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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重温
《纽约时报风尚杂志

》2 0 1 4 .1 1

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波
特诺伊的抱怨》出版于 45 年
前。重读这部小说后，罗斯
说：“我描绘的一个 33 岁的
男子接纳了各种不可接受的
思想，他被危险的事件、令人
厌恶的观点、激烈的抱怨、邪
恶的感受、躁动的肉欲附了
体。总之写的是所有人身上
的野性。由于 45 年间道德
观的巨大变化，这本书已经
像《红字》和厄普代克的《夫
妇们》一样过时了。”

物理学与爱情

《纽约客

》20 14 . 11 . 1 0

《万物理论》讲述的是霍
金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简·霍
金的故事。霍金对简说他想
创建一个解释万物的统一方
程。病情加重后霍金躲在房
间里反复听瓦格纳的《女武
神》，在这部歌剧中女神们骑
着马在天上跑。霍金夫妇生
育了三个孩子，但结婚 25 年
后霍金离开了漂亮又忠诚的
简，奔向了一个把他当孩子
对待的护士。霍金这一举动
令人感到困惑。

默克尔时代的年轻人

《明镜

》2 014 . 1 1. 1 0

默克尔从 2005 年开始
执掌德国的最高权力，并且
两次连任，在她任下德国遇
到了从未有过的机会与风
险，而她作为一个权威的大
家长很好地应对了这一切。
她在德国社会中强烈的存在
感影响了如今 18 岁到 30 岁
年龄段的年轻人。他们不像
自己的前辈那样关心政治，
也没有什么批判精神，更加
追求眼前的现实，在个人利
益方面野心勃勃，《明镜》杂
志采访了多位青年来展现当
今德国青年的面貌。

为何挣那么多为何挣那么多
《波士顿环球杂志

》2 01 4 . 1 1

为什么整形医生的收
入是艾滋病治疗医生的两
倍半？关于工资差异最常
见的解释是供求关系，比如
从业资格的要求会导致持
有资格证的从业者收入增
长 15％左右，因为从业资格
的要求会降低从业者的人
数。但这个答案是不完整
的。高级餐厅的侍者的收
入比厨师高，是因为侍者不
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所以雇员要努力为这一岗
位吸引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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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斐济访问的结束，习近
平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对世界五大
洲震撼人心的访问落下了帷幕。
2013 年以来，中国外交活动之频
繁，与各国达成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个领域的协议之多前所未有，
中国为化解各国存在的矛盾，缓解
分歧，防止冲突，发挥着具有重大责
任心的大国作用。中国外交旋风刮
遍世界五大洲，向全世界昭示，中国
外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反映出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
的外交战略、政策和对策。

经过近三四十年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差距日益缩小。发达国家几经金
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陷入停滞不前
的状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

兴未艾，但受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滞
后的影响，经济增速放慢，同时又
面临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问题。
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两位数快速
发展，超过日本，紧逼美国。中国
已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正在全
世界寻求投资的新机遇。预计未
来 10 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 1.25 万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基础设施建
设的有力承接者。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五大洲 30
余个国家期间，承诺加强对非洲国
家的援助，签署 40 多个有利于非洲
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合同；和拉丁美
洲国家签署了各种协议 150 项，涉
及金额达 700 多亿元。特别是中
国、巴西和秘鲁三国决定合作探讨
建设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
铁路；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密
切各国联系，互惠互利，展现共同
繁荣的广阔前景。中国为此建立
了丝路基金，与此同时，推动设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一
向将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看作
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习近平首访五
大洲始于非洲的南非，终于太平洋

岛国斐济，将中国这一外交理念推
向一个新的高峰。

习近平主席选择俄罗斯作为他
出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个出访国
家，和普京保持密切的接触，双方在
涉及当今国际形势，维护联合国宪
章，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各国自主
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取
得了广泛的共识。中俄两国今年签
定的“世纪合同”，为加强两国能源
领域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今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京
会议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应邀正式
访华。两国领导人在中南海进行
一对一的交谈，时间之长，涉及话
题之广，在国与国之间领导人政治
交往中是罕见的。人们注意到中
美两国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建设方面取得了早期的收获，各界
进一步认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
理念。会后中美关于联合减排及
其他有关问题达成的协议引起全
世界重视。

习近平主席欧洲之行到访欧盟
总部，是中欧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
首的首次访问，显示中国对欧盟、对

欧洲的高度重视。在访问荷兰、法
国、德国和比利时期间，双方签署了
120 多项合作协议，涉及领域广泛，
显示中欧双方共同发展战略伙伴的
决心和意愿。

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新西
兰进行访问和出席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对澳访
问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将中澳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实
质性结束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1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澳大
利亚联邦议会讲话时说：中国是“是
人群中的大块头，其他人肯定要看
看大块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
撞到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路，会
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他阐明了

“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誓言中
国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和促进
亚太发展的决心、理念和政策绝不
会动摇。这表明中国重视各国如何
审视、预判今后中国的走向，中国也
坚决表示中国的决心不会动摇。

习近平主席对五大洲的访问已
经结束。中国的新征途正在开始。

（作者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五大洲劲刮中国外交新风

名家专论专论

让我们像古代哥萨克头领一
样来一场决斗。谁胜出了，谁就
向输的一方提出条件。

——乌克兰卢甘斯克地区
“总统”普罗特尼茨基

据俄罗斯 NTV 电视台 11 月
19 日消息，普罗特尼茨基向乌克
兰总统波罗申科发出公开“挑
战”，提议与其进行“决斗”。普罗
特尼茨基希望用这种方式与基辅

“一决胜负”，以尽早结束军事冲
突。他还提到，愿意由波罗申科
选择决斗地点，并给予他选择武
器的权利。

美国不是想羞辱俄罗斯，而
是想征服俄罗斯，以此解决美国
的问题，让俄罗斯买单。历史上
没有人实现过这一目标，以后也
不会有人能做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
遭受西方外交与经济压力紧

逼的俄罗斯如今同北约已“撕破
脸皮”。据英国路透社11月18日
报道，普京日前同政治支持者讲
话时称，美国想要征服莫斯科的
野心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朝鲜是渴望对话的，然而国
际社会却暴露了试图否定和消
除朝鲜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
意图⋯⋯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坚
持我们所选择的方向。

——朝鲜外务省国际事务副
局长崔明南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当地
时间 18 日对欧盟等 60 余个国家
提交的朝鲜人权决议案进行了表
决，最后以 111 票赞成、19 票反
对、55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该决
议。决议通过后，朝方代表表示
出了强烈不满。

在白宫内工作是一个巨大的
荣誉，应该享受乐趣。把自己当
成“跛脚鸭”而浪费哪怕一天宝贵
的时间，都是疯狂的。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日前克林顿敦促现任总统奥

巴马与控制国会的共和党进行妥
协，同时也表示，在最后两年的任
期中，奥巴马仍然能够完成“5 件
或者6件”大事，包括移民改革。

（据新华社、央视）

俞剑弘

19 日，英国伦敦发生学生游行
示威活动引发的骚乱。警方与数
千 名 示 威 者 发 生 冲 突 并 逮 捕 11
人。示威因学生抗议教育收费而
起，但旋即出现暴力行为，引发骚
乱。

类似的“戏码”上演已逾一月：
从10月18日开始，英国各大城市出
现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数以万计
的英国人涌上街头抗议削减工资。
而且，抗议活动最初由英国医疗服
务系统员工发起，这也是撒切尔时
代以来英国公共卫生部门的首次罢
工，而且罢工迅速超出了行业范畴，
得到了全行业性公会的支持。游行
范围既包括伦敦，也包括苏格兰、北
爱尔兰地区。

那么，只有英伦三岛如此吗？

事实上，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类
似场景在波兰、西班牙、比利时，乃
至法国街头接力上演，几有席卷整
个欧洲之势。欧洲的这个冬天看来
真是格外寒冷。

欧洲之“冷”，最深层和根本的
原因，当然是经济的异常疲弱。通
胀率低位徘徊、失业率居高不下、经
济景气指数难以改善⋯⋯以至于有
分析人士认为，面临通缩和衰退威
胁的欧元区可能陷入“长期性经济
停滞”，并拖累全球经济。法国的情
况显然是有代表性的：法国目前失
业率为 11%，经济增长几乎停顿。
今年 9 月，法国的失业人数更是达
343万，创下历史新高。

欧洲的寒意，也来自于数百年
来积攒下的民族主义、分裂主义情
绪。以比利时为例，几个世纪以来
的大国博弈，将比利时这个人口仅

一千多万的国家割裂成北方荷语
区和南方法语区。政治僵局曾使
其创下 400 余天“无政府”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在波兰，11 月 11 日独
立日，本该是整个国家的喜庆日
子，但华沙的大型游行最终却演变
成一场骚乱，警方动用了高压水
炮，超过 30 人受伤，约 200 人被拘
捕。波兰的现实，恐怕也是欧洲大
陆的一个缩影：政坛和社会中主流
群体与右翼保守集团之间鸿沟日
深，极右势力借社会分裂不断坐
大。

欧洲的这个“多事之冬”，媒体
的表现则更让人齿冷：比利时 10 万
民众身穿橘色工会服装走上街头抗
议，这场瘫痪了布鲁塞尔公交系统、
该国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游行，却仅
仅在西方媒体上得到“通稿”式报
道；法国数百万抗议者戴着电影《V

字仇杀队》中的面具举行大游行，抗
议政府对经济和降低失业率不作
为，媒体的报道也仅有只言片语；而
英国 19 日的骚乱，被法新社称为

“４年来英国规模最大的学生抗议
活动”。打开次日英国《卫报》网站
首页，滚屏４次才能发现一条有关
新闻，《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只有寥
寥 402 个单词，已经到了惜墨如金
的地步。

蔓延全欧的街头运动，与媒体
的漠然和粉饰形成的强烈反差，也
算 是 欧 洲 这 个 冬 天 的 一 道“ 风
景”。欧洲媒体的这种群体性失
语，与其说是出于“假装没看到就
不存在”的鸵鸟心态，毋宁说是“倒
驴不倒架”的传统优越感作怪，否
则就很难理解其对世界其他地区
街头政治的那股“热乎劲儿”（比如
动辄冠以“××之春”“××革命”的吓
人字眼）。无论如何，这种动机不
纯的选择性缄默，显然很难让人相
信，欧洲有直面经济困局、弥合社
会裂痕的勇气。

示威蔓延，欧洲冬天有点冷

图右的墙上张贴着“乌克兰东部停火”告示，站在墙上的“和平鸽”观察员用望远镜看到的却是战火纷飞。
视野网供图一纸空文

肖艳艳

弗格森枪击案尚未平息，美国
种族歧视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最
近，知名学府哈佛大学被告上法庭，
美国一非营利组织指责其歧视亚裔
学生。

其实，美国高校的亚裔歧视并
非第一次引发媒体关注。追根溯
源，还要从上世纪 60 年代出台的

“平权法案”说起。当时，美国的民
权运动促使国会制定该法案，以保
证少数族裔在教育和工作上的权

利。然而受益的少数族裔群体中除
了非洲裔、拉美裔和土著印第安人
之外，亚裔等移民却没有被包括在
内，引发“逆向歧视”的争议，相关官
司时有发生。

目前仅有部分大学取消或者修
改了一些涉嫌“逆向歧视”的招生规
定。短期内，可能还有不少亚裔学
生会被哈佛等高校拒之门外。

种族歧视是美国历史上极不光
彩的章节。二战后，美国民权运动的
发展，使种族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缓
解。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

发表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可
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社会对少数
族裔有形和无形的歧视依然存在。

据路透社网站 2012 年 7 月 3 日
报道，跟其他族裔相比，警察更袒护
白人。纽约市在 2011 年 68.5 万次
警察街头拦截检查中，超过 85％针
对黑人和拉丁裔人群。少数族裔被
执法部门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另
外，少数族裔在就业方面同样受到
歧视。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显示，
白人失业率远低于非洲裔和拉丁
裔；亚裔和非洲裔重新就业所耗时

间明显长于白人。
虽然其他族裔和白人一样对美

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境遇却如
此不同。这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会
发生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

当然，在某些时段，少数族裔的
地位是引起“重视”的。民主党和共
和党通过多年竞选斗争，越来越意
识到少数族裔选民的重要性。在刚
刚过去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少数族
裔选民成了两党激烈争夺的对象。
还有一名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开通
中文竞选网站，希望借此获得更多
华裔选民的支持。

只是，这些美国政客在获得选
票的同时，请耐心倾听少数族裔的
呼声。

哈佛被诉，种族歧视又作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8 日晚
宣布，将解散众议院并提前举行
大选。安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提前选举是为寻求民众支持，
从而确保“安倍经济学”成功。媒
体认为，安倍自 2012 年年底上台
后就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力推
日本经济摆脱持续多年的低迷状
态。然而，近两年时间过去了，日
本经济虽然曾经短暂向好，但当
前整体复苏前景依然难言乐观。

“安倍经济学”能否拯救日本经
济，将面临严峻考验。

如果我们未能保住多数席
位，我会辞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
的“安倍经济学”遭到排斥。

——日本首相安倍
安倍解释他解散众院提前大

选的理由时说，“我需要听到民众
的声音。”

第三季度 GDP 数据之差超
出想象，再次证明“安倍经济学”
的局限性。

——民主党干事长枝野幸男
枝野幸男表示，将在众议院

选举中严厉追究安倍经济政策的
失败。

开动印钞机解决不了日本人
口结构危机，也不能改善女性职
场环境。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
论员马丁·沃尔夫

“安倍经济学”自推出之日起
就引发不小的争议，对于它能够推
动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各界一直
半信半疑。马丁·沃尔夫是质疑

“安倍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日本民意对“安倍经济学”的

看法也日趋负面，特别是在东京
等少数大都市以外的地方。《朝日
新闻》最近一项民调显示，三分之
二民众认为“安倍经济学”对自己
的生活没有带来改变，更有近三
成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因此“恶
化”。 （据新华社）

安倍经济学
麻烦有点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