭曲的历史观。尽管东京审判从外部

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了追究，但一些学者

所呼吁的进行内部反省的“悔恨共同体”，至

今在日本难觅踪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被浓墨重

彩讲述的广岛和长崎的过去。1945年8月，

闪现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的那两道“无声的闪

光”在很大程度上反向塑造了日本人的历史

认知。战后，广岛和长崎每年都会举行纪念

活动，但很少有人去追问历史背景，也鲜有人

在意这一历史因果链条上显著缺失的一环。

今年广岛的纪念活动规模达到历年最

大，日本政府邀请了101个国家及地区的代

表参加活动，极力展现“遭遇原子弹爆炸的历

史”。这种割裂的片面叙事甚至刻上了纪念

碑，在广岛那块著名的历史纪念碑上有一句

誓言“请安息，不再犯错”——但这句话既没

有主语，更没有说清楚究竟是谁的错误。

有责任正视历史
“战争加害者”记忆的持续缺席，不管对

日本国内还是地区关系都是危险的。近年日

本甚至不断渲染周边威胁，以此为由大幅增

加军费，强化军事力量，谋求突破和平宪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岸田在仪式上声

称“将历史教训铭刻在心”，但政治究竟如何

肩负起对历史的责任，已成为对日本的深刻

追问。出身广岛的已故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

绅一郎认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也有责任正

视历史、吸取教训、传于后代。“父辈传承历

史，孙辈继承历史及其带来的责任，这样的纽

带是生而为人的基本。”

“如果闭上反省过去的眼睛，就不能看到

现在。”1985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

的这句话，被誉为“战后四十年之际的旷世绝

响”。眼下的日本社会，恰恰缺失了这样的认

知。如果只看到广岛和长崎的叙事而看不到

他国人民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遭受的苦

难，如果只停留在对和平的空泛理解而不深

切反省战争加害者的责任，切割历史记忆的

日本将无法与亚洲国家实现真正的历史和

解，更难取信于国际社会。

本报记者 吴宇桢

日本：“战争加害者”记忆正加速消逝

韩国国防部14日表示，向驻韩美

军出让“萨德”反导系统所占军用土地

的程序可能在9月中旬完成。这意味

着，韩国重启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尽管韩国反复保证“萨德”不针对

中国，但不可否认，“萨德”雷达系统功

率强大，探测范围至少远及中国东北

和华北等地区，严重威胁中国战略安

全。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
进一步指出，“萨德”部署于驻韩美军

基地，由美军负责操作，韩国在“萨德”

运作上恐怕很难有决定权。

加速相关土地出让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9日同

首次访华的韩国新任外长朴振举行会

谈。双方同意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

阶段谈判，同意就维护产供链稳定事

宜开展对话。在“萨德”问题上，双方

深入交换了意见，阐述了各自立场，认

为应重视彼此安全关切，努力予以妥

善处理，不使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

绊脚石。

然而中韩外长会谈后不久，韩国

国防部官员12日就表示，正努力加速

推动“萨德”恢复正常运转。14日，韩

国国防部又披露了加速相关土地出让

的消息。

韩国总统尹锡悦12日在被问及

“萨德”相关问题时，拒绝作出具体回

应，仅强调韩国外交决策的原则和标

准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朴振10日

在介绍访华成果时也说，已向中国明

确表明，前文在寅政府的“三不一限”

政策（不追加部署“萨德”，不与美日结

成三方军事联盟，不参与美国反导系

统，对已在韩部署的“萨德”限制使用）

并不是韩国对中国的承诺或双方达成

的协议。

“新官不能不理旧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月曾

指出，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

德”的立场不针对韩国，而是针对美国

有意损害中国战略安全的不良企图。

韩国2017年就“萨德”问题作出的郑

重表态言犹在耳，也为两国之间增进

互信、深化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新官

不能不理旧账。

2016年7月，韩国宣布将与美国

合作部署“萨德”。根据《驻韩美军地

位协定》，“萨德”的部署、运营、维护费

用均由美国承担，韩国负责提供土地

和水电等配套设施。2017年2月，乐

天集团将旗下星州高尔夫球场转让给

韩国国防部，首套“萨德”系统进入实

质性部署阶段。

星州高尔夫球场占地总面积约

148万平方米，但韩国2017年4月出

让第一宗面积近32.8万平方米地块

后，第二宗面积约37万平方米地块的

出让被当时刚上台的文在寅政府长期

搁置。而据韩媒报道，首套“萨德”部

署后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没有达到

完全运作的状态。

文在寅政府的处理方式，同中国

的明确反对及其与中国的沟通协商密

切相关。2017年10月，中韩外交部同

时发布协商结果：韩国认识到中国在

“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在韩国

部署的“萨德”按照本来的部署目的，

不针对第三国，即不损害中国战略安

全利益。中国从维护国家安全立场出

发，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同时

中国注意到韩国表明的立场，希望韩

国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2017年11月，中韩外长在北京举

行会谈。王毅外长表示中国重视韩国

的“三不一限”以及无意损害中国安全

利益的表态，希望韩国继续妥善处理

“萨德”问题。

尽管时任韩国外长康京和回国后

因此受到部分媒体和在野党猛烈攻

击，但文在寅政府仍致力于推动两国

关系重回正轨。2018年4月，韩国国

防部宣布将搬运出“萨德”基地内所有

施工装备，暂停运入追加装备。

中韩关系应更成熟
张沱生认为，中韩在“萨德”问题

上各有关切，分歧明显，但韩国政府最

新表态不乏安抚国内保守派的考虑。

由于尹锡悦致力于同文在寅的各项政

策拉开距离，如何保持韩国外交的延

续性和公信力也是对其巨大的考验。

尹锡悦在竞选总统期间曾公开表

示，部署“萨德”属于韩国主权事项，韩

国应通过巩固韩美同盟确保国家安

全，暗示将追加部署“萨德”。但在尹

锡悦就任后发布的施政课题中，部署

“萨德”并未包括在内。

然而，随着韩朝关系趋紧、政府支

持率下滑等问题出现，尹锡悦是否将

在防务上进一步发力，引发多方关注。

张沱生表示，相较于竞选时期的

表态，尹锡悦执政以来在“萨德”问题

上的发声相对低调，表明他也在认真

考虑如何才能真正维护韩国安全利

益。韩国不应忘记“萨德”问题曾给中

韩关系造成的困境，应在新形势下加

强与中国的互信措施建设。

正如王毅外长与朴振会谈时所

说，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三十而

立”的中韩关系历经风雨洗礼，理应更

加成熟、更加自主、更加稳定。

本报记者 杨一帆

不应成为中韩关系绊脚石

重启“萨德”：韩国外交面临考验

新华社上午电 澳大利亚媒体15日曝光

前总理莫里森在任期间，在内阁成员不知情的

情况下任命自己兼任多个部的部长。新任总

理阿尔巴尼斯批评莫里森运作“影子政府”，宣

布将发起调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澳大利亚人报》等

媒体报道，莫里森2020年秘密任命自己兼任

卫生部长，与时任卫生部长亨特共同分管卫生

事务。同时他还任命自己兼任财政部长和资

源部长，与时任财政部长科尔曼和时任资源部

长皮特共同领导相关部门，科尔曼甚至对此毫

不知情。

报道说，莫里森之所以与亨特同任卫生部

长，是想避免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卫生紧急情况

时权力集中在亨特一人身上，无法应对疫情。

前资源部长皮特则表示，他2021年获知莫里

森与他共同担任资源部长时感到担忧，这种情

况“不常见”。

依据以往流程，澳大利亚总督会为受任命

的部长举行正式且公开的就职仪式，然而莫里

森任命自己为三个部门部长时，没有举行过任

何就职仪式。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的发言人

表示，依据宪法，莫里森对自己的任命有效，并

非必须举行就职仪式；总督依据以往流程批准政府关于任命的

建议，是否公开相关任命由政府自行决定。

莫里森暂时没有回应上述报道，但澳大利亚各界对莫里森

政府的透明性表示强烈质疑。

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一些关键内阁成员对相关任命毫

不知情，这一情况“史无前例”。他已向检察部门寻求法律建议，

下一步调查重点之一将是莫里森是否还作出过其他秘密任命。

与莫里森同属自由党的前总理特恩布尔同样批评莫里森以

“公众和内阁成员都不知情的方式秘密做事”，简直“不可思议”。

与莫里森所领导自由党结盟的国家党也对相关任命表示质

疑，尚不清楚此事是否会对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产生影响。

宪法专家图米说，莫里森的做法可能会给前政府所作部分

政策决定带来法律挑战。“如果他们做什么事都秘密进行，你会

觉得这些人有问题。这完全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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