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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解禁禁集集体体自自卫卫权权，，说说明明日日本本真真慌慌了了

畅所昱言

对于安倍内阁7月1日以通
过决议案的形式解禁集体自卫
权一事，国内不少媒体以打开

“潘多拉魔盒”或类似的表述描
绘之。的确，日本右翼势力的抬
头值得亚洲邻国的警惕，但如果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审视，此刻最

该头痛的其实是日本人自己。安
倍解禁集体自卫权得逞，标志着
日本改变了战后赖以崛起的和
平方针，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其实
已经自乱了阵脚。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曾经
用“菊与刀”来描述日本的民族
性。而在战后日本的发展中，什
么时候应该“亮刀”，本来是有着
很好的规划的：日本战后国策制
定者吉田茂在给自卫队训话时
这样说：“各位在自卫队中工作
确实辛苦了，但愿你们不会获得
日本国民的感谢。因为只有当国

家陷入困境时，才会想起你们。
换句话说，你们没有贡献时，国
民才最幸福。所以，拜托诸位忍
耐。”

从吉田茂这段话里，我们看
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大师对军
事的认知。“兵者，凶器也”，它被
忘记时，人民才能幸福。而细细想
来，吉田茂这种“不到危亡关头绝
不动武”的思路，其底气其实来源
于他对日本未来的自信。他坚信
崛起的日本使用经济等其他“软
手段”也能撬动区域政治，为自身
赢得发展空间。从1970年代到2000

年，日本由于独占亚洲经济的鳌
头，实现了和平崛起，这个理想得
到了忠实的体现。

但是，当日本陷入经济低
迷，GDP一直停滞，甚至被周边
国家超越时，日本的这种自信开
始崩塌，焦虑的日本人开始放弃
温和的菊而乞灵于锋利的刀，希
望通过打军事牌延长其作为大
国的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日
本右翼及安倍政权的得势，其实
是这种焦虑的结果而非诱因。吉
田茂那句“国家陷入困境，才会
想起你们”就在今天一语成谶。

有些日薄西山之感的日本人，这
次确实慌了。

如果说，日本此次解禁集体
自卫权透露给全世界什么重大
信息的话，那莫过于——— 这个国
家正在失去一个大国应有的自
信与底气。

所以，面对已经慌了的日
本，我们大可不必小题大做，更
不应跟着它自乱了阵脚。弃其鄙
陋，用其所长。比之于安倍眼下
的闹剧，吉田茂那句“你们没有
贡献时，国民才最幸福”，其实对
今天的中国更有营养。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各方回应

■中方要求

不得损害中国利益

据新华社专电 针对日本政府
通过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
议案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
日敦促日方切实尊重亚洲邻国的正
当安全关切，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不
得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洪磊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
领域的政策动向历来受到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段时间
以来，日本执政当局一方面在历史
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一方面在军
事安全领域采取前所未有的举措，
使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出现重大变
化。人们不能不质疑日本是否要改
变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对解禁集体
自卫权也有强烈反对意见。”

洪磊表示，日本的国家发展走
向归根结底应由广大日本人民来决
定。中方反对日方蓄意制造所谓“中
国威胁”来推进国内政治议程。中方
敦促日方切实尊重亚洲邻国的正当
安全关切，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不得
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不要
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韩国警告

日本勿擅自行动

据新华社专电 韩国外交部发
言人鲁光镒1日说，就涉及朝鲜半岛
安全局势和韩国国家利益的事项，
如果韩国政府没有提出要求或者未
获得韩国政府同意，韩方不接受日
本擅自行使集体自卫权。

鲁光镒说，韩国政府的一贯立
场是，日本有关集体自卫权的考虑
应该在坚持和平宪法的基本理念下
进行，应该以透明的方式朝着消除
周边国家因历史问题产生的忧虑以
及为地区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的方
向推进。

鲁光镒否认日本在解禁集体自
卫权后可以与美国一同介入朝鲜半
岛的紧急事态。他说，韩国将就日本
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布官方立场。

■欧洲学者忧虑

此举破坏地区稳定

据新华社专电 欧洲国家一些
专家学者就日本安倍内阁解禁集体
自卫权一事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日本政府此举破坏地区局势
稳定，令人深感忧虑。

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之友”
政策主管莎达·伊斯兰说，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很
显然在国内不受欢迎，所以他不得
不放弃原先的直接修宪计划。鉴于
日本民意，安倍必须仔细权衡他的
政策。她说，安倍此举不会促进亚洲
安全，而是会加剧东北亚局势紧张。

西班牙拉蒙·柳利大学教授奥
古斯托·索托说，日本政府这一决定
无助于日本的外交和海外形象。相
反，这一决定动摇了二战后东亚和
平与平衡的基石之一，将使亚太地
区局势趋于不稳定，令人深感忧虑。

不顾舆论反对和民众抵
制，日本政府7月1日闯关通过
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
案最终版本。法新社报道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意推行
的这一做法“是制定和平宪法
以来日本防卫政策最重大的
一次改变”。其实，为集体自卫
权“松绑”一直是安倍的政治

“心结”，从2006年首次出任日
本首相以来，过去八年他为此
下足了功夫。

2006年9月26日，52岁的安
倍晋三出任第90届日本总理内
阁大臣，他有着深厚的政治根
底，祖父安倍宽是战后“日本进
步党”的创建人，因反战及和平
主义受到尊重，外祖父岸信介
曾任日本首相，也是二战甲级
战犯。安倍晋三年轻即从政，是
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

入主首相官邸三天后，安
倍发表施政演说，强调要“建
设新的国家”，并首次以官方
身份提及解禁集体自卫权，原
因是“反恐事件使国际形势发
生了变化，人们对日本为国际
社会作贡献抱以期待，是为了
使日美同盟更有效地发挥机
能和维护和平”。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的
宪法体系是在华盛顿的主导
下搭建的。对于解禁集体自卫
权，安倍清楚美国的表态是绕
不过去的，为此他在2007年首
次发表施政演讲时就刻意表
示，除了反恐的需要，同美国
建立更紧密同盟关系也是日
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要原
因。不过，安倍的解禁计划被
国内政治打断。从美国返国三
个月后，日本于2007年7月举

行参议院选举，安倍领导的自
民党惨败。安倍重组内阁，并
有意暂时放弃修改宪法、解禁
集体自卫权等“安倍色彩”政
策。然而败势难挽，2007年9月12
日，安倍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
时突然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和
内阁首相职务。此时，距离安倍
出任首相还不到一年。

时至2012年冬，日本政坛
选战再起，12个政党的候选人
展开竞逐，投入选战的安倍提
出一个“全套政策规划”，核心
内容包括修宪主张。12月26
日，安倍自2007年9月辞去首
相职务之后第二次拜相。对
此，日本共同社当天消息指：

“为洗脱‘放弃政权的首相’这
一污名，他(安倍)将迈出再次
挑战的第一步，其关注点必然
是修宪这一夙愿。”

进入2014年，安倍下定决
心不再放慢步伐，即便遭遇来
自政党和民间的强烈反对。据
报道，自民、公明两党6月27日
举行磋商，政府官员表示定于
7月1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修
改宪法解释。公明党干部私下
说，(首相)官邸方面传来“威
胁”称，“即使辞退来自公明党
的国土交通相太田昭宏也要
实现(解禁)”、“秋季解散众院
也有可能”。至此，解禁集体自
卫权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

对于安倍的做法，日本《外
交学者》文章指出，安倍的历史
修正主义，加上日本的军力扩
建，将继续令日本制造不必要
的摩擦，进一步动摇战后秩序
的基础，“现在，世界开始明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真实意图
了。”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集集体体自自卫卫权权，，安安倍倍的的八八年年““顽顽梦梦””

7月1日，日本东京，大量民众聚集在日本首相府前，抗议安倍晋三修改宪法。

安倍支持率
跌破50%

综合新华社东京7月2日
电 日本共同社2日发表的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通过
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
后，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7 . 8%。这是自去年12月以
来，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在该
项民调中首次跌破50%。

在日本政府1日通过解
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
后，共同社进行了紧急民意
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
支持率较上月下降4 . 3个百
分点，跌至47 . 8%；而不支持
率达40 . 6%，是安倍内阁自
2012年12月上台以来不支持
率首次突破40%。

另有82 . 1%的受访民众
认为，政府在一个半月内就
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
决议“欠缺充分的讨论”。同

时高达73 . 9%的受访者担忧
“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范围可
能会被扩大”，68 . 4%的受访
民众认为应该解散众议院，
以“检验安倍政权是否依然
受国民信赖”。

共同社分析认为，调查
结果表明，安倍政府解禁集
体自卫权的做法并未获得日
本民众理解和认同。

日本政府1日下午召开
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
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
的内阁决议案，这意味着日
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
保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决
议通过后，日本各界纷纷表
示强烈抗议和反对，要求安
倍撤回决议。

大批日本民众7月1日聚
集在首相安倍晋三的官邸

前，抗议安倍内阁修改宪法
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

安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同时，
数千名民众聚集首相官邸前
抗议。抗议者中有退休人士
和家庭主妇，也有在结束工
作后赶来的上班族。许多人
举着标语，高呼口号，“不要
毁掉 (日本宪法 )第九条！”

“我们反对战争！”“不要安
倍！”

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
权在日本国内饱受批评和争
议。共同社最近多次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至少近半日本
民众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
除反对战争外，不少民众反
感安倍内阁绕过修宪程序、
以修改宪法解释的方法解禁
自卫权。

在示威者的横幅上，安倍
被比作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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