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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美洲峰会彰显地区病症与裂痕

第八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于 14
日在秘鲁首都利马落幕。在“拉美一体
化”进程前途渺茫、少被提及的今天，
美洲峰会已然成为商讨解决地区问题
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同时也是地区关
系新动向的重要展示平台。 如上届峰
会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
劳尔·卡斯特罗“握手言和”、共同推进
双边关系正常化， 就被视为具有历史
性意义的地区关系进展。 然而在本届
峰会上， 由于两大议题本身的沉重和
沟通过程的波折， 美洲国家关系颇有
些“令人堪忧”。

本届美洲峰会的会议主题是 “民
主治理和反腐败”，对应到具体现实则
是两个方面，其中“反腐败”意在为席
卷整个拉美地区的反腐风暴寻求解决
应对之道，“民主治理” 则矛头直指委
内瑞拉局势。 可各国领导人均心知肚
明的是，这两大“地区问题”的处理进
程均很难以各国政府的主观意志为转
移，特别是有关委内瑞拉问题的讨论，

只会导致拉美国家日益走向分化和 “站
队”。

拉美的反腐风暴起源于巴西 2014
年开展的反腐调查“洗车行动”，这场始
于巴西石油公司的司法行动却远不止于
巴西国境之内，由于牵涉的行业、商业集
团和国家越来越多， 涉案的政商界人物
也愈加权高位重， 其中以巴西的建筑龙
头企业奥德布雷希特建筑公司为代表的
一系列跨境贪腐案件， 更是导致了数名
拉美政要受审乃至入狱， 引发拉美政坛
“颠覆性震荡”， 使得腐败问题俨然成为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致命病症”。 就在
本届利马美洲峰会举行前夕 ，2015 年
当选的秘鲁总统库琴斯基也因涉及案件
调查而辞职，一度被奉为“巴西之子”、拉
美左翼重要领袖的巴西前总统卢拉也在
会议开始前一周入狱服刑。

本届峰会上， 与会各国对于反腐的
态度非常一致， 来自 30 多个美洲国家
的代表承诺团结协作打击腐败并签署
《利马宣言》。宣言涉及保障信息透明、预
防公共项目和政府采购腐败、 加强跨国
司法合作等内容， 尝试为协同反腐制定
行动纲领。

对于这一宣言成果，有评论认为，拉

美的跨境腐败已是“冰冻三尺”，各国现
仍在位的政客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深涉腐
败还尚未可知， 随着司法进程的深入推
进， 各国境内腐败案件极有可能相继暴
露于阳光之下， 这份协同行动纲领在实
际操作时又将面临何种阻力也着实难以
预见。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拉美腐
败危机” 还将持续引发拉美政坛的强烈
波动。不过也有评论家指出，《利马宣言》
是拉美各国在协同反腐与多边合作方面
共同迈出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这一
举措代表了各国政府在面对腐败问题及
其引发导致的政治危机时，共同应对、共
同力寻解决之道的决心与态度， 将为地
区整体政治风气带来积极影响。

与相对容易取得一致立场的协同反
腐相比，委内瑞拉已然是拉美地区的“老
大难问题”，然而这一困局的根源还在于
地区政治力量的“左右之争”，这一点在
本届峰会上展现得极为明显———以古
巴、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国家为代表的
左翼阵营与秘鲁、智利、阿根廷等右翼国
家集团就委内瑞拉问题针锋相对、 互不
相让。然而这一局面早就由来已久，无论
是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还是以西班牙、
多米尼加等国家甚至梵蒂冈教皇为中间

人的多次调停， 均因各国立场难以取
得一致而告终。

本届峰会前夕， 主办方秘鲁收回
了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参会邀
请。马杜罗对此表态激烈，一度称自己
必定风雨兼程前往会场， 但最终却并
未成行。而在本届美洲峰会闭幕当天，
由秘鲁等 14 个美洲国家组成的专为
处理委内瑞拉问题的“利马集团”再次
发表联合声明对委施压， 要求马杜罗
对委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利马
集团” 针对委内瑞拉发出的表态调门
极高，但实际效用却微乎其微，因为委
内瑞拉乱局归根结底还属于委内政事
务，拉美反委阵营可以进行施压，但始
终无法直接干预。

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罗德
里格·维多教授向记者指出，从结果来
看， 本届美洲峰会地区在跨境反腐方
面的一致立场和合作意向使各国民众
对尽早结束这场波及整个大陆的腐败
危机更加期待， 但在委内瑞拉问题方
面， 由于美国的刻意干涉和左右阵营
对美国抱有的复杂心态， 各国在会议
中表现出的鲜明分歧与颇显幼稚的争
论则令人失望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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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赴美“高尔夫外交”成果寥寥
朝核问题上略有收获，经贸问题上分歧很大

18 日，特朗普上任以来第二次访美

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海湖 庄 园 之

行。 虽然与特朗普再次在高尔夫球场上

一较球技， 但从两国领导人举行的记者

会来看，安倍此行成果寥寥，难言成功。
按白宫说法， 特朗普与安倍此次见

面主要有两个话题，一是协调对朝政策，
二是讨论贸易问题。在朝核问题上，安倍

的收获有两个， 一是特朗普承诺将在与

朝鲜领导人的会面中提及日本 人 质 问

题， 二是美日重申将维持对朝 “极限施

压”政策，以达成朝鲜“全面、可核查以及

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的目标。 不过美媒

称， 日本不能指望其人质问题通过美朝

领导人会面解决。
日本对朝核问题的另一大担心是平

壤的中程导弹， 因为这些导弹对东京形

成直接威胁，但却打不到美国本土。而被

提名为国务卿的蓬佩奥此前在谈到美朝

领导人会见时表示， 美将确保为亚洲盟

友提供 “战略威慑框架 ”，但本次 “特金

会” 的目的是解决朝鲜核导项目对美国

的威胁。分析指出，这一观点已经引发日

本焦虑，担心其涉朝利益被忽视。更重要

的是，特朗普在答应与金正恩见面之前，
并没有与日本沟通，这更让安倍不安。

经贸问题上， 双方的分歧更大。 在

18 日下午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花了很长

时间强调要与日本建立“自由、公平和互

惠”的贸易关系。 特朗普称赞日本采购大

量美国飞机，包括战机和民航客机，但指

出 日 本 长 期 维 持 对 美 巨 额 贸 易 顺 差

（2017 年 美 对 日 贸 易 逆 差 为 690 亿 美

元 ），美日必须采取措施 ，在 “不远的将

来”达成贸易平衡。 双方同意，就解决贸

易问题加强双边磋商。 安倍直言理解美

国只对双边贸易协定感兴趣的立场，但

强调日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 协 定

（TPP）才是对美日最好的贸易机制。特朗

普则明确指出， 他不想重返 TPP， 不过

“如果他们给我一个无法回绝的交易，也
许我会做这件事”。 特朗普强调美国喜欢

双边协定， 因为这有利于美国工人及制

造业。 2017 年 1 月，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

初，即退出 TPP。 今年 3 月，以日本为首的

11 个原 TPP 成员国签署了没有美国的新

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白宫国家经 济 委 员 会 主 席 库 德 洛

17 日则称，重返 TPP 对于美国来说只是

“想法”而非“政策”，现阶段美国没有计

划与 TPP 成员国展开谈判，白宫当前工

作重心是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谈判并

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今年 3 月，美国宣布根据 232 调查，

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出口到美国的钢

铝制品征收额外关税。 此后，加拿大、墨
西哥、韩国、德国等盟国先后被临时豁免

该关税，但日本并不在豁免之列。特朗普

在提及此事时表示， 如果美日能够达成

新的贸易协定 （指美国希望的美日自贸

协定），他会考虑豁免日本。
对此， 安倍辩称日本出口到美国的

钢铝产品并没有对美国安全形成威胁，
并且日本产品质量高，难以被取代，因此

对美国经济和就业是有益的。 但考虑到

日本当前不会同意重启美日自贸谈判，
日本实际上将继续遭到美国的钢铝关税

制裁，这是安倍此次访美的重大挫折。
不过安倍此行的“高尔夫外交”仍有

进展。 虽然双方安排的官方日程上没有

高尔夫这一项，但特朗普 17 日即声称他

将“挤出时间”与安倍较量一番。 18 日上

午，两人花了 4 小时完成了心愿。
（本报华盛顿 4 月 19 日专电）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

吉国最年轻总理难逃“短命”结局

首次因议会不信任而解散政府

吉尔吉斯斯坦自 1991 年独立以来，
政府始终处在频繁更迭的状态。如今，在
长长的前总理名单上， 又多了一个新的

名字。 4 月 18 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

恩别科夫签署总统令，批准总理萨巴尔·
伊萨科夫领导的政府总辞职。

此前一天， 吉国家议会以 102 票赞

同、5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对本届政府

的不信任案， 总理伊萨科夫及内阁成员

被迫宣布总辞职。据悉，这也是吉尔吉斯

斯坦独立以来， 首次出现因为议会不信

任案而辞职的政府。
频繁更替的吉国政府， 每届长则一

二年，短则数月，即宣告解散。 平均一年

左右便更换一位总理， 如果算上代理总

理职务者，最短任职时间仅有一天。去年

8 月底就任总理职务的伊萨科夫， 就任

时刚刚 40 岁，是历届政府中最年轻的总

理。 更因其一直受到时任总统阿塔姆巴

耶夫的器重，仕途颇被看好。
出身外交系统的伊萨科夫， 因其良

好的谈吐修养， 原本在吉国民间评价很

高， 特别受到青年群体和商业精英的欢

迎。但纵观伊萨科夫的履历便不难发现，
他从外交系统出身， 因为受到前总统阿

塔姆巴耶夫的器重而进入总统办公厅系

统任职，直至总统办公厅主任，却始终不

曾有过内政治理经验。 这成了伊萨科夫

作为政府总理的最大短板。 今年冬季首

都比什凯克遭遇罕见寒潮天气时，热电站

供暖却出现问题， 全市供暖一度严重不

足，这被认为是压垮伊萨科夫政府的“最
后一根稻草”。

（本报比什凯克 4 月 19 日专电）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领导人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古巴第九

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１９ 日宣布，迪
亚斯－卡内尔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

１８ 日，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

表大会 ６０４ 名参 会 代 表 进 行 无 记 名 投

票， 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

第 一 副 主 席 迪 亚 斯－卡 内 尔 获 得 ６０３
票，正式接替劳尔·卡斯特罗，当选为古

巴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古巴全国人民政

权代表大会即国家立法机构， 也是国家

最高权力机构。古巴 ５ 年举行一次大选。
迪亚斯－卡内尔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出生于古巴中部比亚克拉拉省普拉塞塔

斯市 。 １９８２ 年 ， 他从拉斯维亚斯中央

大学毕业， 成为电子工程师， 随后在古

巴革命武装力量服役。 退役后， 他回母

校任教， 后来在古巴共产党青年组织古

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工作。
１９９３ 年 ， 他投身于党的工作 ， 一

年后被选为古共比亚克拉拉省委第一书

记， ２００３ 年担任奥尔金省委第一书记，
同年当选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他 于

２００９ 年出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２０１３ 年

当选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

第一副主席。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他曾两次访问中

国 。 迪亚斯－卡内尔与前妻育有两子 ，
现与第二任妻子一起生活。

劳尔·卡斯特罗（左一）和迪亚斯－卡内尔（左二）出席大会。 新华社发

华东师范大学群舞 《一腔一抹情》 引入动人昆曲元素

用艺术传承文脉， 让传统文化走进学生心中

“手再侧一点 ， 对 ， 眼神看得远

一点……”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

大学生活动中心六楼练习室里 ， 艺术

团学生们紧张的排练正在上演。
水袖轻舞 、舞姿曼妙 ，这出不到七

分钟的表演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 群舞

《一腔一抹情》 是此次华东师范大学出

战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

比赛节目， 这出从 2015 年便开始筹备

的节目凝聚了艺术团师生们无数心血。

三易其稿， 只为传承经典

“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切入点 ， 我

们希望能寻到中国之味。” 作为本次群

舞的舞蹈编导 ，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艺

术团指导教师崔星虹的创作初衷离不

开 “传承” 二字。
为 了 备 战 今 年 的 比 赛 ， 2015 年 ，

崔星虹带领着其他几位指导老师刘何、
王田田、 李雨一起构思作品。

“昆曲既是传统文化也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 ，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 ， 引入

昆曲元素再适合不过。” 上海歌剧院舞

蹈编导刘何表示 ， 为使作品呈现出尽

善尽美的效果 ， 编导们三易其稿 ， 这

其 中 还 不 包 括 其 他 零 碎 细 微 的 改 动 ，
最终确定了现在的版本。

“一腔 ” 意味着南昆腔调 ， “一

抹情” 则代表着传承与致敬 。 《一腔

一抹情》 的剧情安排并不复杂， 16 位

表 演 者 中 囊 括 一 位 老 者 与 一 位 小 辈 ，
其他 14 位表演者分担背景的角色。 一

位老者在舞动扇子的过程中 ， 从小在

他身边长大的小孙女耳濡目染 ， 潜移

默 化 中 被 吸 引 进 入 昆 曲 的 美 妙 世 界 。
故事最后 ， 扇子从老者手中交到小孙

女手中， 而那位老者却渐行渐远。

“这也算是一种后辈对前辈的致

敬， 我们会好好地将传统文化传承下

去。” 崔星虹说。

二度诠释， 让学生体验昆曲魅力

如果说编导的剧本创作是一度创

作， 那么学生的表演便是二度创作。
得益于华东师范大学出众的美育

工作， 艺术团学生们都有着不错的舞

蹈功底， 然而面对引入昆曲元素的群

舞表演却还是让师生们犯难。
“大部分学生没有昆曲学习基础，

怎么让学生演出昆曲韵味 ， 让观众体

味其中细节是很难的。” 为此， 崔星虹

特意邀请上海昆剧团 、 上海歌剧舞剧

院的专家学者前来帮忙。
“团员们也非常努力。” 排练密集

期， 艺术团学生们往往要排练到晚上

11 点才结束， 整栋大学生活动中心常

常只剩下六楼练习室的灯还开着。
在群舞中饰演 “老者 ” 一角的是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

专业研一的学生马耀祖 。 当时还在云

南省武定县支教的他 ， 连中午仅有的

两个小时休息时间都在不间断练习昆

曲动作， 就这样整整坚持了一年时间。

五大学生艺术团， 培养后备人才

不 得 不 说 ， 群 舞 《一 腔 一 抹 情 》
的成功与艺术团师生们的努力密不可

分。 据悉 ， 华东师范大学亦是上海学

生舞蹈团及其联盟单位。
自 2010 年 起 ， 上 海 相 继 成 立 了

上 海 学 生 交 响 乐 团 、 上 海 学 生 合 唱

团 、 上 海 学 生 民 族 乐 团 、 上 海 学 生

舞 蹈 团 、 上 海 学 生 戏 剧 团 五 大 艺 术

团及其联盟 。
五大学生艺术团及其联盟坚持立

德树人 、 以美育人 、 提升审美和人文

素养为目标的学校美育大方向 ； 形成

惠及全体 、 优质丰富和体系完备 “三

位一体 ” 的学校美育大格局 ； 构建课

程教学 、 实践活动 、 校园文化 “三维

互动” 的学校美育大平台。
同时 ， 上海以此为抓手 ， 构建起

了 大 中 小 学 一 体 化 的 艺 术 教 育 谱 系 ，
形成了 “校—区—市 ” 三 个 层 面 艺 术

教学的 “金字塔”。 五大学生艺术团及

其联盟已逐步成为提升学生艺术和人

文素养的重要基地 ， 成为培养艺术后

备人才的 “摇篮 ” 和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知名书法家王朝宾、 王运天、 田滋

茂 ， 京昆和民乐艺术家谷好好 、 王 珮

瑜， 太极拳人林添进……这些文化大家

们先后走进复旦大学校园， 与大学生们

围绕哲学、 民乐鉴赏等话题展开对话。
无独有偶， 在上海交通大学， 舞美类、
书画摄影类、 器乐类、 戏剧类、 文学类

等 67 个艺术社团为大学生们的课余生

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这 是 上 海 学 校 美 育 工 作 的 缩 影 。

上海学校美育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
美 育 活 动 内 容 和 形 式 更 加 丰 富 有 效 ，
学生美育获得感明显增强 ， 上海美育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上海学校美育把 “立德树人 ”与学

生的成长结合起来，把全面育人的目标

落 细 落 小 落 实———从 2005 年 开 始 ，上

海每年有 1000 万元专项经费投入全市

青少年民族文化培训系列活动，至今已

有上百万青少年参与其中 ； 全市有 73
所中小学成为上海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研习暨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近

50%的中小学在不同层面开展“非遗”传
习；每年，全市推出 300 场“高雅艺术进

校园”活动，为 15 万人次的师生现场欣

赏高水平艺术表演创造机会。
在上海 ， 大 中 小 幼 所 有 学 校 都 有

学生艺术社团 。 学生参与各类艺 术 类

兴 趣 小 组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总 人 数 60% 。
全市已命名 112 所市级艺术教育特色

学校。
目前， 上 海 已 形 成 文 教 结 合 、 课

内 外 结 合 、 学 校 家 庭 社 会 相 结 合 的

“三 联 合 一 ” 的 学 校 美 育 大 环 境———
每年超过 1 万人次学生到美术馆 上 美

术课 ； 近 5 万名师生到 美 术 馆 观 摩 美

术 展 览 ； 每 年 上 海 国 际 艺 术 节 中 ，
拓展到学校的艺 术 教 育 专 场 达 100 余

场 ； 每 年 上 海 之 春 国 际 音 乐 节 推 出

10 多 个 学 生 专 场 演 出 ， 参 演 师 生 超

过千人次 。
此外 ， 全市所 有 中 小 学 实 现 了 美

术、 音乐、 艺术课等必修课 100%的开

课率。 除专业的艺术院校外， 越来越多

高等院校开始建立艺术的通识课程。
到 2020 年， 上海学校美育普及水

平将更加显著， 基本形成大中小幼美育

相互衔接、 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互结

合、 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 学

校美育和社会与家庭美育相互联系的具

有中国特色、 上海特点的现代化学校美

育体系。

上海学校美育工作滋养学生心田
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 具有上海特点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正在形成———

上海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仪式上带来精彩舞蹈。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团学生正在紧张排练群舞《一腔一抹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