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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情并茂”讲故事

据日本NHK电视台15日
报道，当天，日本首相官邸下辖
的“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
础的恳谈会”向安倍提交了报
告书，要求变更宪法解释以允
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据 悉 ，这 份 报 告 书 由 日
本安全防卫问题领域的“有
识之士”，历时两年半讨论最
终得出。在分析了日本所处
地域的安全形势后，该报告
认为，由于“日本的安全保障
环境发生了变化”，现行宪法
对自卫权的解释并不妥当，
主张应该把行使“集体自卫
权”纳入宪法允许的范围内。

在拿到这份等待已久的报
告书后，安倍于当地时间当天
下午5时召开记者发布会，就日
本集体自卫权的行使阐明“政
府方针”，为促进解禁集体自卫
权大谈理由。

在记者会上，安倍摆出两
幅示意图，并假设了文章开头
的那个故事。安倍称，在美国等
同盟国家的军队遭到他国袭击
的情况下，根据现状，日本自卫
队是无法予以施救的。他表示
这一现状需要得到解决。他煽
情道：“在盟国的(运输)船上，
或许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
孙子，我作为一国总理，有责任
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创造
和平的生活。我不会放弃这一
种责任。”

“对南海不旁观”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在新
闻发布会上还暗示称：最近在
南海地区，有人在使用实力企
图改变现状，“对于日本来说，
这不是隔岸之火。东海现在的
局势也十分紧张，海上保安厅
在实施24小时的警戒。”安倍
称，在如此严峻的安全保障环
境中，要想维护和平保卫自己，
单靠日本自己已经不太可能，
因此必须要借助同盟国的力
量，行使集体自卫权共同对应。

至于同盟国的范围，安倍则
划得十分宽泛，称不仅美国，包括
东盟、欧洲各国在内的“共同价值
观”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与日本共
同维护和平、自由”的伙伴。

对于集体自卫权将使日本卷
入战争的担心，安倍称：日本不会
参与像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那
样的武力战争。但他又表示“为了
守护住自己的和平，我们必须强
化自己的武力遏制力，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日本卷入战争。”

而在回答记者有关日本是
否会凭借集体自卫权参与南
海的武力纠纷问题时，安倍表
示，一旦南海发生武力冲突，
日本希望各方通过和平对话
的手段予以解决。日本希望保
持南海的航行和航空的自由，
反对单方面使用实力改变现
状的行为。但是，如果发生日
本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
情况，日本有责任保护国民生
命财产安全。

民众不领情

尽管安倍在当天的新闻发
布会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但舆论最终还是听明白了其本
意——— 说了半天，无非是想借
解禁集体自卫权，搞变相修宪
而已。

日本共同社评论称，安倍
此举意味着本届政府有意在正
式修宪之前先修改对宪法第九
条的解释。而朝日新闻则表示，
如果修宪一事在国会通过，日本
宪法所倡导的和平主义只剩下
躯壳，灵魂被抽空了。此外，日本
共产党等在野党更指责安倍将
改变宪法的本质，称之为“解释
修宪”。另据日本新闻网报道，就
在安倍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
2000多名市民聚集在首相官邸
外，高呼“反对集体自卫权”、“守
护和平宪法”等口号，抗议安倍
推动新的宪法解释。

不过，安倍此举也迎来了
不少叫好之声，据产经新闻15
日报道，美国政府人士当天对
该报告书做出了积极评价，称
该报告书是日本“实现集体自
卫权，巩固日美军事同盟的重
要一步”。此外，该报早前的调
查结果显示，日本赞成行使集
体自卫权的人在70%以上。不
过，这一数据与日本其他媒体
的调查结果冲突，在共同社的
调查中，持赞成态度的人口比
例仅为40%左右。

另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
息，针对安倍当天发言，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5日
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在
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影
响地区安全环境，中方敦促日
方切实正视和认真反省历史，
走和平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 王昱

“请各位想象一下，如
果一艘满载日本人的美国
运输船，在日本近海受到第
三国的攻击，而近在咫尺的
日本自卫队却只能旁观。这
就是目前宪法(对自卫权)的
解释。”15日下午，日本首相
官邸内放着两幅示意图，首
相安倍晋三站在中间，用编
新故事的形式卖力地向听
众 鼓 吹 着 自 己 的 老 想
法——— 解禁集体自卫权，

安安倍倍讲讲““修修宪宪””无无理理辩辩三三分分
开新闻发布会阐明政府方针，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找理由

15日下午，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就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宣布了“政府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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