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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日本必须对
那场过去的战争做出回应。作为日
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也将在今年8月的
某个时间发表一个谈话，以表示日
本或者至少安倍本人对那场战争的
看法以及表明日本将如何走出那场
战争的阴影并开创未来。

那么，“安倍谈话”会有哪些主
要的内容呢？不言而喻，谈话的主
动权掌握在安倍手中，他可以有各
种选择，比如是否继承过去“村山
谈话”和“小泉谈话”的内容和精
神，以及多大程度上加以继承，或
者是否会对其前任的谈话加以修改
以至从根本上进行颠覆，是否会增
加新的内容等等。

“安倍谈话”是否会使用中国、
韩国这些国家特别强调和在意的

“侵略”“殖民统治”“谢罪”等这些
敏感的词语恐怕还不能肯定，因为

“安倍谈话”的主要目的或者说重点
并非是要强调历史，即继承过去首
相的谈话精神。然而，不论怎么
说，历史问题总是日本难以摆脱的
一个阴影，不论强调与否，可能都
会使安倍比较纠结，说得太重，他
自己可能难以接受，说得太轻，中
国、韩国或其他亚洲一些国家可能
又不能接受，甚至还会引起美国等
西方国家社会舆论的不满，反而会
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

“安倍谈话”如何能够既满足自
己以及日本国内大部分人的一种政
治和感情需要，又能够让中国、韩
国等国及其民众满意，将严重考验
着安倍的政治智慧。其中，如何定
义那场战争，对安倍来说是一个绕
不过去的坎。

人们之所以担心安倍在这个问
题上会不能让人满意，主要是因为
他在 2013 年 4 月日本参议院答辩时
曾经公开说，侵略定义在学术上乃
至国际上尚无定论，而是取决于站
在何种立场上来看待。为此，还曾
引发舆论的一时指责。

其实，对于那场战争的性质国
际社会及其舆论早有定论，不论安
倍是否承认，都不会影响对那场战
争的定性。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对
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战争明确就
是侵略，尽管对于“侵略”在国际
法中的定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才由联合国给出了明确的表
述。

在 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11 月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东京审
判”为日本定罪不可改变，就早已
经明确了侵略的定义，或者说这一
概念当时就是为日本而量身定做，
即明确宣布日本自 1931 年“九一
八”事变开始及其后的一系列对外
军事活动都是一种侵略行为。

所以，对于安倍来说，明确承
认侵略并将其写入谈话中会有利于
日本尽快走出历史的阴影，否则越
是不承认或者不愿意说就越会被舆
论揪住不放，这样其实对日本的国
家形象会更不利。

总之，为日本国家利益计，“安
倍谈话”应该明确承认殖民统治和
侵略并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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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法国侨界“反暴力万人签
名”活动又有了新的进展。上午 11 时 30
分，内政部办公室副主任 Eric Morvan、
法国警察总署办公室副主任Magali Char-
bonneau 代表内政部长约见了以法国华侨
华人会执行主席王加清为首的侨界代表，
听取了他们发起的“反暴力、要安全”万
人签名活动的情况，以及旅法华侨华人关
于安全问题的详细诉求，并当场承诺采取
切实措施加强有关选区的治安。

6 月中旬，由于无法忍受所在街区愈
来愈差的治安环境，王加清号召当地华人
发起“反暴力、要安全”万人签名活动，
以王加清为代表，将请愿书送到法国总理
府。6月26日，王加清收到法国总理瓦尔
斯亲笔签署的回信，约定 7 月 7 日法国内
政部负责人与侨界代表会面，让侨界代表
提出具体诉求。在信中，瓦尔斯告诉王加

清，他已收到请愿书，并了解华侨华人们
的关切点，“政府会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国
土上每个人的安全。”

接到内政部的电话之后，王加清为这
次会面做了充分准备。除了侨界代表，他
还邀请了专业的法律顾问，专业翻译，组
成团队一起前往。王加清事后接受采访
说：“内政部办公室主任代表部长接见了
侨界代表，认真听取了侨界关于安全问题
的诉求。”王加清说：“正如法国总理承诺
的那样，政府会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国土上
每个人的安全，内政部负责人也做了同样
的表态。但是，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做出具
体的行动，而不是表面的承诺。”

王加清表示，侨界代表希望有专人负
责此事，当局政府能够出台或者完善相关
的法律法规以及制订具体的方案。他认
为，内政部对此的回应应该说是非常积极

的，令人鼓舞的。首先，内政部将成立专门
工作小组与侨界负责人对接，工作小组将
每月与华人安全工作组会晤一次；其次，将
在敏感街区进一步增强警力，包括便衣警
察，近期从警校毕业的学生将有 1000余人
补充到巴黎；同时增加监视器的数量，商店
门口也可以安装监视器，并具有法律效
应。下一步的工作，双方将进一步沟通。

内政部负责人表示，政府充分关切华
人安全问题。专门成立此工作小组即是一

个最好的回应。王加清也坦言，虽然总理
和内政部都做出承诺，但是马上改变目前
糟糕的治安存在一定难度。想把恶劣的环
境治理好，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所以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有
法可依，华侨华人心中才能安稳。同时，
王加清也表示，法国华人民众也要自我反
省，克服族群自身弱点，遵纪守法，积极
融入，全力配合政府和警方的细则举措。

（摘自法国《欧洲时报》）

中国游学团、夏令营以及企业培训团，成为每
年暑假休斯敦旅游业最红火的生意，旅行业者负责
机票订购与旅游计划景点安排，当地培训业者则负
责食宿安排，中国学生则在游玩之余了解东西方文
化差异。

休斯敦当地旅游业者与教育机构，暑假顺势推
出来美夏令营和短期游学团。许多来自中国的家长
希望孩子从小接触多元文化，不少学生小学毕业就
加入美国游学团行列。暑假期间，休斯敦著名景点
和商城，更是处处可见成群结队的游学团孩子。

旅游业也是接待游学大军的主力，一家旅行社
负责人表示，中国重视文化交流，暑假一到，由学
校组团安排两星期英语课程，课程完成后，再由旅
行社安排得州、美东或美西行程等文化和名校巡
礼。目前已有两个游学团报名，视年龄而定，16岁
以下为20人；大学游学团则有30多名学生。

糖城居民汉斯两年前在华人朋友引荐下，提供
寄宿家庭服务，目前已接待过5组学生，每次学生人
数一至三人不定。她说，夫妻俩年纪大了，小孩也
都在外州工作，对做寄宿家庭是兴趣，当作额外收
入，主要是有人陪，也挺不错的。

（摘自美国《世界日报》）
上图：美国太空中心是必游玩热门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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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代表约见华人
将切实保护华人安全

孔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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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对于澳大利亚旅游业的重
要性愈加凸显。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
亚 5 月份的入境游客增长了 2.7%，这主
要归功于中国游客的增长。

澳大利亚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出入境
数据显示，5月份有48.3万短期国际游客
抵达澳大利亚，其中中国游客增长 29%
至 6.23 万人。但整体增幅只有 2.7%，是
自 1月份下跌 1%以来的最小增幅。中国
游客在5月增加了1.4万人，而其他所有
国家新增的游客加起来也只有 1.29 万
人。5 月一般都是入境旅游市场最淡的
月份之一。

“出境游的中国游客数量依然惊人，
这是我们增长最快、最具价值的国际市
场，中国现在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入境游
客增长的发动机。”澳大利亚旅游局总经
理奥沙利文称。

澳大利亚旅游局为了鼓励更多中国
游客赴澳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已经和中
国的旅行社构建了一个精英网络，专门
训练他们向高价值游客推销澳大利亚
游。中国的航空公司也提高了到澳大利
亚的运力。

在截至今年 5 月的前 12 个月内，短

期游客增长6%。旅游和交通论坛执行长
奥斯曼称，这与过去 3 年的平均增长速
度相同。“在截至5月的一年内，访澳中
国游客超过 92 万。”奥斯曼说。中国游
客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客源，新西兰目
前是唯一一个赴澳游客超过 100 万人的
国家。 （摘自澳大利亚新快网）

中国客成澳旅业发动机中国客成澳旅业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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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7 月 7 日，海内外
的中华儿女用各种方式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 78 周年。在这样一个回首与展望的时
刻，海外华媒积极发声，展现各地华人的
纪念活动，再现历史的沧桑，传递和平的
愿景。

聚焦各国纪念活动聚焦各国纪念活动

美国、日本等地的华侨华人及各界人
士近日以各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当地华
文媒体对此十分关注。华媒的报道既有全
景式的速写，也不乏有细致入微的聚焦与
采访，纪念之情跃然纸上。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7 月 7 日上
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了纪念“七
七”事变 78 周年大型集会。参会者重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誓词，反对日本
右翼势力倒行逆施的行为。

报道特别提到，日本“日中友好8·15
之会”代表干事、原“神风特攻队”队员
冲松信夫在演讲中以其当年从一名普通少
年，逐渐变成一名“特攻队员”的亲身经

历，以及从侵华战争亲历者那里听到的事
实，揭露当年日军策划的对华侵略阴谋和
罪行。

今年 8月 15日，由著名侨领方李邦琴
发起筹建的海外第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项
目将在美国正式开幕。除了在美国本土收
集抗战文物外，一些文物也将从中国国内
运到美国进行展览。日前，纪念馆倒计时
新闻发布会在圣马特奥举行，美国多家华
文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在接受美国
《侨报》采访时，方李邦琴说，历史是向前进
的，没有人愿意活在历史的痛苦中。但是，
这页悲惨的历史是由谁挑起，如何把这页
历史翻过去，这是目前要做的事情。

此外，《欧洲时报》 报道了法国龙吟
诗社会员为纪念抗战胜利举办的诗歌朗诵
会。

创新报道呈现方式创新报道呈现方式

在海外华媒的纪念报道中，不乏精心
打造的“鸿篇巨制”。有的媒体实地采
访，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反思战争之痛；

有的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内容丰富，引人
入胜。

美国侨报网近期推出了新闻专题 《中
美同盟抗战岁月》，通过历史资料和影像
的展示以及信息图表等可视化方式，再现
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历程。编者在导读
中写道：二战中，中美两国并肩对日作
战，并分别承担了亚太以及中缅印战区的
主要作战任务，共同为亚太和世界范围的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条通道是进入 731 部队的必经之
路，通过这条‘死亡长廊’运往 731 部队
接受试验的中国、苏联情报工作者难以计
数，他们再没有从这条长廊走出来……”
美国 《侨报》 特约记者近日重返哈尔滨侵
华日军 731 部队遗址，揭示那段黑暗的历
史。与此同时，《侨报》 记者还在7月7日
前往宛平城，用照片向海外读者讲述那些
不能忘却的记忆。

驳斥歪曲历史行径驳斥歪曲历史行径

对于中国的纪念活动，近日竟有日本
政客匪夷所思地指责中方，引发舆论声

讨。尽管日本当地媒体在 7 月 7 日当天
“集体失声”，但日本华文媒体毫无惧色，
声音愈发响亮。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
歪曲历史的罪恶行径，海外华媒给予无情
揭露。

日本新华侨报网近期刊登多篇评论，
有文章指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作为那
场战争中中国对立面的日本，必须对那场
过去的战争做出某种回应。对于安倍来
说，明确承认侵略并将其写入谈话中会有
利于日本尽快走出历史的阴影。

新华侨报网还援引报道称，日“21世
纪构想恳谈会”代理主席北岡伸一表示，
安倍 70 周年谈话中最为重要的是正视历
史。关于“侵略”和“殖民统治”，应当
坦率地进行反省。

上月中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反省过去的战争，
今后绝不会重蹈覆辙。对此，美国 《星岛
日报》 刊发社论表示，由于安倍一贯诚信
度低，因此别忘孔子教言：“始吾于人
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
言而观其行。”

上图：美国侨报网纪念抗战专题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