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周边

24

2015年是韩日关系比较纠结的一

年，特别是对韩国而言。这一年的6月

22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都参加了对方国家使馆的纪念

活动，庆祝韩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释放友好信号；这一年的8月15日，韩

国高调庆祝光复70周年；这一年的11

月1日，中日韩领导人时隔三年多在首

尔再次会晤，三国领导人表情颇具意

味；这一年的12月28日，韩日共同宣

布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协议，韩国承

诺“往事不会再提”。

韩日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韩日关系是一种

同盟体系内的竞争协作关系。韩国和

美国、日本和美国都签有军事条约，

维持着牢固的同盟关系；而在没有签

订军事条约的韩国和日本之间，则是

一种同盟体系内的准同盟关系。准

同盟要为盟主美国完成亚太战略布局

展开协作，比如2014年12月三国签署

《韩美日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

报交流协议》便是协作的体现。所谓

竞争，说的是在同盟体系内，韩国和

日本在竞争来自盟主的关注度和资源

投入。日本和美国走得近了，韩国就

会有些着急，比如小泉时期、安倍时

期；韩国和美国走得近了，日本就有

点坐不住了，比如李明博时期。

韩国骨子里是看不上日本的，有

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传统文化上，

韩国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在儒家文

化圈里，中华文明自古代中国的中原

地区开始，经过半边缘的朝鲜半岛，

再传至边缘地区的日本。特别是在

“大明之后无中华”的思维中，韩国

认为自己是地区文化的中心，是最好

地保存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地方。在这

一点上，韩国有很强的心理优势。

二是殖民历史的问题。从1910年

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

达35年的殖民统治。这段历史横亘在

韩日之间，说轻了，是历史隔阂；说

重了，就是难以逾越的历史鸿沟，是

民族仇恨。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

人处境很惨，整个社会上层职位都被

移民半岛的日本人占据，韩国人连自

己的姓氏、文字都不能用，还被强征

去参军。在长期的压制下，“恨”成

为韩国人社会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

征，不会轻易消失。遗憾的是，偏偏

有些日本领导人不反省历史，不停地

刺激韩国人的敏感神经。韩国认为自

己反殖民，占据道义制高点，日本应

该俯首认罪。韩国比较难以咽下的一

口气就是，在旧金山“媾和”后，日

本摇身一变，从美国的敌国、被占领

国，瞬间变成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

国。惨烈的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发现

日本利用战争特需，经济高速发展，

韩国对此敌意难消。

这段历史的存在，仿佛一块天

花板，限制了韩日关系可能发展的

高度。美国当然希望自己的两个亚洲

重要盟国之间能建立起稳固的协作关

系，以构筑三边均强有力的“铁三

角”，因而在说服韩日改善关系方面

费了不少心思，但有时也因不能如

愿而生出抱怨：虽然认为韩国在历史

问题上的一些要求也有道理，却更希

望韩国能“稍微大度一点、更包容一

点”，不要老揪住历史问题的“小

韩日之间到底在纠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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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不顾美国“亚太再平衡”的

“大局”。2014年4月，美国总统奥

巴马在访韩期间表示，发生在慰安妇

身上的事情是“可怕的、令人震惊的

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日本正确对

待历史问题。奥巴马在首尔站台，言

外之意是在告诉韩国：你纠结的这点

事儿我知道了，适可而止吧。到2015

年底，日韩外长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

议，美国立即表示热烈欢迎，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显然，美日韩都期待

2016年日韩关系得到缓和与加强。

“韩国耗不起，日本耗得起”

对于韩日达成的慰安妇协议，各

方反应不一。韩国政府认为这是付出

了巨大努力才获得的谈判结果，但在

野党和民众并不领情，认为这是“屈

辱”的协议。中国方面的反应也有些

复杂。一是担忧韩日之间的问题解

决了，中日之间的慰安妇问题该怎

么办？二是觉得似乎少了一个在对日

历史问题上的“战友”，而且这个

“战友”转身走进了对方阵营。其

实大可不必。韩日协议的达成并不意

2015年11月30日，韩国总统

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出席巴黎气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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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慰安妇问题的彻底解决，更不意

味着韩日历史问题的解决。韩国从来

不是为了支持中国才在历史问题上对

日采取强硬措施的。每个国家都要首

先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自己的问题

也主要得靠自己的坚持、执着、智慧

去解决。

其实，韩国朴槿惠政府能把慰

安妇问题谈下来，还是相当难得的，

没有一定的战略决断力很难完成。韩

国能接受这个有些“屈辱”的协议，

最关键的一点是，健在的慰安妇都年

事已高，如果不能在她们的有生之年

给出一个说法，这将是无法弥补的历

史遗憾。也就是说，时间不在韩国一

边，韩国耗不起，日本耗得起。

“韩国耗不起，日本耗得起”的

事情还发生过一桩，比慰安妇的事情

更重大，这就是韩日邦交正常化。这

个谈判，从李承晚时期开始，谈了13

年零8个月之久。在谈判的最后节点，

美国对韩国而不是日本施加了压力，

用美国官员的话说，就是因为“日本

不是那么需要韩国”。韩国从国内经

济发展考虑，从美国的亚太布局出

发，接受了日本的条件，签署了《韩

断地渲染民族主义甚至是侵略主义议

题，日本政治趋于保守化，外交更加

强势。调查数据也显示，近年来日本

人对韩国的好感度下降明显，特别是对

韩国的一些反日行为尤其反感。在这种

结构性矛盾得到解决之前，日韩政治关

系和民间关系的发展不会很顺畅。

二是在外交上，韩国最近这十年

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明显提升，并

活跃在G20、联合国等重要场合，堪

称中等强国中的佼佼者。朴槿惠政府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很有魄力，

坚定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坚

定地谋求中国对半岛统一的支持，坚

定地把四大国外交的顺序从“美日中

俄”调整为“美中日俄”，为此也遭

到了来自美国、日本和其他美国盟友异

样的眼光。日本对韩国“走近中国”、

“远离美国”的做法很不屑，并“嗤之

以鼻”。另一方面，在不少周边国家看

来，日本紧紧追随美国，渐渐失去了

作为外交独立行为体的资格。由此看

来，韩日之间的不和谐在所难免。

2015年韩日关系的走势，基本上

是顺着朴槿惠政府的思路展开的，从

前期的对日高压、对安倍战败70周年

讲话的勉强接受，再到年底慰安妇协

议的达成。在韩国国内，要求加强对

日关系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如果迟

迟不能打开对日关系的僵局，会对朴

槿惠政府相当不利。何况安倍已稳住

了其国内的政治地位，改变了困扰日

本的“一年一相”窘境，任期可能至

少与朴槿惠重合。韩国必须认真对待

安倍政府，朴槿惠总统不会让自己的

任期成为韩日关系“失去的五年”。

展望2016年，韩日会在多个层次、多

个领域展开全面的合作。新年伊始，

朝鲜核爆，刺激韩国、日本与美国进

一步加大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日基本关系条约》。当时多数韩国人

很难接受，临近协议签署时，韩国学

生、市民冲击国会，包围青瓦台，朴

正熙的执政陷入危机。因为游行示威

致使道路堵塞，美国驻韩大使和“联

合国军”总司令乘坐直升机来到青

瓦台，力挺朴正熙。之后朴正熙宣布

戒严，出动军队维持秩序，渡过了难

关。朴正熙当时承受的压力，比现在

的朴槿惠要大得多得多。韩日邦交正

常化之后，两国经济交往加快，韩国

成为日本领导的“雁行模式”中的重

要一员，经济开始起飞，创造了“汉

江奇迹”。

不和谐在所难免，但韩日关系不会“失去”

最近这些年来，韩国的对日政策

比以往强硬，心态也有所变化。日本

亦有变化，更加焦躁、咄咄逼人。而

引发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韩国

经济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停滞形成了

此升彼降的结构性矛盾。韩国正在克

服经济上追随日本的窘境，以韩日代

表性的电子企业为例，日立、索尼、

松下等日本企业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曾

经是韩国三星的榜样，辉煌而遥不可

及。而今，三星早已全面超越这几家

公司。在2015年美国《财富》杂志发

布的世界企业500强榜单中，三星电子

稳居第13位，日立第89位，另两家都

在100位之后。韩国期待，统一后的半

岛能以7000多万的人口和可观的经济

规模，产生与日本接近的影响力。日

本则表现得有些焦躁。有评论指出，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长期

的经济低迷、社会停滞，2011年3月的

大地震、海啸与核泄漏加剧了日本的

困局。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快速发展

相比，日本相对衰落，老龄化、少子

化现象严重，国民的不安和焦虑感陡

增。这种情绪被日本政治家利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