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对台湾的阴谋

李恩涵

自第二次中日战争( 1931 1937 1945)日本败降后, 至今已

整整 60年,另外自 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也已 32年了,但日本在

战争责任问题上虽然官方承诺要 深刻反省!,但其朝野之主流势

力一直是含混其辞, 甚至悍然否认或半否认其战争责任,而且每过

一段时间就有日本内阁的高官首长,发表诡词谬说,公开否认或半

否认日本战时在华的某些证据确凿的罪行与暴行。自 1985 年后

甚至有许多位首相每年前往参拜日本对外侵略象征(供有 20世纪

三四十年代侵华最高 A级战犯、其罪行滔天为我中华民族断难予

以宽恕的 14人及自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侵略中国阵亡官兵)的

靖国神社;其地方官僚(如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之流)与在

野人士自 80年代之后所发出的扭曲史实、拒绝面对史实的种种谬

论与恶劣行径, 更是不胜枚举。∀ 种种迹象都显示,日本主流社会

对于中日两大民族之永久性和平共处之远景,实际并无诚意,其主

流人士中的某一些人(包括日本新军国主义者与一些充满民粹思

想者)的内心深处,实充满着 20年代德国纳粹党人复仇主义者的

深沉心态 #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应面对及予以严肃对付的。但

∃213∃

∀

# 李恩涵:前引书,页 254 255。实际美国学者对于日本社会于 20世纪 80年代之

后所兴起的复仇主义思想,也是密切关注的;见 Laura Hein & M ark S elden eds. Liv

ing w ith the Bomb: American and Japanese Cultural Con flict s in the Nuclear Age

( N Y : M E Sharpe, 1997) , pp 59 71

李恩涵: %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第 3 12页, 254

266页;冯昭奎: %对话:北京和东京& ,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79页。



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者在其卑劣的 崇拜强者!的原型武士道思想的

考量下,不敢向当年向他们掷了两颗原子弹、至今仍为全球唯一超

强在军事上牢牢控制着日本的美国,声言报复(惟日本右翼首领之

一的石原慎太郎曾于 80年代末期当美国经济陷于低潮之时,曾公

开倡言要向美国报复) ,却于 1996年 4月日美首脑会议中发表%联

合安全保障宣言&,重新确认了美日同盟的性质与平等性规范, 在

对外大战略上突然作了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 对美国人仆匐膜拜

在地,想在美国的核子伞与卵翼之下,做出要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日

美合作战略(换言之, 即将冷战时期的日美同盟合作对抗苏联, 改

而为日美同盟合作对抗中国) 这就是 1997年 9月 23日日美

协议修订原于 1978年签订之 美日防务合作指针! (指所谓 新指

针!)之最重要的背景与意义。所以, 当 1998年 11月江泽民先生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20周年而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时,

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不只拒绝就中日历史问题如他本人曾对日本侵

略韩国一样,表示 深沉懊悔与道歉!,而且也拒绝就台湾问题如美

国总统克林顿一样, 表示 三不!, 从而使中日之间的三座大山, 即

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与钓鱼台主权问题, 一直悬而未决或不够明

晰,形成近年两国问题 政冷经热!的基本局面(  经热!可以自近

10多年来中日贸易总额的增加看出来: 1991年的贸易总额尚只

200多亿美元, 1993年则超过 360亿美元, 1996年突破 600 亿美

元, 1998年虽降为 579亿美元, 2000年则升至 875亿美元, 2002

年达 1019亿美元)。∀

不过, 种种事实与迹象都显示得非常清楚, 当前中日之间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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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经热!的现况,实际是一种假象: 日本虽然口称 不支持台独!, 表

面上对华实行奸诈的、言行不一的低姿势, 实际却在强化(有时系

用1933年前德国式的 掩饰性强化!)其传统军力(包括掩饰性核

武)的基础上,假手于日本在野与地方政府中的新军国主义者如中

岛岭雄、石原慎太郎之流以及其他不甚出名但却能发生相当作用

人士之出面,利用台湾海峡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穿梭于日本

与台湾之间,以利用台独分子而达到抑制或破坏中国和平崛起的

总趋势。他们甚至还想重温重返台湾的美梦。∀ 日本朝野合作在

这方面的所作所为, 正如过去中日甲午战争( 1894 1895)前日本

政府之利用日本浪人所组织的玄洋社、黑龙会等民间社团, 完全一

样,而日本当前的新军国主义者虽然表面上尚无这样旗帜鲜明的

 浪人!组织,但鉴于日本人传统上一向善于虚伪钻营于秘密性或

半公开性的欺饰活动 # ,当前之日本台湾学会、亚洲展望研讨会或

日台美研讨会之类以学术研究为号召的一些民间与半官方学术性

组织的活动,实值得关心东亚大局者的特别注视与警惕。

一

我们知道, 20世纪 90年代之初,日本社会即急剧右倾化。民

族主义抬头的表现为, 一方面对日美原来的 安保同盟体系!表示

不满, 极端的新军国主义者如石原慎太郎不只狂妄地一再重复其

 南京大屠杀为虚构!的谬说, 甚至还有 南京大屠杀为美国一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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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之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的荒谬说法;他甚至还声言要对二战后

同盟国审判日本 A级最高战犯的各国法官(实际他是针对当年美

占领日本当局)  追究责任!,其措辞之尖刻无理,简直如 30年代之

日本军阀政客无异。∀ 另一方面日本朝野则借口所谓 中国威胁

论!(此说为日本人所首创与杜撰) , 使中日关系进入了摩擦与协

调、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代。1991 年, 日本的泡沫经济危机开始

爆发(传闻这是美国对日本意图建立独特型经济霸权的报复)。#

1993年 3月,非自民党人细川护熙(他是日本当年侵华特级战犯

近卫文 的外孙)当选为日本首相, 虽然名义上结束了战后近 48

年日本自民党(与其前身)垄断日本政权之局, 但实际上这只是日

本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势力借机将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予以转化之

举。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在细川护熙公开向美国朝野之强大政治经

济压力屈膝、并公开承认太平洋战争为 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的

宣告后,即掀起了军国主义式反细川的浪潮。∋ 而在细川上述宣

示之后的第二天,即有以众议员板垣正(他是侵华 A 级战犯板垣

征四郎的次子)为事务长的历史研究委员会, 宣告成立,并聘邀十

多年来一直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散播仇华反华思想的田中正明

(战时他任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大将的秘书)等为讲师。该历

史研究委员集体撰写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则肆意扭曲过

去日本对外侵略的史实, 也为过去之对华侵略 涂脂抹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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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位自民党国会议员则通过了 不战决议!, 宣称不能忘记过去

为自存自卫和为亚洲和平而战死的 200多万战殁者。∀ 东京大学

教授藤冈信胜则出版%教科书没有教过的历史&一书, 反对战后已

经为国际社会所肯定的东京审判日本 A 级战犯诸定谳, 宣称 日
本人不应该说自己的坏话!。又说: 日本在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

争中 找到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端绪! # ;其意似乎是说, 日本要想

再次复起称霸东亚, 应该再度自进侵中国开始。

纪念二战结束 50周年的 1995年, 应该是一个在国家政策上

与社会思想上清理和总结日本战时历史教训的重要日子, 但日本

朝野之主流社会并未这样做, 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否认侵略和美

化战争。在 1993 1995年的 3年间,否认日本过去侵略和美化战

争的事件,较之过去 20年还多。内阁大臣级官员接续跳出来为历

史翻案。当社会党提议以国会通过 不战决战!的形式承认侵略和

向当年被侵略的亚洲国家谢罪时, 竟遭到 70%的自民党议员的反

对。12个县议会通过了向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死亡者表示慰谢

的决议; 450万人签名反对社会党的 不战决议!。∋ 所以, 在 1995

年8月 15 日二战结束 50周年之日日本国会所通过的 不战决

议!, 完全不愿正视历史史实、不作真诚反省的 决议!, 只是在玩文

字游戏,完全没有写进侵略、殖民统治、反省、谢罪、不战等字词, 完

全与社会党所提议的用意不符。( 很明显, 1995年的日本主流社

会与 30年代希特勒纳粹德国在不反悔战争之一点上, 有其相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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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这很引起中国与美国有识之士的特殊警惕。∀

二

但日本外交的狡猾之处,尤在于它在与美国之经济政治冲突

激烈、两国麻烦多多的同盟关系上, 突然在 1995年年底左右作了

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将 消极对美!改为 积极对美!, 同时并主动

联合美国, 以在美国的核子伞保护下,转而对付中国,并且明显地

以台湾为日美联合的切入口。当时因为 1995 1996年发生台海

危机,  台皮日骨!的李登辉正逐步实行其台独计划,引起中国大陆

于 1996年 3月向台湾发射演习飞弹,从而引起美国派遣航空母舰

两艘巡弋台海, 予以警戒。日、美则在 1996 年 4月的两国首脑中

宣布了%联合安全保障宣言&,随即于次年( 1997) 9月 23日签订了

 日美防务新指针!(即所谓 新指针!, 以区别于两国于 1978年所

签订的旧 指针!) ,规定一旦美军在远东 日本周边有事!时, 日本

即在军事基地、民用机场与港口、后勤补给、运输、维修、医疗、警

备、通信等方面配合与支援美军; 实际上也就是参与作战。而且,

1999年 4月 27日与 5 月 24 日日本众、参两院也分别通过了%新
指针&的配套法案,包括二法和一个协定, 即%周边事态法&、%自卫

队法部分修订&与%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修订协定&,以落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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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事合作 新指针!的法律基础。∀

据报道,当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谈判 新指针!时,曾建

议将台湾与中国南海均列入日美合作项目,并称台湾为日本南进

的第一岛屿,中国南海则为日本长期性拟予占领的目标。# 桥本在

 新指针!签订前向自民党干部的谈话会中,曾说:  日本周边!不仅

仅局限于朝鲜半岛, 它既包括南沙群岛,也包括台湾。 新指针!签

订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山静六则公开声言,  新指针!所施用的
 日本周边!的范围, 包括台海。∋ 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高野纪元在

国会中解释,  周边!不超过远东及远东周边地区。 新指针!肯定

是针对台湾海峡有事而制订的。( 日首相助理冈本行夫在一次演

讲中说,一旦台海有事, 日本将是冲突的准当事国。他又曾经说,

 台湾海峡就在日本附近!,  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

象! ) )一旦那边发生纠争,美国肯定站在台湾一边。作为缔结了

安全条约的盟国,日本要 配合美国行动!,  要最大限度地支援美
国!。∗ 日本防卫所政务次官西村真悟(此人为死硬的极右派, 曾

于1997年 5月登上钓鱼台岛, 向中国挑衅)更发出狂言:  如果周

边国家(明显地是指中国)将中程飞弹瞄准日本的大都市,那我们

的国家就应该讨论对策。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政治家毕生的
工作, 就是创立国家军队) )如果不是民族主义者就不具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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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资格。! ∀ 1999年,日本政治要人、原自民党干事长、现任国会

周边事态委员会委员长山崎拓甚至公然发表 中日再战!的言论。

他说:  (日美)新指针中的,周边事态+ , 是十分明确的地理概念, 即

涵盖中国的台湾。假如中国打台独,那将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日本

就要以此为理由,派兵干涉台湾问题,与中国交战, ,征服+ 中国, 把

台湾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 山崎拓这个狂妄无知的新军国主

义者大约完全忘记了 54年前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一举消灭了大半

个广岛与长崎的旧事;他也完全未想到当代新型核弹更可以迅速

一举消灭日本大半个京滨地区与阪神地区的, TMD实在救不了主

动侵略成性的新日本。

很明显地, 日本是想利用美日同盟的 新指针!向 周边地区!

的海外用兵,其出兵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日本之意图挑拨挑

动起台海的中美大战,其用意非常明确。日本则在配合美国的名

义下让日本三军(名义上称为自卫队)重占台湾 日本要美国人

打仗冲锋向前, 它则在后面拣拾战争的果实。∋ 这也是为什么当

日本众议院于 1999年 4月 27日通过 新指针!的 周边三法案!后
的 73天之后(即 1999年 7月 9日) ,  台皮日骨!一心想为日本新

军国主义效劳的李登辉, 即在日本朝野大右派的明显鼓动下(同年

5月著名右派文化人李某的好友中岛岭雄访台; 12月, 李某另一好

友石原慎太郎也访台) ,匆匆忙忙地宣布了他的 两国论!。这是日

本朝野内外相互配合的 新型南进九一八!的开端,李登辉则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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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扮演火中取栗的角色。

但美国难道是一个 超强大傻瓜!,美国难道会为新军国主义

的日本所摆布而为其操纵利用? 中国领导人也不会轻易地落入日

本人的圈套吧! 美国与日本签订 新指针!的目的,只是想制衡中

俄 战略伙伴关系!、坚持 一中!之下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支持

台独)并且箝制住日本于同盟义务的网络之中(监视日本之 核子

三不!政策) ,并非真正要与中国为了台湾而做军事的对抗的(美国

当然也绝无理由为台独与李登辉流血)。所以,美国对于李登辉的

 两国论!, 不只公开予以抨击(违反 一中!原则) , 骂李某为 麻烦

制造者!;更迅速派遣美台协会的卜睿哲( Richard Bush)来台痛骂

了李某一顿,迫使李某将原定继之而来修宪与总统延任的预定次

一步骤,为之紧急叫停。∀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日问题权威之傅

高义教授( Eg ra U agel)则公开痛斥日本发动 新型南进九一八!的

极右派新军国主义者说:他说这些人要打仗, 寻求点火, 想趁火打

劫,破坏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与稳定,以求日本之东山再起, 先跟

在美国之后,直到有朝一日向美国挑战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傅

高义并明白痛骂这些日本朝野明目张胆、野心勃勃的新军国主义

者说: 美方是不希望打仗,而在那伙日本右派分子的心中, 则是按

捺不住地急切希望打仗,打大仗, 甚至不惜把日本列岛 一篮子鸡

蛋!的家当都赔上去, 以便从中渔利, 以日本为了美国的利益为名

而发动中日之战,借以挣脱战后 54年来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监控,

改变日本军事不独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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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的这番话,完全戳穿了日本朝野极右派分子勾结李登

辉所设计发动的 新型南进九一八!之阴谋的基本性质。

三

与日本朝野之积极推动  新型南进九一八!阴谋的同时,

1993 1999年间,日本则主动对中国挑衅, 中日之间大大小小的

摩擦不断,其具体实例如:

1 1993年日本政府公开对 中国军事威胁!表示担心。

2 日本政府自 1994年起缩减对华日元贷款的期限。

3 以中国进行核试为名, 冻结对华无偿援助(但这些日本公

私贷华款项据说是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日本答应的

 非正式!对华战争赔款, 岂能背信予以缩减或冻结)。

4 对中国于 1995 1996年因台湾李登辉之趋向台独,而对

台作导弹试射, 向中国提出抗议。

5 甚至在 1997年 2月日本公然向中国打 台湾牌!, 由众、参

两院议员组织超党派的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 有成员

300人, 占国会议员总人数的 40% ,加强与台湾交流, 并公

然声称与台湾有共同利益。∀

6 日台关系则逐渐自民间形式转而为半官方或官方,如 1995

年以日本皇室亲王六条有康为总裁的日本文化振兴会, 即

拟与台湾以李登辉为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总会建立交流

关系;至 1997年之半年内,日政府则 5次遣派大使级官员

访台。日本亲台政治人物中大多数具有较浓厚的右翼色

彩,骨干成员中不乏死不改悔的仇华分子与原战犯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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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如日华议员关系恳谈会会长山中贞则、副会长山泽辰

男、村山正邦, 骨干分子奥野诚亮、永野茂门等都是其代表

人物。日本国会内的其他右翼组织如自民党的 大家参拜

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 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新进
党的 靖国神社参拜议员联盟!、 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

联盟!等组织的头面人物, 均为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主

要成员。他们经常往返于东京、台北之间, 与李登辉高层

保持着密切关系。∀

7 1997年,日本并拟设立包括台湾、琉球在内的 蓬莱经济圈

自由贸易区!, 以积极呼应李登辉原始提议的 中琉经济

圈!,台湾计划在琉球地区投资 10亿美元, 其中 2 亿元系

于最接近台湾的石垣岛上设立工厂,并以产品返销日本。#

8 日本舆论与学术界的右翼分子也明显地受到 台皮日骨!

李登辉的游说,开始涉足于台湾问题:如 1995年一些日本

著名大学的校长纷纷访台。颇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专家

高坂正尧也访问台北,参加了台日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他

在会中说:  离开台湾要建立地区安全体制是不现实的, 其

作用将明显减弱!。德山大学校长浅野一郎于 1997 年 6

月 28日在东京舆论综合研究所所举办的 构筑新日台交

流研讨会!中,甚至提议日本应制订 日台关系法!,  给日

台实务关系以法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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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在李登辉于 1999年 7月宣布 两国论!之
幕后过程中,到底扮演着如何的积极角色? 至今尚无人完全了解

其真相;但种种迹象都显示新军国主义者中岛岭雄于 1999年 5月

之访台与著名右翼分子、反中华民族的急先锋石原慎太郎于同年

12月之访台,一定曾经为日本政府核心人士与李登辉传递信息并

提供某些积极性咨询与顾问作用的。石原为著名反华、仇美之激

进式的新军国主义分子, 在政治与社会宣传上他一向是一个颇能

骇世媚俗的政客,故能一举当选东京市知事(市长)。他实在是中

华民族的 准敌人!,不只曾经妄言否认南京大屠杀,说过 南京大

屠杀为美国一手所导演之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之谬说,更一直到

近年仍称中国为 支那!、称中国人为 支那人!,与战前之日本军阀

无异。他也在与人合著之%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与%日

本坚决说不&等三书及在美国%花花公子&( Playboy, Oct 1991)中,

痛骂美国之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声言二战后同盟国之审判日本战

犯为 无权威性与正当性!, 又曾痛攻美国之控制日本之卫星通讯

与国防生产,声言日本应不再听从美国的支配,甚至要追究美国以

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旧帐等等。所以,石原实在是一个怙恶不悛, 不

折不扣的新军国主义者与复仇主义者。∀ 这样一个反华仇美的妄

人于李登辉之 两国论!宣布后之 5个月内来访李某, 其所谈所论

的内容重点,可想而知。有人因此揣测石原之来台访问,可能是为

了专程告知李登辉有关日本核子化与导弹防御系统( TMD)的一

些发展现况,以及运用 TMD以保护南韩与台湾的可能发展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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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李某减惊壮胆。∀

第二个新军国主义者、对台湾怀有极大的阴谋、出面为日本政

府出面奔走的 小人物!, 是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岛岭雄(他除在

该校的前身国际教养大学毕业外,也曾在东京大学获有社会学博

士) , 他是经常往来东京、台北为李登辉出谋划策、联系日本朝野人

士之人。他曾任日本外务省在香港的 特别研究员!(与情报有关

的 特务!?) ,著有或合著、编著有%来自中国之威胁 日中友好

之幻想&( 2000年)等书 34 册。# 1989 年, 中岛曾经在李登辉的官

邸中与李某共同观看西方记者所摄制的 天安门事件!的电视影

片,可见他与李某之间关系深厚的程度。∋ 中岛为反华的急先锋,

为中华民族凶险恶劣的 敌人!,曾在日本著名政论性杂志%中央公
论&中撰文,认为中国应分为 11国, 即西藏、蒙古、新疆、满洲、台

湾、港澳、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中国领土最适合的疆域,

即当如法国一样,台湾则当独立。由于他与李登辉臭味相投,故受

到李某的推崇, 经常邀请他主办或主持 亚洲展望研讨会!, 隔年分

在台北或东京举行。( 1994 年 12 月, 台湾举行地方县市长选举,

竞选高雄市长的国民党候选人吴敦义声言要率领一批爱国青年乘

船登陆钓鱼台岛,以宣示中国主权,中岛岭雄乃打电话给李登辉,

由李出面予以阻止, 致吴未能果行。∗

1999年 5月(即在日本众议院通过 周边三法案!之后不到一

个月之内与李登辉宣布 两国论!之前约二个月) , 中岛岭雄在台北

的一项研讨会中,大放蹶词,极力主张台湾、美国、日本联合成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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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以阻止中国的扩张。当时日本国会既然已通过了 周边三法

案!, 他的这番说词无异透露了他在敦促李登辉应迅速参与美日之

间的新联合,也无异在唆使美国与中国之全面对抗,以为日本重返

台湾并重新崛起于东亚的霸权铺路。因此, 引起台北学术界洞察

中日大局者出而对他痛骂之, 并严重警告之, 如 日本右派之想重
新参与韩国与台湾的军事事务,如中岛之所云,日本当极有可能重

蹈 1930年代德国第二度趋向大覆亡的覆辙!。∀

此外,许多研究台湾问题的日本学者虽然不一定是新军国主

义者, 但经常有意识与无意识地支持台独或与李登辉有着千丝万

缕的不同层次的关系,因而无法维持学术研究之判断中立与追求

真实的基本立场。如历史学者曾任日本驻泰国大使的冈崎久彦,

著有%冈崎久彦特集&, 其书中在论及台湾时,即认为 台湾作为中

华化外之地,有其固有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毋宁是与独立

意向相结合的!;又说:  台湾系与大陆中心文化相隔绝的岛国) )

与美国有相似的环境!, 亦即鼓励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如同美国

独立于英国之外一样。因此, 冈崎久彦受到李登辉的激赏, 不只于

1995年 10月将其上述%特集&一书列为台湾青少年百杰的课外必
读物,还邀请他到其台湾政府机关作专题演讲,令有关的全体职员

都来听讲(冈崎也曾大力鼓吹日本战后的民族主义,曾于 1992 年

撰文宣称:  日本再过十年, 将成为世界超级强国))至少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可能处于类似大英帝国鼎盛时期那样的地位。!但他

的预言并未实现,反而 1991年后日本泡沫经济的危机,连其 经济

超强!的地位,至今也一落千丈了)。#

1998年 5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日本台湾学会, 系以对台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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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术研究与交流为目的,标榜不涉及当前政治, 发起者除东京大

学教授若林正夫、藤井省三、关西大学教授石田浩、大桥英夫等 31

人外,创会会员有 145人(现在会员增至 300多人) ,多数是执教于

日本各公私立大学的日本学者,多位台湾学者如台湾大学副教授

吴密察、台湾艺术学院(大学)教授陈其南等也受邀参加。该学会

于成立之初,即选出若林正夫为第一位会长, 在成立主旨中指出,

从地理上、民族上及历史上来看,台湾在学术领域上已具备适合于

成为 区域研究!的性格, 不宜再定位于中国研究的下层领域,显示

已具有一定的独有性。因此, 该学会的成立虽说是将与 中国研

究!相辅相成,但多少有些倾向于台独的敏感性。∀

在若林正夫的主持下,日本台湾学会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相当

顺利而良好,除于 1999年 5月即出版了%日本台湾学会报&创刊号

之外(现已出版至第 5 号, 每年 1册) ,也发行了定期出版的%日本

台湾学会 一 ! ∀一&( %学会通讯&) (约 5个月至 10个月一

期) ;并致力编纂%战后日本台湾研究文献目标&(由北海道大学助

员授川岛真主持) ,建立电脑联线沟通, 也经常定期在日本与台湾

举办小型的研究会、演讲会、读书会等。# 若林正夫毕业于东京大

学, 1972年获硕士(修士)学位, 1985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 其代表

性著作有%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研文出版 1983版,为若林的博

士论文)、%蒋经国与李登辉&(岩波书店 1997版)等, 所下功力甚

深,而且也相当忠实客观。∋ 例如他在%蒋经国与李登辉&一书中,

即认为 现在的李登辉愈来愈像日本的天皇,变成是不会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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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了任何事情, 都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错, 反而不会是他的

错!。∀

惟日本台湾学会会员的来源与会员研究的范围,也相当庞杂,

该学会虽说是与当前政治无关,但它的核心会员中不只有着日本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松田康博(他研究中台美之间的军事关系与

台湾情治单位的历史与现状诸问题 他的中文造诣极佳, 并且

显然可能与日本在台的情治体系有关) ;该学会的一些学术研究会

也有日本官方驻台湾机构的交流协会的 日台交流 # ∃ ∀一(日台

交流中心) 的人员参加, 有着相当地学术与政治不分的情

况。# 1998年 3月 19日至 2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与

美国 gow a 州立大学人类系合办 中国文化面貌新探国际研讨

会!, 日本台湾学会创会会员沼崎一郎(东北大学教授)在会中宣读

论文,题目为  The ,Real Community+ U nder  Gmagined! States:

T he Social- economic Transformat 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T aiw an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T aiw an(% 想像中国家!之

 真实社区!: 当代台湾的社会经济变革与其 新台湾意识!的兴

起&) ,文中除分节讨论 真实社会的构造!、 真实社区的正面实现

与,新台湾意识+ 的兴起!,与 从,现象中国家+ 到现实的政治社会:

,新台湾意识+ 的政治意识!等问题之外,他在上述最后一节中说,

 新台湾意识!就是要将 想像中国家!量身制造为合乎未来台湾岛

上独立的 真正社会!的 他实际在公然挑拨与鼓吹台独。∋ 这

是有违他的学者身份的。当为参加该研讨会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研究员李恩涵所驳斥, 认为他之认定未来台独的必然趋势是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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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中国文化面貌新探国际研讨会&沼崎一郎的论文(英文)。

参阅 http: / / ww w soc nii ac jp/ jat s/ gakkaiho/ gakkaiho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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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道理的,因为 新台湾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有着各项不同的

可能趋向,并非如他所论的具有 必然性!。李氏并提醒他, 他是一

位日本籍学者, 在台北以外国籍学者身份而谈论台湾政治上的敏

感问题,实已违犯了国际法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了。李氏并

在正式发言之后,向沼崎一郎递出一张用英文写成的 字条!:  我

可不可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的学术讨论会上)公开主张(北海道)

爱奴民族独立运动? 中国也可以强力支持琉球独立运动。! ∀ 这

就是对沼崎一郎非学术性武断式的讨论的一项纠正。

不过,从我们现所见到的日本台湾学会在日本与台湾所公开

的各项年会、研究会与演讲会的资料看来, 至目前为正, 该学会在

若林正夫与第二位会长石田浩的领导下,尚能谨守学术研究的分

际的。# 总之,台湾是中国人的台湾,他国人包括日本的学者当然

可以对其作种种客观性的研究,但如果将特定的政治意识与学术

研究纠缠在一起,却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我们当对此保持高度

的警惕。

(作者李恩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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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 http: / / ww w soc n ii ac jp/ jats/ news let ters与其他相关文件。

见李恩涵就上述沼崎一郎之论文的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