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17日 星期五
编辑 韩晓艳 电话（010）65363801域外传真 本版信箱 manhuafcyym@vip.163.com

核战争这个事儿，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发出前所未有
的预警：人类离核毁灭只差一个误判。

舆论十分担心了：真打起核战争来，怎么办？
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人类已然经历过
一次核战——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拥有核弹，
也叫原子弹。1945 年 8 月 6 日，同盟国美国的
B-29 轰炸机“恩诺拉·盖伊”号，向日本广岛投
下代号为“小男孩”的一枚原子弹。8月 9日，美
国第二枚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两枚核弹，
敲响了轴心国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因为在美
国投弹日，日本尚未投降，所以此时当然处于战
争之中，也应该把这个投弹行为称为“核战”。
两颗核弹爆炸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不详述了，其
罪责，全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

现在，世上又有了威力更大的核弹——氢
弹，却没有发生过核战争。然而，像美国这样的
核大国的核武库，却越来越充盈。现在的核弹，
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可不是当年的“小男孩”，而
是威力无比巨大的“变形金刚”。“核讹诈”的阴
云，一直未曾散去。所谓核讹诈，即是霸权核大
国对其他国家的核恐怖、核威胁。现今世界上
有 5个合法拥核国家，像中国这样为保卫国家而
拥有核武器却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
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核国家，世上没有第二
个。

自毁灭性极大的核弹问世以来，人类还没有
找到有效防御它的手段。然而那些对别的拥核
国家首先使用核弹的国家，必然遭到核报复，哪
怕是弱对强的报复，强者也吃不消。比如交战
的一方拥有核弹 20枚，另一方拥有 200枚，但是
摧毁对方，20枚便足够了，那么拥有 200枚核弹
的一方，多出来的 180 枚，也无用武之地。这就
叫“核制衡”，从“摧毁”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核
对等”，使得核战争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人类发明的各种作战武器，当然都是用于战
争的，然而核弹这种超能武器，却使人类不敢贸
然将之用于战争。我想各国发展核武器的最终
目的，其实是为了相互威慑，相互喊话，在战争
中则避免使用核弹。从逻辑上说，核弹的威力
越大，打核战争的可能就越小。听听“预警”是
必要的——最好不要“误判”，请思忖一下，如果
战争双方“相互摧毁”，甚至把全人类、把地球彻
底毁灭，这是可以想象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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