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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45周年。日前，
日本外相林芳正访华，双方
在会谈中多次提到该条
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全
文虽不足 1000 字，但从酝
酿到缔结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过程。

日方难下决心

1974 年 12 月初，日本
政坛响起一声霹雷：田中角
荣首相因涉嫌美国洛克希
德行贿案辞职，三木武夫上
台组阁。三木上台伊始就
表示要“促进日中和平友好
条约的签订”。

但是，在三木任内，中
日缔约谈判经过几十个回
合却无果而终。双方的主
要分歧是要不要在条约正
文中写进“霸权”条款问
题。“反霸”条款是中日发表

《联合声明》时已达成一致
并写进《联合声明》中的，但
起初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
中却根本没有“反霸”内容；
后来，他们又提出把“反霸”
条款“以某种表达形式写在
前言里”。中国政府则主
张，应完整地，即把这一条
款的两层意思写进正文里。

1976 年 12 月 24 日，福
田赳夫出任首相，随后三次
传话表示缔约意愿，但强调
要“双方意见一致”。由于
其传话都是话中有话，中方
在重申关于缔约的原则立

场后表示：福田首相是否下
决心是关键所在，既然还没
有下决心，认为时机不成
熟，中方可以也只能等待。

邓小平多次敦促

1977年9月初，复出后
的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
野清吾。在谈到缔约问题
时，邓小平敏锐地抓住福田
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
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
动向，不无风趣地说：“既
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
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
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
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
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
是两个字‘签订’。”

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很
快传到了日本，极大鼓舞了
一批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
日本各界活动家，这就为双
方谈判向前推进按下了“加
速键”。

此后，邓小平在会见日
本前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
进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
都清晰地表达了中方立场。

4月16日，邓小平会见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
作，通过他继续就霸权问题
做福田政府的工作。邓小
平指出：“条约中写入反对
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
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
区称霸，我们愿意用这一条

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
由于有历史的渊源，写上这
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
区国家关系是有益的、必要
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
家集团在这一地区谋求霸
权。日本反对在条约中写
入反霸条款，是因为怕得罪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实，
反霸条款是美国人写进中
美上海公报的，所以，说得
清楚一点，是怕得罪苏联。
难道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还
愿意和苏联在亚太地区谋
求霸权吗？”

两国关系的新起点

经过邓小平的多次敦
促和推动，缔约谈判于1978
年 7 月 21 日下午在北京继
续举行。

此后，中日双方举行
了多次会谈。8 月 9 日上
午和下午，中国外长黄华
在与日本外相园田直进行
了两次会谈。黄华按照中
央的指示，表示为使双方
的谈判一举达成协议，中
方原则同意日方 8 月 7 日
提出的建议，即在“反霸”
条款上加进“本条约不影
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
的立场”的内容，并同意在

“反霸”条款上增加“其他
任何地区”的字样，强调这
是中国方面所作的又一次
重大努力，“希望阁下不虚
此行”。

韩念龙副外长和佐藤
正二大使根据两国外长达
成的原则协议，于8月10日
上午就条约的条文措词进
行具体磋商，并在 11 日上
午举行的事务级谈判班子
全体会议上，就条约的全部
问题达成协议。

8月10日下午，邓小平
会见园田直和日方谈判班
子的全体成员。会见中，邓
小平强调：“虽然这次写入
条约的反霸条款文字上作
了些修改，但保留了精神实
质。我完全同意园田直外
相说的，这个文件不但是我
们过去两国关系在政治上
的总结，也是我们两国关系
发展的新起点。”

8月12日晚上，人民大
会堂安徽厅灯火辉煌，《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里举
行了签字仪式，黄华外长和
园田直外相分别代表本国
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1978 年 10 月 22 日 至
29 日，邓小平作为国家领
导人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
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
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
平 在 酝 酿 中 国 现 代 化 大
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
考察、取经和向日本发出
强烈的合作信号之旅，对
中日关系的推动，对中国
后来的发展，其作用难以
估量。 王泰平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始末

明隆庆四年（1570年），
一道人事任命震惊朝野。当
年两广叛乱，平叛大军连吃
败仗。内阁首辅高拱决定，
将江西按察使殷正茂升任广
西巡抚，统军十万，远征两
广。文官出身的殷正茂极具
军事才能，但他是个大贪官，
当地方官吃农民赋税，到军
队后就克扣士兵军饷，名气
很不好。因此，满朝文武一
致反对这项任命。高拱不为
所动。

亲信建议派人去盯着殷
正茂。高拱说，不用派人，他
端出了那道著名的算术题：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
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
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
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
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
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
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
问题。

果然，殷正茂上任后，几
个月就平息了叛乱。当然，
军饷他也没少贪，赚得盆满
钵满。后来，殷正茂出将入
相，红极一时，后以八十高龄
病逝于家乡。

高拱的算术题与大贪官
殷正茂“善终”的结局，让许
多人津津乐道，甚至有人认
为，只要有本事，贪不贪污无
所谓。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在万历年间，后金崛
起于辽东，此后数十年，挥师
人关定鼎中原。拥有百万大
军的明朝，之所以不堪一击，
一条重要原因是士兵军饷被
克扣。明代晚期，军队里充
斥着大大小小的殷正茂，哗
变讨薪在明军中不胜枚举。
最反讽的是清朝绿营军，大
部分由投降明军组成，因为
解决了军饷，立刻改头换
面。他们路南下，杀得南明
军队丢盔弃甲。

后人评价，明实亡于万
历。在万历年间位极人臣的
殷正茂，无疑是这句话的生
动注解。 龙在宇

善战的殷正茂
为何挽救不了明朝国运

1957 年，16 岁的曹其
纬进入上海女子排球队担
任主攻手。她身高1.78米，
技术出众，相貌端正，拥护
社会主义，很快被国家队看
中了。但有人提出，她的祖
父是参与签订卖国条约的
曹汝霖，她这样的“出身”，
进入国家队不合适。

问题上报到了时任国
家体委主任的贺龙那里，贺
龙在全面了解情况后表示，
这个人思想意识好，打排球

的技术也好，没什么不能进
国家队的。之后，曹其纬进
入了国家女子排球队，她的
表现没有让人失望。

也是在 1957 年，电影
《女篮5号》开始筹拍。导演
谢晋的想法是，片中的运动
员角色在现役运动员和在
校大学生中挑选。经过考
察，他认为曹其纬非常适合

演片中的女主角。这时，又
有人跳出来反对她担任电
影主演，理由仍是她的祖父
是“卖国贼”。

贺龙知道这一情况后，
表示曹其纬可以当《女篮 5
号》的主要演员。贺龙还找
曹其纬谈了话，鼓励她好好
学习，在政治上坚持进步，
在业务上进一步提高。同

时，考虑到曹其纬及其他演
员对篮球不熟悉，贺龙还让
有关部门专门请了教练带
领她们练习篮球。

有了多方面的支持和
帮助，曹其纬和其他参演电
影的运动员都放下了包袱，
在拍摄时表现得非常自然，
充满青春活力。尤其是曹
其纬在片中饰演的“5 号运
动员”，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她一时间成为深受青
年喜爱的偶像。陈立旭

贺龙让“卖国贼”孙女主演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