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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

靖国神社与阿灵顿不可比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美
国《外交》杂志采访时，把靖国神
社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做比
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美国
受众对其参拜靖国神社的谅解。

从一身戎装地登上坦克，到乘
坐标号731的表演飞机，再到三呼

“天皇万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不
得不承认安倍的确是个很有“想象
力”的首相，再次上任以来总能不断
制造事端吸引公众的注意力。遗憾
的是，这位首相总是孜孜不倦地将
自己的想象力用于挑战他国的忍耐
底线。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即便阿灵
顿公墓中埋葬的不少美军甚至就死
于“巴丹行军”中日军对俘虏的虐
待，但当安倍打着他们的名号为靖
国神社翻案时，没有人能用当事人
的身份对其表示愤怒。故而安倍此

次大放厥词又得逞了，原因大约要
归功于他这次挑衅的是死人。

靖国神社与阿灵顿公墓，从表
面上看，两者的确有不少相似之
处——— 两者最初都设立于19世纪60

年代，最初都是为了内战中阵亡的
士兵。但正是从设立之初开始，两
者之间的差异也同时凸显出来。阿
灵顿公墓在南北战争后同时埋葬
了战争中双方的死难者，事实上，
该公墓的原址，本就是南北战争中
南军领袖李将军的庄园，在南北战
争中由于李将军投奔南军，该庄园
被联邦政府征用。战争结束后，美
国政府为了继续使用这块墓地，特
意向罗伯特·李的遗属支付了15万
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将其
买了下来。其实，如果当时联邦政
府想要赖掉这笔账，是完全可能

的，最现成的一个理由是“没收敌
产”。但美国政府却没有这样做，究
其原因，其贯彻的是林肯总统在南
北战争后对那场战争的定性———

“没有敌人”。
相比“没有敌人”的阿灵顿公

墓，靖国神社从设立之初就在对“战
殁者”的所谓“慰灵”中，浸透了一股
锋芒毕露的军国主义戾气。靖国神
社下属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取的
本来是荀子《劝学篇》中“君子居必
择乡，游必就士”的古意，意在引导
参观者“防邪避而近中正”。但从实
际情况看，这个展览馆却着实没有
起到什么好作用，对日本1945年以
前的战争史极尽歪曲美化之能事。
按照游就馆出版的各种宣传品的描
述，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为了帮助
朝鲜摆脱中国奴役，日俄战争是为

了替全亚洲救亡图存，七七事变是
中方首先挑衅，珍珠港事件则更是
罗斯福将日本拉入战争的阴谋。上
述这些思想，就是著名的“靖国史
观”的思想内核，靖国神社则成为这
一理论的策源地和大本营。总部设
在靖国神社院内的“靖国神社崇敬
奉赞会”出版一份小型刊物《朝凪》，
常年发表极右翼言论，对中国的称
呼也经常采用那个令人反感的字
眼———“支那”。

“向战死沙场者表达敬意的
地方”，对安倍的这个称呼，美国
的阿灵顿公墓当之无愧，它从设
立之初贯彻的便是“没有敌人”的
宽容与平和。但靖国神社，却绝没
有那么简单，之所以饱受指责，正
是因为它在“战殁者”的旗号下夹
带了太多的“私货”。

中印找回了那段

良好合作时期
□斯瓦兰·辛格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

应印度总理辛格邀请，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至21日
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20日，李
克强与辛格举行了会谈，两国发
表了联合声明。

最近一段时间，中印在边境
地区出现的“帐篷对峙”曾使两
国关系一度紧张，但这并未影响
李克强总理对印度的访问。现
在，印度政府采取传统边境安全
政策，认为解决中印长期以来的
边界问题，依然是今后双方合作
与对话的先决条件。李克强总理
也强调，双方有智慧处理这个棘
手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双方
在边境问题上的内在分歧在今
后几周将会得到分析和解读。

李克强总理访印期间提出
建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从
1999年开始就积极参与孟中印
缅地区论坛，近年来更是呼吁建
立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和缅甸
的地区贸易经济机制。鉴于对东
北亚地区和中印边界纠纷的担
忧，现在印度也想提升论坛的层
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印证
了中国外交的成功，事实上，印
度已经同意考虑中国的倡议。

李克强总理同辛格总理在会
谈中重申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
尤其是在金融和货币体系构建等
方面，中印找回了上世纪50年代
那段良好合作的时期。双方都希
望通过合作谋求符合自己地位的
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但是他
们之间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仍是
保证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进行合
作的先决条件。所以双方需要找
到平衡以确保在发展机遇面前获
取自身利益，在构建新的国际秩
序时有一己之地。
本报记者 赵树行 采访整理

中印关系已“爬坡过坎”
5月19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上

任之后的首访定在印度，彰显了
新一届政府对中印关系的高度重
视。如李克强所言，中印关系没有
过不去的坎儿，在新一轮大国关
系调整中，中印“大国心态”与“大
国意志”的成长使两国可以构建
成熟而理性的大国关系。

从实力与发展潜力而言，中
印都是大国，但两国却是现代国
际关系体系的新成员，外交经验
与智慧正在慢慢积累。大国区别
于小国的关键在于在国际大棋局
中不甘为他人棋子，而是主动争
取弈者的地位。中印两国从边界
对峙到高层互访之间的“无缝对
接”彰显了两国理性而自主的外
交政策。

中印两国总理会谈期间并没
有回避边界问题给中印关系带来
的困扰，但是双方达成的共识是
利用现有的边界磋商机制保持边
境的安定与和平。换言之，边界问
题即使再次发生也将会以“就事
论事”的方式予以化解，而不至于
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李克强总理访印期间率领庞
大的经贸代表团，加强中印经贸
合作已经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
辛格总理对中印经贸出现的逆差
问题比较忧心，实现贸易平衡需
要双方更大的诚意和开放的心
态。“经贸是大局”标志着中印关
系的内容发生了微妙变化，原因
在于两国都将经济发展视为国家
第一要务。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

的三分之一强，中印两国人民脱
贫致富，意味着亚欧大陆东端会
出现一个“富裕半岛”。

大国关系是利益与认知的
混合体，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
础，而彼此承认对方的大国地位
则会让外交关系更为顺畅。两国
总理都承诺会关照彼此的重大
关切，也就是不要挖对方墙脚。
辛格承诺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
度从事反华活动。此外，印度早
前退出美日印三边海上军事演
习，而表示更愿意在双边框架下
进行合作。5月5日，访印的日本副
首相麻生太郎对中日关系大放
厥词，而同一天中印边界对峙和
平解决。这既是印度外交自主性
提升的表现，也是印度对中国的

尊重，在亚太地区格局变革之
际，印度没有必要充当关键性的
棋子。

中印是“天造地设”的邻国，
无论友好还是敌对，都无法更换
自己的邻居，这是地缘政治的现
实。当下中印两国的使命是“跨越
喜马拉雅山的握手”。中印两国都
是海陆兼备的大国，由陆向海转
换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因此，
维护陆上边界的安宁符合两国大
战略利益，当然，中国“向西看”与
印度“东望”会在印度洋上“对
视”，从长远来看，中印的握手不
仅要跨越喜马拉雅山，而且还会
在印度洋，终归有一天两国都承
认，印度洋足够宽阔，可以容纳中
印两大强国。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观察家
本报特约评论员 孙兴杰

国际关系史博士

靖国神社绝不是单纯“向战死沙场者表达敬意的地方”，之所以饱受指责，正是因

为它在“战殁者”的旗号下夹带了太多的“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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