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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个
纪念日纪念的宪法，是日本 1947 年实
施的战后和平宪法。然而，如今的日
本，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持续
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不断发展进攻性
军事力量，在背离和平宪法的危险道
路上越走越远。

“宪法第九条已死！”

1947年施行的日本宪法因其第九
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
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
际争端的手段，而被称为“和平宪
法”。第九条也被认为是制约日本军
力发展的关键。

长期致力于维护和平宪法的日本
前内阁法制局长官阪田雅裕说，第九
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
战争力量”，也就是说，日本拥有的是
自卫队，而非军队。支撑“自卫”概念
的支柱有两个：一是“自”，即日本的自
卫队只能保护本国，不能到海外行使
武力；另一个是“卫”，即“专守防卫”，
其要义是自卫队不得拥有攻击性武
器，不得具备可以直接攻击他国领土、
领海和领空的能力。

然而，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从
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国梦”，
日本自民党长期以来寻求摆脱第九条
制约，通过小步推进方式不断突破相关
限制。阪田指出，2015年安倍晋三政府
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令日本宪法对自
卫队施加的活动范围限制消失，自卫队
由此可以赴“日本国周边的公海和公

空”行使所谓自卫权，实际上推倒了支
撑宪法第九条的第一大支柱。

2022年底，岸田文雄政府强行通过
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
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
策文件，谋求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
力”、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
承诺，标志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
转变。对此，阪田表示，“对敌基地攻击
能力”彻底违背了日本宪法关于自卫队
不得拥有攻击性武器的约束，也就是说
支撑宪法第九条的第二大支柱也彻底
倒塌。“宪法第九条已死！”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去年 12 月和今年 3 月，岸田政府
两次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及其实施方针，允许日本将战斗机等
杀伤性成品武器出口到第三国。日本
直接向第三国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大门
正式被打开。

“这是公然践踏和平宪法的暴行，
这么做只会让日本自动卷入战争和冲
突。”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批
评说。日本智库“新外交倡议”代表猿
田佐世也说，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会
让日本的军需产业大幅发展，搞军备
竞赛的日本将“刹不住”武器对外出
口，已经彻底“变质”。

《东京新闻》记者川田笃志撰文
说，他负责日本防卫省相关报道两年
半以来，已不记得写了多少次日本安
保政策的“大转变”。这个本应基于宪
法规定的“和平主义”和“专守防卫”的

国家，在经过多次“大转变”之后，已彻
底变成了“能战之国”。解禁战斗机出
口与“和平主义”背道而驰，必将给日
本未来“埋下祸根”。

走在危险的道路上

日本右翼政客谋求让日本成为能
拥有军事力量的“正常国家”，但彻底
修改宪法难度太大，于是从安倍到岸
田，逐步绕开国会，将修改或制定安保
相关法规的主导权转移到政府手中。

日本学习院大学宪法学教授青井
未帆日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指出，
宪法是制定其他法律时应参照的基
准，脱离宪法制定的安保相关法律缺
乏正统性。

青井说，2013年安倍政府设立了国
家安全保障会议，开始让政府主导安保
政策的制定权。而现在，这种不把安保
政策提交国会讨论就直接由政府强行
决定的倾向越发明显，令人担忧。

此外，一段时间以来，岸田政府还试
图借助军事同盟扩张军力，强化同美国
军事合作，提速同菲律宾防务合作，同美
国、韩国升级三国防卫合作，还谋求与北
约等合作，大搞阵营对抗。分析人士指
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
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
来不稳定因素。纐缬厚说，一系列动作
说明，日本正走在危险的道路上。

《东京新闻》 发表评论说，安保
相关法律脱离了宪法第九条，正把日
本再次推上“军事大国”和“战争国
家”之路。新华社东京5月2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美国多地高
校反战抗议持续并引发暴力事件之际，美
国国会众议院5月1日通过法案，扩大“反
犹主义”的界定范围。

该法案主张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
对反犹主义的定义编入美国《民权法》关
于反歧视的章节。众议院当天以320票赞
成、91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该法案，下
一步将交由参议院审议。按美联社说法，
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
前景不明；一旦在参议院过关并由总统签
署立法，美国法律对“反犹主义”的界定范
围将被扩大，将“攻击以色列国”行为也包
括在内。

这一法案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支
持者表示，它为美国教育部提供一个亟需
的框架，用于监管和调查持续增多的针对
犹太裔学生的事件。反对这一法案的众
议员杰里·纳德勒认为法案管辖“过度”，

“批评以色列的言论本身并不构成违法的
歧视”。

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民间出现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
列的不同声音，且交锋日益激烈，一些抨
击以色列的言行被贴上“反犹”标签。随
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
员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多地高
校爆发反战抗议，抗议者不时与警方发生
冲突，已有1000多人被逮捕。

5 月 1 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的反战抗议引发暴力事件。一些支持
以色列的人攻击抗议者，双方爆发冲突，
警方介入。据美联社报道，15人在冲突中
受伤。一名旁观的学生说：“我从未见过
这种情形，从未见过大家变得如此情绪激
动。”

同日，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警方驱散抗议者时双方发生冲突。4名警
察受伤，超过 30 人被逮捕，其中 4 人被指
控殴打执法人员。 （惠晓霜）

美国会众院通过法案

扩大“反犹主义”
界定范围

这是2018年8月26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
习场举行2018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新华社波哥大5月1日电（记者周盛
平）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1日在首都波哥
大宣布，哥伦比亚 2日起将与以色列断绝
一切外交关系。

佩特罗1日在波哥大举行的一个集会
上说，之所以要与以色列断交，是因为以
色列领导人“搞种族灭绝”。他强调说：

“我们不能回到种族灭绝、灭绝一整个民
族的时代。”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当天在社交媒
体发文，谴责佩特罗宣布与以色列断绝外
交关系，并称以哥关系不会被改变。他
说，“以色列和哥伦比亚的关系一直良
好”，佩特罗“无法改变这一点”。

自去年 10 月 7 日巴以新一轮冲突爆
发以来，哥伦比亚与以色列关系一直高度
紧张。佩特罗多次抨击以色列，并号召其
他拉美国家跟哥伦比亚一起对以色列进
行谴责。去年10月底，佩特罗宣布召回哥
驻以色列大使。

去年 12 月 29 日，南非向国际法院提
起诉讼，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
灭绝。今年1月26日，国际法院发布具有
约束力的“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遵守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防止在加
沙地带发生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
行为。

（参与记者：吕迎旭、王卓伦）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
将与以色列断交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韩国实习
和住院医生今年 2 月因反对医学院扩
招计划发起的“辞职潮”尚未平息之
际，大韩医师协会新任会长林贤泽5月
1日正式上任，开启三年任期。他被视
为“强硬派”，要求总统尹锡悦道歉并
撤换保健福祉部长官，以此为前提条
件进行对话。

此次医生“辞职潮”导火索是韩国
政府2月初发布的医科大学扩招方案，
内容包括从2025学年度起将高校医学
院招生规模从目前的3058人增至5058
人，到 2035 年将新增 1 万名医生。医

疗界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约万名实习
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离岗，造成
诊疗混乱。

林贤泽 5 月 1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说，为了让医生、患者和民众不再担
忧，他将尽力解决这一问题。

外界普遍认为林贤泽属于医疗界
“强硬派”，他将就医学院扩招计划与
韩国政府“硬扛到底”。按他的说法，
鉴于韩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数量
减少，医学院不应该扩招，而应该缩
招。

韩国政府 4 月设立医疗改革特别

委员会，希望在这一多边协商机制下
与医疗界对话。医疗界对此强烈反
对，要求与政府“一对一”直接对话。
林贤泽要求尹锡悦道歉并撤换保健福
祉部长官，同时收回扩招计划，而后再
谈其他事宜。

林贤泽上任前在一场会议上表
示，他将像“战斗在前线的士兵一样坚
决强硬”，阻止政府出台错误政策。韩
国媒体报道，他定于 5月 2日召开大韩
医师协会首次常任委员会会议，计划
成立由医学院教授、实习住院医生和
医学生参与的协商机制。 （张旌）

韩国医生“辞职潮”风波持续
医协新掌门强硬表态

离和平宪法越来越远离和平宪法越来越远
日本如何面对宪法纪念日日本如何面对宪法纪念日

新华社记者郭丹新华社记者郭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