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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國大陸、台灣、日本之間，與南韓、日本之間的島嶼領土主權爭議，使得

日漸開放、多方交流的東亞局勢產生劇變。各地內部民族情緒高漲，導致民間交

流中斷，長期逐步建立之友誼遭受傷害，令人深感遺憾；美國在東亞強化軍事佈

署，更使各國軍事競爭的情勢愈形激越，有導向戰爭的跡象。冷戰後期以來，如

此緊張的情勢在東亞是前所未見的。顯然，戰爭記憶與冷戰結構並未隨著歴史發

展自動遠去。東亞區域尚未能夠共同面對殖民與帝國主義歷史所造成的深重傷痛，

沒有深刻清理戰爭責任，因而無法充份觀照各地民間因為殖民侵略、否認主權等

問題所造成的心情與感受，以致歷史傷口無法真正癒合，東亞和平的基礎仍然十

分脆弱。 

 

對於生活在東亞，長期關懷、參與各地民間社會的我們來說，這次島嶼爭議是十

九世紀後期以來資本主義世界體下擴張中，殖民史所遺留未解的問題，與二戰後

冷戰結構交互作用、相互擠壓的結果。領土主權至上的國族思維挾持了「民間連

帶，交流對話，互助合作，東亞和平」的願望，而各國之間爭奪土地與資源亦威

脅了邊境人民與區域環境的安全。近半世紀來高度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資

源與霸權競爭，更造成了另類想像的匱乏。長期的民族記憶以及半個世紀以來所

積累的冷戰、分斷結構，造成東亞各國難以互相信任，而政經實力日漸增強的中

國大陸引起東亞地區鄰國焦慮，也成為美國深化東亞佈軍的藉口，進而形成兩霸

權相爭的新冷戰格局。在這樣的結構裡，若是政客再以民眾慘痛的戰爭記憶作為

土壤，或是以鄰國威脅為藉口，撩撥民族情緒（例如收購島嶼為國土的行徑或是

軍事演習），升高對立，區域和平的願望將成為水面浮萍、無處著根，人們不能

真正擺脫戰爭的陰影。倘若東亞各國仍然不願共同正視帝國主義歴史，承擔戰後

責任，清理殖民、戰爭傷口，這些結構性不安定狀況將持續存在，戰爭的危機仍

將無可避免。 

  

我們認為，追求東亞和平發展，民間誠意交流不僅是東亞民眾的共同願望，更是

各國政府無可推卸的責任。當區域和平受到破壞，民眾生活受到威脅，作為東亞

民眾一份子的我們責無旁貸。參與公共事務，發出理性之聲，不只是公民的權利

與責任，更是各地民主實踐與東亞交流的基礎。面對當前險峻的區域形勢，我們

作為立足於民間東亞、認同區域和平的社會民眾與知識社群，必須嚴正提出下面

的呼龥與主張： 

 

一、爭議島嶼應轉化為「邊境交流圈」、「鄰近居民生活圈」與「東亞非武裝區」 



 

我們認為堅持主權並不能化解爭議。東亞各國與民間必須共同正視爭議的存在，

並在追求和平，避免衝突的基礎上，尋找超越主權的價值與原則。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認為，將爭議島嶼轉化為「邊境交流圈」（人們在此可以自由和睦地互動往

來）、「鄰近住民生活圈」（鄰近島嶼住民為生活與生計所需之共享空間）與「非

武裝區」（包含島嶼與相關海域的去軍事化），有助於化解領土爭議以及增強區

域的相互依存與理解。 

 

二、各地民眾應督促各國政府，在面對領土問題時，對內疏導民族情緒，對外切

實抑制軍事暴力傾向。 

 

在歴史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呼龥東亞各國的民族情感都必須被充份尊重。同時，

透過共同面對歷史爭議（例如慰安婦和教科書議題）以及戰後主權與管理權分配

及相關條約的合法性問題所帶來的具體影響，東亞民間應致力於開啟對話空間，

以理解彼此的歷史情感狀態。我們特別呼籲各國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疏導內部高

漲的民族情緒，避免任何暴力失序的行為影響民間商業與文化交流的和平持續。

站在「民間連帶，交流對話，互助合作」的立場上，我們期待各地民眾能敦促與

監督各國政府在面對領土問題時，切實抑制自身潛在的軍事暴力傾向，盡一切可

能避免軍事衝突。我們相信，持續增強的民間互動與對話，才是尋求東亞和平的

起點。 

 

三、支持沖繩、日本與韓國居民反對美軍基地的抗爭，要求各國政府共同簽署「區

域性和平安全協定」，以建立整體的區域互信與和平機制、朝區域的去武裝化方

向推進，並呼龥美國政府撤回境外軍事基地，與東亞各國平等交往，以解決「美

軍基地在東亞」所形成的種種問題。 

 

民間交往必須建立在彼此尊重與理解的基礎上，才可能追求區域和平。軍事衝突

將為東亞居民（特別是邊境居民）的生活與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亦將成為美國

以美日與美韓安保體制維繫冷戰格局與自身利益的藉口。因此，我們支持沖繩、

日本本島（岩國、橫須賀等地）與韓國人民反對美軍基地與軍事基地的勇敢抗爭、

反對任何以安保為理由的跨國軍事合作與擴充，並反對任何軍備競賽。軍事對峙

無益於區域的和平發展，基地的佈署徒增東亞區域衝突的危險。我們相信，「反

基地、去冷戰」的運動將是超克東亞島嶼爭議的重要方向。我們呼籲東亞各地愛

好和平的民間團體，推動各國政府以「簽署區域性和平安全協定」作為未來共同

努力的方向，更期待美國政府揚棄冷戰思維，尊重東亞民間的和平願望，以平等、

尊重、互惠的原則與東亞各國交往。唯有建立整體的區域互信與和平機制，才能

置換美日安保體制，徹底解決、移除「美軍基地在東亞」的種種問題。 

 



 

 

四、面對歷史傷口，處理矛盾爭議，邁向東亞和平 

 

島嶼主權爭議是歴史問題，必須回歸歴史來看待。我們呼龥各國政府與民間共同

面對戰後東亞的歴史傷口，從責任、賠償與正義等方向，進行全面的清理，反省

與磋商。東亞各國唯有放下成見，誠意對話，徹底清理十九世紀以降區域歴史遺

留至今的各種衝突與矛盾，包括錯綜複雜的「沖日問題」、「兩韓問題」與「兩

岸問題」等，才能看清楚當前的區域狀況是如何受到戰前日本帝國主義、戰後美

國新殖民主義、以及全球冷戰與資本結構的相互制約。這種國內政治勢力相互競

爭與外部國際力量結合所造成的局面，我們認為，唯有將這些問題重新置入更大

的歷史時空中來看待，才能充分把握與處理當前的島嶼爭議。以區域框架與歴史

認識為經緯，以民間持續交流為基礎，共同面對這些問題，東亞和平才能真正擁

有紮根與茁壯的基盤。 

 

最後，我們再次強調，東亞和平必須從民間做起。民間自發的交流與連帶，理解

與互信，互敬與自抑，才是和平的礎石。在這個意義上，不分大國小國，中心或

地方，民間團體必須持續地越界相互傾聽、協助，在尊重彼此情感與需要的同時，

尋求、打造超越自身民族利益的價值與倫理。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會再次走上戰

爭的老路，在烽火之中哀泣和平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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