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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臂管辖：经济“教皇”发动的“隐秘战争”
———读《隐秘战争》

■张海冰

以往人们认为， 国际经济竞

争虽残酷但基本公平，各国比拼

的是资源禀赋、生产效率以及科

技能力，但目前国际很多事态的

发展，日益明显地揭示出经济竞

争背后的非经济因素。

20 世纪 70 年代， 日本经济

正处于高速起飞阶段， 对石油的

需求量激增， 这时恰逢中东国家

为拿回石油资源控制权而爆发石

油危机。 日本当时执政的田中角

荣内阁频频和阿拉伯国家往来，

形成了以己为主的 “资源外交政

策”，让以控制全球石油等战略资

源为己任的美国非常不舒服。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访

问日本时，要求田中角荣放弃资

源外交政策。 田中不买账：美国

能给日本需要的石油么？ 噎得基

辛格哑口无言。 没想到，几个月

后 ，《文艺春秋 》杂志爆出 《田中

角 荣 研 究———他 的 财 源 和 人

缘》， 揭露田中资产形成的疑点

和包括男女关系在内的私生活，

成为导致田中辞去首相职务的

重要一击。

杂志社如何能获得首相的隐

私秘闻？ 时人猜测是美国提供了

足够的证据。 其中，东京“地检特

搜部”（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

功不可没。

日本东京地检特搜部的前身

是 “二战 ”后成立的隐匿退藏搜

查部，主要负责搜查“二战”中日

本掠夺的隐匿物资。 此部门由美

军主导成立， 后逐步演变成美国

控制日本政坛的有效工具。 日本

政治家一旦表现出反美倾向，对

美国的利益或政策构成威胁，东

京地检特搜部就会行动， 以反腐

败名义将不听话的政客拿下马。

可见，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和

控制，长期以来可谓竭尽所能。

有人说，日本是“二战”战败

国， 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控制，那

么，请看发生在法国的事。

法国在“二战”中曾不战而降

成为天下笑柄， 但以戴高乐为核

心的自由法国坚持抗争赢得了普

遍尊敬。 作为民族主义情结很强

的领导者， 戴高乐在战后表现出

强烈的反美倾向， 一直坚持打造

独立自主的法国武装力量。 1966

年 2 月， 戴高乐甚至决定退出北

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

为法国”，这样一个欧洲核心国家，

在戴高乐去世后又重被美国逐渐

纳入其轨道。本书作者阿里·拉伊迪

披露，当特朗普决定美国退出伊朗

核协议时，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制

裁的恢复，所有法国公司不得不放

弃已在伊朗投下的资本，否则就将

暴露在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

办公室的围猎视线范围内，面临支

付天价罚款的风险。美国之所以对

外国公司也具有管制能力，是因为

其司法部门拥有一套比东京地检

特搜部更强大的全球干预武

器———长臂管辖体系。

近年来，美国的《反海外腐败

法》 以及针对违反禁运令行为的

法律，即《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

马托法》 正逐步扩大其域外适用

效率， 其目的并非为了维护世界

经济秩序和营商行为的合法合

规，而是“将美国自身利益和商业

道德绑在一起相提并论， 甚至混

为一谈”。法国政治家指出，美国法

律有两个目标： 对目标公司的财

务进行沉重打击； 削弱这些公司

的实力， 使它们在美国竞争对手

可能进行的收购面前更加脆弱。

法国曾引以为傲的重工业集

团———阿尔斯通公司就是因这样

的打击而溃不成军， 这个惊心动

魄又令人悲伤的故事， 已在当事

人———阿尔斯通锅炉部门全球负

责人皮耶鲁齐记述自己与美国司

法部的抗争与妥协的著作 《美国

陷阱》中得以详尽介绍。 《隐秘战

争》则回顾了西门子、阿尔卡特－

朗讯、阿尔斯通、法国巴黎银行、

德希尼布公司等欧洲企业遭受美

国长臂管辖的命运， 深入详细地

分析了另一家法国乃至欧洲的明

星企业———空中客车所面临的长

臂管辖危机， 指出这家欧洲飞机

制造商实际上是由波音公司发动

的经济战争的受害者。

读罢《美国陷阱》，再读《隐秘

战争》，可从更高视野、全景式地

了解美国长臂管辖体系的历史、

现状和欧洲国家逐渐觉醒与之抗

争的过程。 作者阿里·拉伊迪指

出， 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并无对抗

美国域外立法的打算， 有些是主

动选择了亲美态度而放弃抵抗，

有些是自觉国际经济交往有限而

觉得无此必要， 而更多的原因恐

怕是无力抵抗， 即便是德国这样

的经济强国也不愿激怒美国。

中世纪的欧洲， 有些强势的

教皇认为自己既是基督教会的绝

对领导者， 也是一切世俗事务的

最高裁判官， 从而无视国王而对

各国事务发号施令， 国王则大多

敢怒而不敢言。 11 世纪初，德皇

亨利四世与教皇斗争失利而被开

除教籍，国内诸侯乘机反叛。1075

年 1 月， 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

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

向教皇“忏悔罪过”。 亨利四世身

着罪衣立在城堡门口三昼夜，方

获教皇赦免。 这就是西方历史著

名的“卡诺莎之辱”，又称“卡诺莎

晋见”。

阅读《隐秘战争》，似乎看到

全球经济领域的一个教皇正向各

国发号施令， 动辄以某国违背其

法律而施以“不许进入美国市场”

“不许获得美国产品和技术”“不

许进入美国主导的金融结算体

系”等制裁。 令人颇感失望的是，

在美国这个全球经济 “教皇”面

前， 无论是法国还是欧洲其他各

国，都呈瘫痪状，敷衍拖延。 作者

写道：“欧盟指望通过对话来平息

美国司法界的怒火， 但从不曾试

图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立法的域外

管辖权问题。 ”

可见， 国际经济竞争既是资

源禀赋、 生产效率及科技能力的

竞争， 更是国家独立自主性和捍

卫自身利益能力的竞争。 美国的

司法域外管辖权同样威胁着中国

企业，我们必须予以深入研究，寻

找自己的应对方案。

《隐秘战争》

[法]阿里·拉伊迪著

法 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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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宏大考辨精 资料宏富集大成
———评《唐五代文编年史》

■刘万川 曹向华

《唐五代文编年史》（简称 《编年史》）

是一部磨砺了 15 年的巨著， 也是唐代文

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唐五代文多若星辰，

但学界对唐文的研究远落后于诗歌，其原

因之一就在于对唐五代文缺乏总体了解

与把握，尚未对存世的唐五代文进行清理

编排。 《编年史》的问世，既是第一部唐五

代文的编年史，也必将为唐文的总体研究

打下广阔而坚实的基础，为各文体史之研

究提供方便。

《编年史》 对唐五代所留存的代表性

文章、作者主要生平和创作交游以及重要

政治事件与文化活动等进行逐月、逐年编

排，客观地展示了各体文章撰著及演进发

展之原初面貌。 细审全书，有三点尤其值

得称道。

其一，体制宏大，视野宽阔，亦不乏重

要视点的展现。 唐五代文中既有文采斐然

之作，也包含众多实用性文，如诏敕、制诰、

章奏、表疏、墓志、碑铭、书信等。 囿于所谓

纯文学观念的束缚， 学界历来对上述文体

的文章较少论列，《编年史》则众体兼录，据

其写作年代择要编列， 能展现唐五代文创

作较完整的原本面目， 同时有利于研究者

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与研究。

《编年史》将众多作者及其互相交往、

创作活动、重要时事和创作背景，以时间

为序，犬牙交错地编制成一幅唐五代文人

创作的立体生动画卷。 五代十国为乱世，

诸国并存，朝代更迭频仍，文士星散各处。

《编年史》处理妥适，既有其时文章及其作

者时代大视野的编制载录， 也有重要的

时、地考察记录。 如唐哀帝天祐四年九月，

《编年史》 对当时几位文名较著者行迹的

记录：“张蠙本年前入蜀依王建， 及开国，

拜膳部员外郎。 王建召张道古为武部郎

中。未几，复贬茂州。李珣字德润，梓州人，

时已在蜀。 贯休已入蜀，先居东禅院，永平

二年，王建为修龙华禅院，赐号禅月大师。

牛峤在蜀，拜给事中，未几卒。 ”从而展示

了蜀国该年前后的基本文学状态。

其二，收集广博，甄辨考证有力。 清人

搜集编成的《全唐文》卷次浩繁，漏网之文

仍不在少数。 《编年史》作者尽可能地编录

了所能见到的《全唐文》外的唐五代文，以

《全唐文新编 》《全唐文补编 》《全唐文补

遗》《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唐大诏令集续编》等为补充，且对于单个

作家文章数量的记载也尽可能予以完整

统计。 如盛唐卷开元二年，记“贺知章在太

常博士任，撰《戴令言墓志》”，随即对贺知

章著作统计辑补，除《全唐文》存文两篇，

又统计《唐代墓志汇编》三篇，《全唐文补

遗·第四辑》两篇，《全唐文补编》三篇，共

十篇。

所谓编年，是将所选入的众多作家的

文章进行逐年考订，然后以作文时间先后

进行有序载录。 考订非易事，陈铁民先生

在《编年史·序》言：“编年史的撰写，是一

件难度很大的工作。 难就难在首先得把数

百位作家的生平事迹弄清楚，还难在要将

各个作家的重要诗文的创作时间搞确切。

曾为唐代作家编写过年谱的同志都知道，

作这项工作常常‘苦无所本’，即找不到系

年的依据， 而费力搜罗来的一些材料，还

往往互相矛盾， 不下一番艰辛的考证功

夫，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 ”《编年史》进行

了细致而审慎的考证。 如唐穆宗长庆二年

九月之编年，作者据文本分析，从地理文

学的角度进行考辨。 李德裕应段文昌之

请，撰《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 这一

判定是撰者结合 《旧唐书·穆宗纪》《旧唐

书·段文昌传》《新唐书·段文昌传》《舆地

碑记目》《集古录目》等正史及地理、金石

碑志资料而断定“丞相邹平公”为段文昌，

文章当作于李德裕出任润州刺史前的。

《编年史·前言》中说：“部分文章的系

年乃取自学术界的各种研究成果和各种

唐人年谱。 ”可见撰著者视野宽阔，收集广

博，论证有据。

其三，资料宏富 ，为多种文史专题研

究的深入开展提供线索、资料与方便。

《编年史》以年月为纲、史实为背景，以

人物为经、文章为纬，组织勾连，用大量文

献资料逐月逐年编织成唐五代 360 年各体

文章的创作宏图， 同时包罗了唐五代主要

历史政治事件、 朝廷所颁政令与各项政策

措施、诗文创作和文化活动等。 从这一角度

说，《编年史》也是别样的多功能文学史著。

比如， 要研究某种文体的文章在唐五代时

期或某阶段的创作与演变状况， 即可通过

《编年史》逐年检得该文体具代表性的主要

文章。 又比如，要知道某年或某一历史年代

发生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 及其对文人行

踪、心态和文章创作是否产生影响，同样可

通过《编年史》获得相关资料与线索，继续

追踪更多资料，深入展开研究。

唐五代文极为繁富，新面世的文章分

散各处，有的很难得到，更遑论唐五代文

总数正不断更新；加上撰者难免的偶尔取

舍不当，所以存世而未被编载的重要文章

还有相当部分，难免影响到编载著作的完

整性，也或多或少地对《编年史》学术水平

有所影响。 这是《编年史》今后还需不断完

善和弥补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