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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情怀 
 

虽然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很大，“一衣带水”也往往被用以形容

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关系。然而，从 1894 年甲午战争到 1945 年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历时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尤以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三千万中国军

民死于战火，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 6000 亿美元；“南京大屠殺”、

‘731 部隊’等惨绝人寰的史实，是中國民眾心中永遠的痛。这样复杂

的历史心结，在政客的操弄下，往往使两国之间脆弱的关系火上浇油

雪上加霜。  
 

今年九月钓鱼岛发生中日撞船后船长与船员被日方扣押的事件。日本

政客借此恶意消费中日关系，以求保住其党内和个人的执政地位，并

作贴近美国的垫脚石，在国内推波助澜，连爆反华示威抗议，大肆辱

华浪潮一浪高一浪。但中国政府对这一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中国

公民人权的行径，除了表示强烈抗议外并展现出强硬的态度，迫使日

本于事件十八日后释放船长，争端得以落幕。 
  

撞船事件唤醒了我对父母关于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流离迁徙家破人亡口

述的记忆，也再度激起了我四十年前“保钓”情怀的涟漪。清晰记得

另在 1964 年时，因为“周鸿庆事件”， 台湾的学生们开展了不买日

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日本书刊，不讲日本话的

“五不运动”；笔者时念小五，情绪受到鼓动也上街到处张贴反日标

语，亲身参与了人生第一次的学生爱国运动，至今颇为自豪。感动的

是，这次中国政府对本次撞船事件处置的果断与坚决，非但强化了中

国对钓鱼岛及其海域领土主权法律地位的宣示外，也进一步使小日本

的主子-美国领教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威力，让普天下的炎皇子孙引以为

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