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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只有团结理性有序的中国才令人敬畏

□本报评论员 金岭

今天是“九一八”，是中
国的“国耻日”，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回忆起日本军国
主义曾经给中国带来的灾
难，看看今天日本政府的“购
岛”闹剧，理所当然地激起了
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恨！

这些天来，中国一些城
市出现的反日游行，是人们
巨大爱国热情的正常表达。
但是，其间也出现了过激的
甚至是打砸抢等违法行动，

这已经引起多地警方的高度
关注。爱国热情最好的表达，
是展示出中国人民的团结、
理性和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
意志，是让日本的右翼分子
们看到一个有序的充满力量
的中国，而不是以非理性的
狂乱言行自我贬损。

之所以走上街头表达爱
国热情，民众想向日本右翼
分子和政客们传递的最大信
号，就是中国不惧怕什么，过
去不怕，现在不怕，将来更不
怕，是想告诉一些日本人，如
果以为自卫队的“七八个人，
十几条枪”就能把我们的怒
火浇灭，如果以为日美同盟

的安全框架就能吓退我们保
卫国土的激越民气，那就彻
底打错了算盘，小聪明搅拌
着民意的偏执，其恶果最终
要由全体日本人民来承担。
在这个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
世界上，还想如“九一八”时
代那样“持剑经商”，一边展
示肌肉一边发大财，把自由
贸易和跨国竞争当成军国主
义力量快速生长的激素，已
经绝无可能了。

民众更想表达的是，钓
鱼岛之争，我们在道义上站
得住，比日本底气足。对于日
本右翼分子来说，国力再强
大，自卫队再憋不住，最终也

无法超越反法西斯战争奠定
的国际正义，没有哪一种军
事力量能比正义的力量更强
大。以为重走军国主义的老
路就能成为梦寐以求的政治
大国，最终只能走向万劫不
复的历史深渊。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正义启蒙，虽然没有
对军国主义刮骨疗毒以至留
下后患，但军国主义已经被
历史定义为这个世界最为危
险的力量之一，这个案是翻
不了的。日本的历史方位已
经很清楚，它只能在充分反
思历史的基础上，以一个正
常国家的形象参与国家竞
争，想借力军国主义壮大自

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对日本右翼分子的

诸多正告，是任何过激行动，
尤其是打砸抢等危害公共安
全的行为都根本无法表达
的，过激的表达，甚至让违法
乱纪行为掺杂其中，只能削
弱我们的力量，只能让我们
自损颜面。其实，日本的军国
主义者、右翼分子，他们真正
惧怕的不是以极端方式表达
爱国热情的中国，而是一个
团结、理性、有序且意志坚定
的中国，只有这样的民众，这
样的国家，才真正充溢着饱
满的内力，才能赢得世界的
敬重，才能让军国主义者和

右翼分子们害怕。
无论“九一八”时代，还是

《马关条约》时代，日本军国主
义者之所以敢于对中国动手，
是旧中国的一盘散沙给了他们
机会，因此，我们今天最应该展
示给军国主义分子的，恰恰应
该是国民的团结、理性和有序，
应该是中国社会内在的凝聚
力，这才是军国主义分子们最
怕的。而过激行动甚至街头暴
力——— 这恰恰是让右翼分子
们幸灾乐祸的地方。

又到“九一八”，我们在
表达爱国热情的时候，千万
不能做让亲者痛，让日本右
翼势力快的事。

无论“九一八”时代，还是《马关条约》时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所以敢于对中国动手，是旧中国的一盘散沙给了他们们机会，因此，我们今
天最应该展示给军国主义分子的，恰恰应该是国民的团结、理性和有序，应该是中国社会内在的凝聚力，这才是军国主主义分子们最怕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冯玮

日本犯我主权，我当
如何回击？有学者称：“现
在是放弃‘搁置争议’幻
想，着手谈判解决并给以明
确的国际法结论的时候
了。”亦有学者称，“通过抵制
日货解决领土争端是不现
实的。”我认为，前一种观点
属缘木求鱼，无需附议，后
一种观点罔顾事实，似是而
非。本文谨就此略论浅见。

继中国外交部声明和
公布“领海基线”，9月14日
凌晨，中国6艘海监船进入
争议海域。国际舆论认为：
在钓鱼岛冲突中，中国已
处攻势，日本转为守势。

日本是否转为“守势”
了呢？以下动态值得关注。
钓鱼岛主权之争，和日系
品牌汽车及日系品牌家电
在华销售额，呈相反走势。
中国电商纷纷自觉抵制日
货，中国商务部表示“不排
除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
能”，迅速软化了日本民众
的“爱国”立场。在石原唱响

“购岛”闹剧时，日本雅虎民
调显示，支持者高达92%。但
日前NHK民调显示，“国有
化”的支持者仅占20%强。原
因何在？毋庸赘言！

中日关系存在三大要

素：战略互惠，国民互信，
经贸互利。据三大要素历
史延伸，我们可读到日本
转为守势的因缘。中日复
交后，曾经历“蜜月期”，以

“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
互信赖，长期稳定”为“中
日关系四原则”，并欲建立

“中日伙伴关系”。由此可
见，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实则是原有关系的倒退。

“国民互信”则因众所周知
的原因，大幅倒退。2002年
朝日新闻社和中国社科院
联合调查显示，日方讨厌
中国为17%，中方讨厌日本
为52%；最近据中国日报和
日本NPO联合调查，彼此
无好感度均达80%以上。

但是，中日经贸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呈持续增
长态势。至本世纪初，因小
泉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
关系恶化，但依然“政冷经
热”。2007年，中国成为日本
最大贸易国，日本成为中
国最大进口来源国。所以
如此，和日本一贯奉行“政
经分离”的对华政策有直
接关联。毋庸赘言，中国廉
价劳动力和拥有13亿人口
的广袤市场，对日本充满
诱惑。若前者或可在东南
亚寻找，后者对日本而言
则是无可替代，命脉所系。

“现在的经济活动中
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这一说辞仅属众人皆
知的“正确的废话”，根本
不着边际。须知中国对日
出口所占比例从2001年的
16 . 9%降至2011年的7 . 8%，主
要是资源类产品，日本对
华出口比率则从2001年的
7 . 7%增至2011年的19 . 7%，主
要是消费品。另外，日本粮

食自给率不足 4 0 %且约
10%需从中国进口。依我
拙见：“我中可以没有你，
但你中不能没有我。”

如此，若中国进行“经
济威慑”，是否会导致重演
日本当年以“九一八”事变
为开端的武力扩张？我的
回答是：不可能。须知中国
军舰级别的迅速提升，军
演频次增加和方式多变，
活动半径扩大并穿越第一
岛链；四大军区联合军演，
迅速运兵千里之外……所
有这一切，已引起日方深
刻担忧。某自卫队高官直
言：“中日开战，日本必
败。”不是还有“日美安保
条约”吗？没错，但该条约
注明：“若钓鱼岛发生冲
突，双方须事先协商。”更
重要的是，君不见自冲突
发生后，美方一直闪烁其
辞，希拉里近日访华高唱

“和歌”，防长帕内塔出访
“调停”。这些都说明，对山
姆大叔而言，让美国兵为钓
鱼岛丧命，甚或引发两个核
大国全面战争，无法想象。

最终必须强调，日本
政坛变动频仍，“经济战”
可告诫日本选民，“中日关
系麻烦制造者”执政，将砸
他们饭碗。加强军事威慑，
主打经济战。经济为攻，军
事为守。诉诸军事，或能击
沉几艘军舰，诉诸经济则不
仅必胜，而且必将击垮“经
济大国”日本的安身立命
之本。至于“抵制日货”是
否会引发非理性打砸抢，
不必论证，因为，只需规之
以法就可以避免发生。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
中心研究员）

以“经济战”捍卫钓鱼岛主权
□张剑荆

经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
国力日渐强盛，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也处在变化中：原来确定
的关系，现在变得不确定起
来；原先没有利害关系的地
方，现在变得非常重要；原来
可以搁置的问题，现在却充斥
着争议。在当前诸大国中，中
国的战略境遇是最为严峻的，
需要兼顾海陆，照应南北。众
多的陆上邻国，漫长的海域边
界，需要庞大的力量来守卫，
其他国家也有机会从中找到
运筹的缝隙。

中国正面临着大国崛起
过程中特有的“安全困境”。面

对挑衅，如果中国不显示军力
和意志，那些有所企图的国家
就会不断侵蚀中国的利益，

“以小欺大”；如果中国显示军
力和意志，那些国家就会宣称

“中国威胁论”。这种“安全困
境”在很长时期内将伴随着崛
起中的中国。为此，中国需要
采取积极行动，构建多边安全
体系，以开放的态度，通过谈
判，找到处理分歧的办法。

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新现实。

从这一新现实出发，当前
十分重要的任务是推进朝野
在重大的战略利益上达成共
识。最重要的一条共识是，在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都

应当以国家建设作为首要的
目标，以国内改革和发展为第
一要务。概括起来，有以下三
个具体目标：第一，实现国家
统一；第二，完成工业化转型、
城市化转型，完善法治与民主
制度；第三，创造性地处理大
国关系，成为新型国际秩序创
建过程中的建设性力量，确保
和平永续。

以国家建设为首要目标，
需在长时期内保持战略上的
克制，以便为国内改革和发展
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未来
相当长时期，中国的核心战略
都是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抓
紧推进改革和发展。(作者为

《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封二

以国家建设为首要目标

爱国和害国，

只有一步之遥

让我们记住一个年轻
人对“中国该不该强硬反制
日本”的看法。他说：我们要
抵制日货，并不是要砸自己
的日货，我们在各行各业，
都要比它做得好。我们的官
员，比他们的廉洁；我们的
街道，比他们的干净；我们
的桥，比他们的结实；我们
的年轻人，比他们更有未
来、更有希望。(摘自《中国
青年报》，作者：冯雪梅)

警惕日本以拖待变

的侥幸心理

在钓鱼岛问题上，针锋
相对的斗争早已有之，我们
有和日本打“遭遇战”的信
心，也有打“持久战”的准
备。不管任何形式的斗争，
日本都不可能占任何便宜，
都不可能蒙混过关。日本任
何以拖待变的侥幸心理，都
不可能得逞。日本低估了“购
岛”之举对中日关系的伤害，
错估了中国的反制力度，日
本在自取其辱。日本在错误
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付出的
代价只会越大。(摘自《人民
日报》，作者：钟声)

反对街头暴力，

中国须坚定不移

舆论必须反对所有抗

议中的暴力行为，暴力不需
一事一议的价值评判，对它
必须无条件反对。只有整个
社会的这一态度坚定不移
时，街头暴力承受的道德压
力才会有质的加重。当街头
暴力受到“对”与“错”的区
分时，反日游行中的抗议者
们就有了他们“没做错”的
申辩理由。必须彻底剥夺他
们的这种申辩权，以及所有
暴力打砸者的申辩权。中国
所有知识分子应当打破政
治界限，共同促成国家的这
一实质进步。(摘自《环球时
报》社评)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媒体视点


	A0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