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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越狱的世界头号毒枭 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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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来已成日本的难题

日本人一般不互相串门，你跟朋友第一次说“到我家去坐坐吧”，人家只会当成客套话应承下来。
只有反复发出类似邀请，朋友才会知道你是真心在请他。

这个习惯，也许很能解释日本为何会在程国平做出相应表态后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共同社曾
援引消息人士披露说，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安倍就已收到中方的邀请，但由于怀疑中方的动机，已
基本确定不出席抗战胜利纪念阅兵式。日本《读卖新闻》根据日本官方的冷淡回应曾下过断论，认为
安倍哪怕在相近时间内访问中国的可能性都十分微小。

时间进入7月，当中方再次发出邀请安倍的信号后，日媒的预判却发生变化。11日，就在程国平做
出邀请安倍的表态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发布消息，引述首相亲信人士的话称，安倍正就
9月初访问中国一事进行探讨。报道称，安倍跟身边人说，“既然有（从中国来的）邀请，就不想逃避”。

不难发现，仅仅几个月，日本政府的口风就变了。而熟悉日本外交语言的人不难看出，日方既然
表示“不想逃避”，那么对中方邀请有所回应就成为必然。

但同样从“不想逃避”这个微妙的用词看来，安倍接到的似乎不仅是邀请，更是个“烫手山芋”。的
确，根据《朝日新闻》的分析，安倍访华并非一趟“说走就走的旅程”，而是存在着诸多障碍。首先，安倍
力推的安保法修正案刚在众议院强硬通过，接下来还需在参议院进行审议，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日
本，显然并非安倍所愿。其次，由于受国会审议安保法影响，安倍支持率呈下降趋势，此时访华确有可
能借改善中日关系提振支持率，但如果参加抗战胜利阅兵这样象征意味浓厚的仪式，安倍的保守派

支持者们能否接受也要打个问号。
这种患得患失造成了日本政府一系列矛盾举动——— 一方面，

1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习近平给安
倍的邀请信，安倍是否去北京还没有定。而另一方面，同一天，日本
政府派出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
务委员杨洁篪会谈。日本《每日新闻》称，谷内访华是前去探寻中方
的“真实想法”，从而慎重判断安倍访华与否。

显然，与几个月前的不当回事儿不同，日方总算认真起来了。
正如共同社11日的分析所言，面对中方一再邀请，安倍政府真正开
始考虑去或不去的利弊。然而，安倍政权能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做
出正确选择，仍是未知数。

请不请反映中国的诚意

面对中方邀请，无论日本官方还是媒体，第一反应都是疑心这
是否仅仅是个礼节，在找到充分证据确认中方“诚意”后，才开始用
心琢磨背后的利弊。而中方请安倍来从来就不存在“是真是假”的
问题，诚意我们早已反复表达过，只是日本一直不愿意听懂。

早在3月8日，外长王毅举行记者会，日本NHK记者首次在公开
场合提到了这个问题。王毅的回答是，“我们会向所有有关国家领
导人和国际组织发出邀请，不管是谁，只要诚心来，我们都欢迎。”半
个月后的3月24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又有日媒向发言人华春莹
问到此问题，华春莹重申“中方已向所有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
织发出邀请。”当被追问是否包括安倍时，华春莹反问：“你认为日本
和二战或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

以上两则旧闻，再加上此次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的再度确认，
可以看出中方邀请安倍的意向，正在从含蓄走向明确，从暗示走向
明示。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中方态度逐渐明晰，可能意味着双方沟
通已取得一定进展。中方邀请安倍，已不仅具有充分的诚意，甚至
很可能已有了不小把握。

如果中国真能促成安倍访华，哪怕其不出席抗战纪念仪式，对
于中国外交的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梳理一年来中日互动不难发
现，虽然双方关系表面看去仍不理想，但“回暖期”已悄然来临———
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与安倍举行了首次会谈，今
年4月印尼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活动上，“习安会”二次上演。如果
今年9月安倍如约来华，习近平必然与其进行第三次会谈。这样，安
倍将会成为除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外，习近平在一年中会见最为频
繁的外国领导人，频次甚至超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一举动的象征
意味十分浓厚。中国外交部一再对日发出邀请，一定是明晰了这层

意味后的谋定而后动。
由此看来，中方此次对安倍的邀请，体现的其实不仅是中国纪念抗战、祈愿世界和平的诚意，也

暗含着改善中日关系的期许。

怎么来啥时来要看双方协商

虽然邀请安倍来华访问已提上双方日程，但安倍此访究竟以何种方式成行，却依旧是个问题。目
前看来，如中方所愿出席抗战纪念阅兵，显然是日方不太可能接受的方案。

安倍之所以不会在阅兵式上出现，除了考虑到国内压力和其本人的政治立场外，更有对现实国
际格局的顾虑。在二战结束70年后的今天，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中俄纪念仪式
的不热心已写在了脸上，俄罗斯5月9日阅兵，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集体缺席。而对于中国的抗
战胜利阅兵，安倍的西方盟友至今都没给准话。更有甚者，在今年4月安倍访美时，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对阅兵连发数问：“阅兵能否释出和解的讯号？阅兵能促进疗伤吗？阅兵能采取
前瞻性做法吗？”他还表示，“美国要的是让历史成为历史。”既然山姆大叔已给中国的抗战阅兵定了
性，外交政策紧跟美国的日本是无论如何不敢擅自来参加的。

不过，日媒已注意到，随着中方再度确认邀请，安倍政府内部正放出一些风声，那就是德国和俄
罗斯的交往范式值得参考。俄罗斯5月9日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德国总理默克尔并没
有现身。相反，她在5月10日抵达莫斯科，并向苏军烈士墓献花。日本《每日新闻》分析说，这种既不开
罪于美国盟友，又能弥合双边关系的“擦边球战术”，显然是日本所意欲效仿的。但问题是，欲借邀请
日本提升纪念仪式影响力的中国是否能接受这种一厢情愿的“折价访问”？日媒猜测，谷内正太郎之
所以急匆匆地赶来中国，很可能就是为这一设想探一探中国的口风。

中国举行抗战庆典，请不请是中国的事情，来不来是别人的事情。无论怎么说，邀请安倍参加抗
战庆典，体现的是古语所言的“仁至义尽”。而在中国的这分诚意面前，中日之间的外交坚冰能融化多
少，考验的则是日本政府的眼光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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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3””阅阅兵兵，，
安安倍倍会会来来吗吗

本报记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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