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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柬文化交流论坛举行

本报电（记者严瑜）近日，首届中柬文化交流论坛暨中柬文化交
流联盟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创新、共识、发展”为主题，旨
在汇集两国文化交流、国际传播、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优质资源，推
动中柬文化互融互通，深化中柬两国学术合作与人文交流，促进两
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中柬文化交流联盟在论坛上宣布成立。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独，柬埔寨皇
家集团董事长、柬埔寨总商会会长陈丰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杨丹，柬埔寨驻华使馆商务参赞钱明光，中国华能集团总经济
师、海外事业部主任林伟杰等分别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王文天在致辞中表示，中柬两国均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交流和互学互鉴始终是双边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驻柬使馆
肩负着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愿与各方一起，为增进两
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贡献力量。

舒印彪在致辞中说，中国华能与各方联合发起成立中柬文化交
流联盟，将进一步深化中柬文明交流互鉴，使两国民众更加相知、相
亲、相融。未来中国华能将依托能源低碳技术创新，深化国际能源
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可负担、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服务，与当地民众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

宋独表示，柬埔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联盟的成立恰逢其时。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将与中国的研究机构、
智库、高校携手，在文化、习俗、历史、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
加深彼此理解，加强情感交流，共同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论坛上，中柬两国企业与智库代表等还就“可持续发展下的
创新与融通”“‘Z世代’青年群体的中柬文化交流与传播”等话
题展开深入交流。

据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外国语大学、艾利艾智
库发起成立中柬文化交流联盟，并组织召开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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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涉华议题 挑衅意味明显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12月16日
表示，他本人没有出席北京冬奥会的计划。在此之
前，日媒已有报道称，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可能将不出
席北京冬奥会，这意味着日本可能追随美国，不派官
员来参加北京冬奥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称，我们欢迎
各界积极参与北京冬奥会，反对将体育政治化的行
径，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近段时间，日本蓄意炒作涉华议题，对华挑衅意
味明显。岸田文雄在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就曾声
称，“对付中国”是其当选后的“首要任务”。当选首
相之后，岸田文雄果然打起“中国牌”。

10月27日，岸田文雄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东
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时，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所
谓“改变现状”的举措，“是对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
的挑战”，还宣称就此向东盟“传达深刻担忧”。就在
岸田文雄发表上述言论前夕，日本直升机航母“加
贺”号和美军航母“卡尔·文森”号，于10月25日在
南海海域进行了联合演习，炫耀武力。

“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涉华议题上挑衅动作不
断，并将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人权
问题’以及冬奥会相关话题作为主要抓手，试图牵制
中国。”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杨勉向本报记
者分析称，除了积极参与美国围堵中国的相关国际战
略、加强对钓鱼岛的主权声索以及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之外，日本近来对华挑衅意味强烈的一个新举动是为

“台独”势力撑腰，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12月14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一场智库论
坛上发表视频演讲时，就涉台问题大放厥词，将台湾
称为“国家”，公然支持“台独”。而这已不是他近来
第一次拿中国的内政大做文章。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
泰秀此前在参加美国智库活动时也声称，要保护台湾
这个“民主国家”。

对此，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安倍晋三的
言论极其不负责且错误，中日关系不能继续恶化。美

日两国必须改变策略，应该承认“一个中国”，并且
要付出行动。

巩固日美同盟 推进修宪议程

日本近来频频对华挑衅，究竟有何图谋？
孟晓旭认为，日本的挑衅行为主要基于四方面目

的：一是向美国示好，巩固日美同盟，同时利用美国
对华展开大国竞争的契机，牵制中国，以期在与中国
存在争议的领土问题上获得战略优势；二是通过与美
国之外的第三方国际力量加强安全合作，如与澳大利
亚、英国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对华形成多边
制衡，进一步对华施加压力；三是从自身国内战略出
发，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在日本国内制造紧
张气氛，以此获取民众支持来更好推进修宪等政治议
程；四是利用所谓民主和人权议题抹黑中国，从而提
升日本在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现自身战后转
型，谋求成为“正常国家”。

岸田文雄此前在接受《Hanada》杂志 12 月刊访谈
时表示，有意在担任自民党总裁期间实现修改日本和
平宪法。此外，他放言“对中国，我一步也不会退让”。
对此，日本共同社指出，在日本众议院选举的街头演说
中，岸田文雄基本没有提及修宪和对华政策，但此次在
访谈中的举动似乎意在向保守人群做宣传。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想通过渲染所谓‘中
国威胁’，实现修宪梦想。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
为修宪和谋求‘正常国家’地位制造舆论氛围，这是
日本政府的一贯做法。”杨勉分析称，当前日本政府
妄图火中取栗，利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谋求
自身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
日本的焦躁情绪日益严重，妄图阻滞中国崛起的脚
步。为此，日本不惜充当美国的打手，配合美国围堵
中国的战略，希望以此维持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同
时，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端，又不愿承
认历史罪责，因此想趁机报复中国，借中美关系紧张之
际，将台湾问题当一张牌打，以此压制中国。”杨勉说。

恶化中日关系 加剧地区紧张

如今，岸田文雄有关将不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的最新表态，仍在持续发酵。有分析指出，虽然岸田
文雄的表态相对美澳要更加温和，但仍表明在冬奥会
一事上，日本选择背信弃义，跟随美国的脚步。从中
也可看出，在涉华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为了成功修
宪，可能会完全倒向美国，并加大挑衅中国的动作。
日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势必会影响未来中日双方
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有效交流与合作。

“日本对华挑衅行径将造成诸多负面影响。首先，
中日关系将进一步恶化，无法实现真正改善，两国政
治、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都将随之受到影响。
其次，日本搞分裂，组小圈子，拉一派打一派，将给亚洲
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制造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地
区和平发展的势头将因此受损。”杨勉分析称，美国、中
国和日本是全球前三大经济体，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的主要发动机。如果日本一味采取错误行径，导致东
亚地区不安定，那必然也将破坏全球局势，打击人们对
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信心。

孟晓旭指出，接下来，日本政府在涉华议题方
面，还有以下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不断
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二是跟随美国政府，继续
搞所谓“人权外交”；三是在国际多边场合炒作钓鱼
岛问题，与中国抗衡；四是在安保领域，加紧发展对
敌基地攻击能力，企图打着防御的幌子，解除进攻能
力限制。

据日媒报道，11月下旬，岸田文雄在陆上自卫队朝
霞驻地出席检阅仪式时强调，考虑到日本周边安全环
境急速变化的现状，将强化必要的防卫力。他表示，在
修改外交安全政策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
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过程中，不会
排除探讨拥有在对方国家疆域内阻止弹道导弹的“对
敌基地攻击能力”。

“一个对过去侵略历史没有深刻反思的日本，如
今反而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越来越重视对军事力量
的运用，这将加大地区安全风险，令日本邻国及国际
社会充满担忧。”孟晓旭说。

上图：12月11日，在日本东京都YMCA亚洲青
少年中心举行的“南京大屠杀 84 周年证言会”上，
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研究的旅日侨胞林伯耀
介绍煤炭港大屠杀地图。该地图由曾参加过南京大屠
杀的侵华日军中士梶谷健郎在世时手绘。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摄

日本频频对华挑衅值得警惕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80周年纪念
日，99名日本议员高调参拜靖国神
社；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剩不到
50天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宣
布不会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日本前首
相安倍晋三等右翼势力屡次三番炒作
涉台问题，公然支持“台独”……近
段时间，日本对华挑衅动作不断，不
仅给中日关系蒙上阴影，也给地区局
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引起国际社会
高度警惕。

观 象 台

最近，一些日本政客又一次刷新了人类良
知的下限。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发
动太平洋战争80周年当天，日本99名议员竟集
体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9名副部长级政府
官员。在如此特殊的日子公然踩踏历史红线，
日本政客的挑衅之意昭然若揭，引发国际舆论
强烈谴责。中国和韩国外交部均敦促日本正视
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挑起太平洋战争，给亚洲乃至全世界
都带来了深重灾难。时至今日，一些日本政客
非但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反而一再挑战周边邻
国的利益和底线，继续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
邪路上狂奔。

——在历史问题上持续开“倒车”。战后，
日本一直没有受到严肃彻底的司法追责，甲级
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屡受日本政客供奉参拜；在
强征“慰安妇”和赔偿二战劳工等问题上，日本
政府遮遮掩掩、缺乏诚意；日本部分人士还一再
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企图淡化和逃避
罪责……日方的种种恶劣行径，是对历史正义
的亵渎，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破坏，也严重伤害
了中国、俄罗斯、韩国等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
国家人民的感情。

——外交军事政策越发咄咄逼人。从解禁
集体自卫权，到防卫预算连年创新高，再到大力
发展攻击性军备，日本不断架空、突破“专守防
卫”等一系列和平主义原则，暴露出危险的军国
主义倾向，引起周边邻国高度警惕。近年来，日
本加大对美战略捆绑与依附，甘当美国“印太战
略”马前卒。日本自卫队多次主动组织或参与
大规模军演，一些日本政客大肆渲染所谓“中国
威胁”，对涉疆、涉港、涉台等涉及中国主权和核
心利益的议题作出不当言行，损害中日关系健
康发展。

——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展现极端利己主
义。今年4月，日本没有与周边国家充分协商，
单方面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遭到国际
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还拒绝
中韩朝俄等近邻国专家进驻福岛核电站、参与
核废水的处理。《韩民族日报》批评，日本强行排污的行为表明，日本
掌权者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与过去无视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甚至要
抹去相关记忆的行为如出一辙，“这是更需世界警惕之处”。

一段时间以来，对亚太地区不少国家而言，日本的所作所为尽显
“恶邻”本色，既不尊重邻国感情，也不维护双边关系，更不顾及地区发
展利益。如此种种，居心何在？一方面，日本一直希望摆脱二战战败国
身份，成为“正常国家”，追求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地位，因而
极力否认侵略历史，不断谋求自我松绑，以彰显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影
响力；另一方面，日本右翼政客近年来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心存猜忌和焦
虑，加之日本一直视日美同盟为对外政策基石，因而不遗余力跳上美国
的“反华”“遏华”战车，不惜把自己的周边外交搞得一团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军国主义有没有前途，历史早已给出答
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妄图靠战争称霸亚洲乃至全球，使日本站
在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走向彻底失败。一味仰人鼻息有
何下场，日本也早有切身体会：二战后，日本长期依附美国，却在上
世纪80年代因发展势头过猛遭到美国的报复性制裁，国家经济陷入
长期停滞。为自身尊严和利益计，日本还不该以史为鉴吗？

今天，日本政府面临着抗击疫情、复苏经济的紧迫任务，离不开
与邻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目前，日本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比重
达22%。中国连续14年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即将生效，亚洲经济一体化前景可期。不少国际学者认
为，亚洲将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中心。日本地处亚洲，无论从长远
利益还是现实诉求来说，与周边邻国妥处分歧、加强合作才是明智之
选。“亚洲国家不应该落入美国陷阱。日本应当支持亚洲经济发展，
没有什么比中日相争更危险、更无价值的了。”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
授羽场九三子的谆谆告诫，值得日本政客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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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中部6个州遭遇至少30
场龙卷风袭击，至今已导致超百人死
亡。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就这场风暴灾
难发声，称“这可能是我们历史上最
大的龙卷风灾难之一”。

中部六州损失惨重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
时间12月10日晚，美国中部和南部6个
州遭遇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创下了有
记录以来风力最大的一天。如今，距离
这场龙卷风灾难发生已近两周，美国受
灾地区的重建工作仍然面临重重挑战。

美媒报道称，受灾最严重的肯塔
基州已于12月14日开始重建工作。肯
塔基州官员日前警告称，在寒冷的天

气状况下，肯塔基受灾地区的居民可
能要在数周甚至更长时间里遭受停
暖、停水或停电的状况，而灾后重建

“将持续几年时间”。
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公布的数

据，此次龙卷风袭击造成 4 个州 33 万
多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在12月
10 日发布龙卷风预警时表示，预计至
少有 2500 万人口将会受到此次龙卷风
袭击的影响。

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日经亚洲》报道称，此次龙卷风
灾难将对美国经济造成进一步破坏。
遭龙卷风袭击的6个州都是汽车装配和
零部件生产基地。

此外，龙卷风也给美国物流业带
来重创。据美媒报道，近日美国联邦
快递称，其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物
流中心受损，该中心是连接美国中西
部和南部的关键物流枢纽。有分析指
出，12 月份不仅是美国主要的节假日
时间，也是整个交通和物流系统最繁
忙的月份之一，这次受灾最严重的肯
塔基州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物流中心。

除了交通和物流之外，龙卷风袭
击还造成更多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在当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
下，这场龙卷风灾难无异于雪上加
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周方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
说，受龙卷风袭击的影响，受灾州面
临交通瘫痪、住宅和基础设施大面积
损毁、物流供应链中断等问题，这些
情况还会造成工厂产出和营业收入减
少。因此，这场龙卷风灾难势必会对
美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联邦政府面临挑战

据国会山报报道，当地时间12月15
日，美国总统拜登到受龙卷风影响最严
重的肯塔基州视察灾情。拜登在现场
表示，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重建
肯塔基州，并已经紧急准备了发电机、

饮用水、婴儿床和毛毯等一系列物资。
美联社日前评论称，极端天气考

验拜登的灾难处理能力。作为总统，
职责之一就是应对地震、飓风、龙卷
风和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

有分析认为，尽管拜登呼吁全国
不分政党，团结应对这场灾难，但目
前美国国内政客及媒体并未停止争
吵。有人鼓动民主党将这作为打击共
和党的机会，也有保守派媒体指责拜
登利用灾难推动其气候变化议程。因
此，对于拜登来说，两党尖锐对立带
来的社会分裂和这场灾难本身，都是
对他的严峻考验。

“在新冠肺炎疫情旧伤未愈的情况
下，拜登政府对此次风暴袭击的应对
措施备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关
注。”周方银表示，对拜登政府来说，
这场龙卷风灾难是一次严峻考验。一
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居高
不下的背景下，美国的医疗资源已经
不堪重负，龙卷风袭击给美国的受灾
救助系统带来更大压力。另一方面，
这场龙卷风灾难导致受灾州停暖、停
水或停电数周，一些无家可归的民众
急需避难所，灾后重建工作迫在眉
睫。考虑到美国迟迟未见成效的疫情
防控及经济复苏态势，这场自然灾害
将使拜登政府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龙卷风再龙卷风再度考验度考验美国政府
赵尹凡

图为12月12日，在美国肯塔基州鲍灵格林，一名男子查看遭龙卷风侵袭的房
屋。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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