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三8 国际责任编辑/王卓一 编辑/吴雨伦

■本报驻东京记者 丛云峰

安倍新年首访偏执“搞事”
巡访菲澳印越四国 大把撒钱收买人心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17 日 结 束 了

2017 年对菲律宾 、 澳大利亚 、 印度尼

西亚、 越南四国的首次出访返回东京。
在 16 日晚于最后的访问地越南举行的

记者会上， 其宣称通过此次出访与上述

四国首脑就确认 “美国的参与对维护亚

太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 及 “维护海洋

安全、 航行自由与法治的重要性” 达成

了一致， 并强调将带着这一重要成果尽

早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尽

显近年来自身主导的所谓 “俯 瞰 地 球

仪” 外交的偏执———对美惟命是从和在

南海问题上搅风搅雨。
据日本媒体披露， 去年美国总统大

选前夕， 由于日本政府判断承继奥巴马

外交衣钵的希拉里将无悬念获胜， 因此

外务省为安倍安排的 2017 年首访地是

伊朗， 目的是希借 “六国伊核协议” 的

东风重新加强与伊朗的关系， 从而在其

丰富的油气资源上分一杯羹。 但特朗普

的最终当选打乱了安倍的外交安排。 他

对今后的日美关系非常焦虑， 为此一面

要求外务省加紧与美方协调， 确保安倍

能在特朗普就职后立即觐见， 另一方面

则急匆匆地揣上支票前往东南亚来施行

其新一年度的 “俯瞰地球仪” 外交， 意

图通过继续渲染南海紧张局势和搜集各

国欢迎美国在亚太领导地位的心声， 以

“亚洲代理人” 的身份， 呼吁特朗普执

政后维持对亚太地区的关注， 延续奥巴

马的 “亚太再平衡” 战略， 从而凭借傍

美来维持住日本在亚太的主导地位。
在为期仅 6 天的行程中， 安倍蜻蜓

点水般地匆匆巡访了菲律宾 、 澳 大 利

亚、 印尼和越南四国， 并且每到一国就

大谈特谈南海问题， 及确保美国对亚太

地区事务参与和领导的重要作用。 为了

加深说服力， “引导” 各国在南海问题

上向日本立场靠拢， 安倍一路走一路撒

钱： 对菲律宾， 安倍宣布日本将在未来

5 年 破 纪 录 地 提 供 1 万 亿 日 元 （约 合

600 亿 元 人 民 币 ） 的 综 合 援 助 ； 对 印

尼 ， 日本将提供 740 亿日元 （约合 44
亿元人民币） 的援助并帮助印尼开发紧

邻南海的纳土纳群岛； 对越南， 安倍则

承诺将提供 1200 亿日元 （约合 72 亿元

人民币） 贷款及 6 艘新巡逻船； 对澳大

利亚， 安倍也承诺将持续加强与澳紧密

的政治、 经济和安保 “准盟友” 关系。
在花了近 1.2 万亿日元 （约合 720

亿元人民币） 之后， 安倍 16 日在越南

首都河内举行的记者会上信心满满地自

称， 他已与各国首脑深化了信赖关系，
并就 “维护海洋安全、 航行自由与法治

的重要性” 达成了高度一致。
然而事实上， 对于此次出访的重中

之重， 尽管安倍将作为今年东盟轮职主

席国的菲律宾列为访问首站， 同时为了

向菲总统杜特尔特示好， 还特意前往杜

特尔特故乡达沃市访问， 并借宣扬与杜

特尔特共进早餐等活动来展示两人信赖

关系， 但无论是在双边会谈中， 还是在

其后发表的日菲联合声明中， 杜特尔特

都只字未提南海问题。 对于安倍赤祼祼

地要求菲作为主席国在今年的东盟系列

峰会上提及南海问题的无理要求， 杜特

尔特更是未加理睬， 还明确表示菲律宾

将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同中国进行直接对

话。 就连日本媒体也不得不发文感叹，
尽管安倍很努力地寻求与菲总统杜特尔

特在南海问题上的共鸣， 但杜特尔特却

明确显露出了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姿态，
这与安倍的焦虑形成了明显的温差， 今

后将无法看到安倍所期待的加强日美菲

合作的前景。
然而， 就如近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所表示的那样， 在中国和有关东

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南海局势正

趋稳向好 ， 已经重回谈判协商 解 决 的

正 轨 。 而 日 方 领 导 人 仍 在 不 遗 余 力 、
处心积虑地挑拨离间 ， 渲染所 谓 地 区

紧张 ， 日方这种做法居心叵测 ， 心 态

极不健康。
（本报东京 1 月 17 日专电）

特雷莎·梅：英国将寻求“硬脱欧”
不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不会与欧盟签订任何“半留半走”协议

据新华社伦敦１月１７日电 （记者

桂涛 梁希之）英国首相特雷莎·梅１７
日在阐述英国 “脱欧 ”谈判目标时强

调， 英国不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但

会努力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这

意味着英国将寻求“硬脱欧”。
特雷莎·梅当天在伦敦兰卡斯特

宫发表有关英国 “脱欧 ”谈判立场的

演讲， 这是英国政府在去年６月全民

公投决定 “脱欧 ”后首次就 “脱欧 ”安

排进行表态，外界高度关注。
特雷莎·梅在演讲中说， 英国将

不会在与欧盟谈判中寻求签订任何

让英国“半留半走”的协议，英国将与

欧盟建立一种 “新的平等关系 ”。她

说：“如果英国不离开共同市场，就不

能算真正‘脱欧’。”
她同时警告，如果欧盟成员国在

英国 “脱欧 ”后寻求对英设置惩罚性

关税，这将是“灾难性的自毁行为”。
舆论认为， 特雷莎·梅的此次演

讲展现了对欧盟的强硬态度，彻底排

除了此前部分英国政客支持的“软脱

欧”（即以放弃部分边界主权、有条件

允许欧盟移民入境为代价留在共同

市场）方案。
特 雷 莎·梅 在 讲 话 中 强 调 ， “脱

欧”意味着英国必须重新拿回对边界

的控制权，控制进入英国的欧洲移民

人数，但她同时强调英国将欢迎欧洲

公民 。她表示 ，英国致力于打造一个

“真正全球性的英国”，不仅与欧盟这

个“邻居与最好的朋友”打交道，也与

欧洲以外的国家加强联系。 她表示，
希望英国在“脱欧”后成为一个“更强

大、更公平、更团结以及更加外向型”
的国家。

特雷莎·梅表示， 英国政府与欧

盟的 “脱欧 ”协议将最终由英国议会

表决通过。
特雷莎·梅的此次演讲勾勒出英

国在与欧盟谈判中希望达到的目标

和基本原则，被英国媒体称为她上任

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讲”。

日方应以正确史观教育国民

中方就日本酒店放置右翼书籍一事表态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孙辰
茜） 针对日本APA酒店在客房中放置右

翼书籍的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
日表示， 这再次表明日本国内一些势力

始终不愿正视历史， 甚至企图否认和歪

曲历史。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以正确的历

史观教育国民，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 日本APA酒店在客房中放置该酒

店集团CEO所著的右翼书籍， 书中否认

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存在。此事曝

光后，已经引起中韩民众的普遍反对。你

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这

再次表明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始终不愿正

视历史，甚至企图否认和歪曲历史。强征

“慰安妇”、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日本

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 是国

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铁证如山。
她说，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

事实也不会因刻意回避而消失。 只有诚

实面对历史， 才能真实拥有未来。“我们

再次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历史，以

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 以实际行动取

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重拾国家主义能否治愈“英国病人”

英国脱欧也许给人们带来更多、
更加持久的疑问： 2017年的英国将走

向何方？ 英国与欧盟将达成怎样的退

欧协议 ？ 英国 是 否 会 退 回 “小 不 列

颠”， 过上像北欧国家那种与世无争的

小确幸生活， 还是真会如特蕾莎·梅所

宣称的， 变得更加全球化？ 英国还会

继续奉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吗？ ……
当人们目睹这一系列变化时不得不思

考， 英国怎么了？ 西方世界怎么了？
特蕾莎·梅的脱欧派内阁，当前面

临着重重压力和多方挑战， 其复杂程

度和棘手程度， 甚至超过了撒切尔夫

人的时代， 恐怕是二战后历届英国政

府里最严峻的。 梅首相在17日公布了

脱欧的具体路线图， 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暗示英国为了夺回边境控制权、
不再受欧洲法院的制约， 不惜退出欧

盟统一市场。
金融界出于对“硬脱欧”前景的担

忧，与之相伴的是英镑的又一轮暴跌。
然而即便如此， 梅依旧收获了不少英

国民众的掌声。因为在演讲里，梅宣称

她将创造并领导一个 “为每个人服务

的英国”。 但是根据她的演讲内容，很
明显，这里的“每个人”是不包括东欧

移民和穆斯林难民的， 梅将脱欧公投

视作“安静的革命”，是英国“夺回命运

控制权”的斗争。梅的思路很清晰，一

方面通过公开表达对移民的不 友 好 态

度，迎合反移民的公众情绪，回应公众对

于就业和社会治安的关切，另一方面，通
过否定“世界公民”，强调公民精神，重新

拥抱国家主义，并强化中央政府权力，整
合社会人心。

这看似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因为在

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化”“无国界”“多元

化” 等是时髦的词汇， 是知识分子圈和

公共话语空间的政治正确。 这个诞生了

自由主义理论大师约翰·穆勒的国家，这
个曾经宣称“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家，现

在居然要靠重拾国家主义以克服危机了

吗？就在不久以前，后现代与后工业化还

被人们津津乐道。以信息、技术、媒体、消
费主义为纽带的后工业经济与 标 榜 多

元、差异、碎片化、混沌、流动的后现代社

会文化形态相互呼应。理论上，后现代社

会由于它的空前包容， 将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自由、思想更加解放、人性得到

更完美的释放。
然而，书斋里的思考是一回事，而实

际的治国理政则往往是另一回事。 当一

个社会的文化精英阶层试图模糊传统的

大众价值评判标准， 取缔社会集体理想

的本体性，嘲讽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
一味鼓吹道德的相对、价值的虚无、怀疑

主义， 那么他们所倡导的多元价值取向

非但不会起到启迪民智的作用， 反倒将

通过破坏原来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弱化社

会结构，加剧社会分裂，强化外来文化的

自我封闭行为， 阻碍国家的社会整合和

文化融合， 甚至导致宗教极端主义意识

形态趁虚而入。
如果说，英国退出欧盟，回归主权国

家，是对欧洲文明圈大一统的颠覆，那么

英国国内曾经建立在多差异权 利 追 求

基础之上的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多元化，
就是对她这个主权国家内部统 一 性 的

颠覆。
与全球主义者的理想截然相反，2016

年清楚地展示了这样的事实：21世纪上半

叶的人类社会，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

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区域一体化只是主

权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和

工具；全球化并未导致国家乃至地区边界

的消失；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依然是

民众普遍的寄托价值的载体。
可以看到， 英国国内对国家主义的

呼声与金融危机蔓延层面的扩大化、与

移民问题包括欧洲难民危机的深化，呈

明显的相关关系。 目睹默克尔将德国带

入了难民危机的漩涡， 英国民众固然有

兔死狐悲之感， 但也有幸免于难的暗自

庆幸。 来自伊斯兰世界战乱地区的穆斯

林青壮男性的大规模涌入， 可能唤醒了

沉睡于欧洲人头脑中有关伊斯兰入侵的

集体记忆， 面对恐怖主义的一次又一次

的袭击，欧洲左翼的“爱与鲜花”显得是

那么的软弱无力。
在右翼色彩浓厚的英国脱欧内阁看

来，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把世界划分成

“我们”和“他们”，有助于划定本群体的

界限和价值， 提醒本群体的成员保持团

结缓和内部矛盾。由于“敌对者”和“共同

目标”的存在，使得社会上的不同成员和

不同阶级之间的团结成为可能， 从而

有助于实现梅在周二演讲说提出的另

一个重要目标，“化解英国因为脱欧而

造成的内部分裂”，“成为一个更加团

结的国家”。
当然， 保守党政府如果一味地制

造排外情绪、 摆出一副拥抱国家主义

的强硬姿态， 其实未必能达到理想的

效果。刻意强调“我们”和“他们”的区

分， 恰恰是表明了对内部脆弱的一种

担心。对文化多样性的否认与敌视，可
能导致对少数族群应有文化权利的忽

视， 加剧外来移民与英国主流社会的

心理隔阂， 加大目前由苏格兰民族党

执政的苏格兰地区的离心力， 使得后

脱欧时代的英国族群治理变得更为棘

手。作为拥有复杂人口结构、移民众多

的多民族国家，在面临国家未来发展

方向的严峻关头， 高举 “国家主义”
真的可以构建并强化统一的国民身份

认同从而克服种种带有后现代特征的

弊病吗？ 梅在17日的演讲中宣称， 脱

欧不等于孤立主义， 也不意味着对全

球化关上大门。 相反， 摆脱了欧盟的

束缚， 作为拥有完全主权的民族国家

的英国， “独立、 自治”， 并且将会

变得更加 “全球化”。 让我们拭目以

待 ， 特蕾莎·梅的脱欧政府如何通过重

拾国家主义， 以夯实其执政的合法性基

础、 提升在接下来一系列谈判中的行动

力， 而不会反噬其身。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

院、英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厄瓜多尔的“老司机”可不好管
高原地形路况曲折凶险 司机天性“奔放”惊险驾驶

据当地媒体报道， 厄瓜多尔西部沿

海瓜亚斯省 13 日晚发生一起严重交通

事故， 一辆搭载民众参加宗教活动的校

车与一辆公交车 、 一辆越 野 车 三 车 相

撞 ， 造 成 至 少 19 人 死 亡 、 20 余 人 受

伤。 据厄瓜多尔 911 综合指挥中心的消

息， 该事故或为暴雨天气行车所致， 事

故现场可谓极其惨烈。 而若你了解厄瓜

多尔的日常交通状况， 就会觉得此类事

故可谓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与玻利维亚一样， 厄瓜多尔是著名

的 “高原国家”， 首都基多市更以 2800
米的海拔高度位居 “世界海拔第二高首

都”， 仅次于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尽

管拥有瓜亚基尔这样临海 的 第 一 大 城

市， 印第安民族的高山情结仍使厄瓜多

尔将首都定于基多。
高原广袤的先天环境使这个国家的

道路注定不会平坦。 以首都基多为例，
自机场开始便要经过几十公里高低起伏、
环绕盘旋的山路才能抵达市区。 而市内

的场面竟更加险恶， 依山而建的道路不

仅坡度极大还十分狭窄， 很多路面坡度

甚至已达到 45 度左右。 也正因如此， 厄

瓜多尔是一个几乎没有城铁和自行车的

国家， 日常交通完全由汽车包揽。
照常理说， 路况恶劣必定要求驾驶

员谨慎缓行、 安全为上， 但厄瓜多尔的

司机们却颇具 “勇气”， 反其道而行之：
坡道急起急转， 窄道靠边转弯， 甚至在

盘山弯道依然加速超车， 仿佛对征服高

山有一种天生的 “斗志”。 高原反应本

就令人困扰， 如此 “奔放” 的驾驶习惯

更是让不少乘客愈发感到痛苦。
厄瓜多尔的路况和司机的驾驶习惯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业发展。
由于厄瓜多尔没有汽车强制报废制度，
出租车公司又采取 “人车同征” 政策，
致使很多出租车都是车龄数十年的 “老
古董 ”， 坐进去难免感觉有几分破烂 。

厄瓜多尔一家旅游网站曾于 2014 年对

游客开展调查， 统计结果显示， 五成以

上的游客均认为厄瓜多尔 “出租车况不

适应路况”； 在山地旅游区， 更是有很

多游客因车况不佳而 “体验糟糕”。
对于这一状况， 厄瓜多尔政府的整

改态度和措施都十分明确。 在旅游用车

方面增设 “专车”， 车型多为大而稳定

的 SUV 或七座商务车 ， 并且保持车辆

的定期更新， 确保旅客随时可以用上条

件较好的出租车。 在驾驶员人选方面，
“旅游专车” 的司机需经公司严格挑选，
在着装和待客礼仪方面也有细致要求。
因 此 “旅 游 专 车 ” 的 价 格 相 对 较 高 ，
但因为原有老出租车运营 方 式 依 然 保

留 ， 乘客仍旧可以选择较 为 经 济 的 车

型出游。
而在监管交通违章方面， 厄瓜多尔

政府的力度同样不小。 实际上， 该国交

通法规十分严格， 监控力度在拉美地区

位居前列。 当地驾驶员的驾驶执照直接

绑定个人银行账户， 一旦触犯法规， 罚

金直接从驾驶员账户中扣除， 从而避免

了执法部门加以通融的可能性； 而在事

故高发路段和郊区易超速路段， 不仅密

集设置了车速检测站， 还有大量交警随

机抽查， 被抽查队伍查获的超速车辆将

受到更为严苛的惩罚。
不得不说， 政府如此严格的监管办

法有效地促进了交通状况的改善， 当地

不少职业司机都表示 “如今开车要更加

小心注意”。 但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的事例也同样不少。 例如在郊区易抽查

路段， 不时就会有车辆在大白天闪着大

灯会车， 而只有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才明白， 这正是来自对面的车友在 “发
信号”， 意为 “前方不远处有临时测速

队”。 因此政府只得在双向道路的中间

增加一条灌木绿化带， 在美化道路的同

时也建立一重遮挡， 遏制这种 “通风报

信” 的行为。 这也恰恰说明， 要想真正

从根源上杜绝交通违章， 还要从心底改

变驾驶员的交通观念， 而在此工程上，
世界各国都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张峻榕

专家视点

美国宇航员尤金·塞尔南逝世
据新华社洛杉矶１月１６日电（记者郭

爽）“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留下脚印的人”、
美国宇航员尤金·塞尔南于美国当地时

间１６日逝世，享年８２岁。
塞尔南的家人当天发表声明， 证实

塞尔南因健康原因于１６日逝世。声明说，
即使在８２岁高龄时，尤金·塞尔南仍对人

类探索太空充满热情， 仍在激励人们前

往月球探索，不要让他一直作为“最后一

个在月球上留下脚印的人”。
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４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的塞尔南最近曾说：“我只是一个带着梦

想长大的美国少年。 今天对我最重要的

事， 是希望能激发未来一代年轻人的热

情，从而驱动他们将自己那些（看似）不

切实际的梦想变为现实。”

美国航天局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文

说：“我们为尤金·塞尔南的逝世而悲伤，
他是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留下脚印的人。”

美国在１９６９年７月至１９７２年１２月间

共向月球发射了７艘登月飞船，其中除阿

波罗１３号飞船未能按计划登月外， 其他

几次都获得成功。 随着美国航天局获得

的联邦资金逐年递减，“阿波罗计划”伴

随着阿波罗１７号飞船的登月而告终。
１９６３年， 塞尔南与其他１３名宇航员

一起被美国航天局选中 ， 此后 分 别 于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２年三次飞往太空。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 作为阿波罗１７号飞船指令

长， 塞尔南是当时最后一个返回登月舱

的人，成为“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留下脚印

的人”。

暂停马航３７０客机水下搜索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发表三国联合声明

据新华社堪培拉１月１７日电（记者赵
博）澳大利亚搜寻马航３７０航班联合协调

中心１７日发布三国联合声明， 宣布于当

日正式暂停对马航３７０航班客机的水下

搜索。
声明表示， 最后一艘搜索船１７日已

完成对南印度洋１２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水

下搜索， 但是仍未发现马航３７０客机。根
据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２日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

中国三方部长会议发布的联合公报，如

果在划定的１２万平方公里优先搜索区域

内未找到马航３７０客机残骸并缺乏新的

可靠证据，搜寻行动将中止。
声明说， 尽管搜索采用了最先进的

科技手段，并听取了专业人士的建议，但
遗憾的是，仍未能搜寻到飞机残骸，迄今

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可以确定飞机的具体

位置。 相信在未来某一时刻将出现新的

能确定飞机位置的证据， 三国政府仍然

对搜寻到马航３７０客机抱有希望。
声明说， 这次搜索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来自三国的数百人参与了搜索，
他们恪尽职守，任劳任怨。联合协调中心

对他们不知疲倦的工作表示感谢。

1 月 17 日， 在英国伦敦，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 英国不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但会寻求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

议， 这意味着英国将寻求 “硬脱欧”。 新华社发

2004
年5月7日，
在 美 国 纽

约 自 然 历

史博物馆，
塞 尔 南 站

在 他 拍 摄

的 月 球 照

片旁。
新华社发

■陈 琦

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留下脚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