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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政部近日发布“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
议”项目调查报告第一卷，呈现当年这些学校里原住民儿
童的悲惨遭遇。根据这份报告内容，1819年至1969年，美
国原住民儿童在400多所联邦印第安寄宿学校中遭受了鞭
打、性虐待、强迫劳动和严重营养不良等不公平对待，超
过500名儿童死亡。随着调查工作继续展开，这一数字预计
将达到数千名或数万名。美国专家表示，该调查的首份报
告呈现的数字仅仅是冰山一角。

揭露血泪历史

“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项目调查了1819年
至1969年期间，美国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408所学校以及
另外89所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学校。调查报告指出，一些
学校发生过“猖獗的肢体、性和情感虐待”行为，53所学
校存在“有标记或无标记的墓地”。研究人员表示，许多孩
子在学校受到虐待，数以万计的孩子消失，预计还会发现
更多死亡案例。

长期以来，作为美国政府对原住民的“强制同化”政
策之一，美国原住民寄宿学校成为美国政府消灭印第安部
落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的重要手段。调查显示，从1819年

《文明开化基金法案》颁布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或
资助寄宿学校，强迫印第安儿童入学。根据美国印第安人
寄宿学校治愈联盟报告显示，历史上全美共有367家寄宿学
校，至1926年，印第安儿童就读比例高达83％，但就读学
生总数至今仍不明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内政部长德布·
哈兰作为首位美国原住民内阁成员，于2021年宣布启动此
次原住民寄宿学校调查。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从未对这些
学校的遗留问题作出任何真正的解释。

全面剥削原住民

“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调查发现，联邦印
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采用军事化方法，组织儿童进行军事
训练；并试图通过教育同化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
夏威夷原住民儿童，改变他们的身份。学校使用的手段包
括：将印第安人儿童名字改为英文名，剪掉印第安人儿童

的头发，禁止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
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

“当前曝光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儿童的惩罚、虐
待甚至杀害是最为明显的迫害行为，美国政府对原住民各
方面权利的结构性剥夺远不止于此。”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
心教授丁见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原住
民寄宿学校通过教育、语言、文化、宗教等措施，企图根
除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和部落认同，导致大部分印第安人
既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文化，又难以保持和弘扬传统文化，
对自身文化和身份陷入长期迷惘痛苦。另一方面，原住民
寄宿学校在美国普遍实现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仅向印第
安人进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耕种、纺织等传统农业技能培
训，使印第安人与现代经济生产方式脱节，导致印第安人
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和社会底层。这些全方面、结构性的权
利剥夺，可以说是美国原住民寄宿学校“最大的恶”。

悲剧仍在延续

印第安人遭受的系统性歧视至今仍在酿造悲剧。根据
美国印第安人健康服务局发布的报告，美国印第安人预期
寿命比美国人平均寿命低5.5岁。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数
据显示，印第安人的贫困率是所有少数族裔中最高的，为
25.4％，而白人为8.1％。印第安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相
当于白人家庭的60％。

丁见民分析，二战后，美国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
出现一些改变，比如部分恢复印第安人的群体身份，允许
印第安人在保留地发展博彩业、旅游业。这些政策一方面
有限地增加了印第安人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将印第
安人传统文化转化为旅游商品，给印第安人的生活带来巨
大商业化冲击，严重侵蚀了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此外，
美国在印第安人保留地掩埋核废料等无法降解的生态垃圾
等行为，也对印第安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究其根本，印第安人生存状况始终未得到应有的改
善，是因为美国种族主义痼疾作祟。不光是印第安人，美
国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群体都面临着结构性
种族歧视。少数族裔基本的生命安全、生存发展权利都未
得到保障，更别说其他的‘人权’。美国在拿着‘人权’的
镜子照别人的时候，应该先照照自己。”丁见民说。

近日，美国核力量重要负责人、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在
国会发出所谓“警告”，极力渲染俄罗
斯和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并吓唬
国会议员称，美国现在正面临“核威
慑力危机”。一番耸人听闻的论调，实
质依然是美国驾轻就熟的“贼喊捉
贼”戏码。

作为美国核武器委员会成员，查
尔斯·理查德近期炒作“核威胁”已不
是第一次了。4月，在美国国会闭门听
证会上，他就曾表示，中国战略核武
库的“惊人扩张”对美国而言是快速
升级的风险。3月，他还称自己“非常
担心”中俄两国可能在核武器上开展
合作。

查尔斯·理查德等美国官员炒作
“核威胁”的真实用意，无非是企图在
美国国会的预算争夺中多分一杯羹，
最终目的是维持和强化美国的核力
量。从结果来看，他们的确得偿所
愿。根据拜登政府近期提交的2023财
年国防预算草案，美国核武库维护和
升级预算达到344亿美元，远高于2022
财年的277亿美元。其中，63亿美元用
于建设“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50 亿美元打造 B—21 轰炸机，36 亿美
元建设新一代“哨兵”洲际弹道导
弹，10亿美元用于研发新型远程防区
外空射核巡航导弹，48亿美元用于升
级核指挥控制系统等。可以看出，拜
登政府已着手对美“三位一体”核打
击力量的各个支柱进行全面升级。打
着受到“核威胁”的幌子，美国似乎
为自己任性的“核自由”和“核霸
权”找到了正当性。

事实上，与其说美国受到“核威
胁”，不如说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
胁来源。即便坐拥全球最庞大的核武
器库，美国还不满足，仍要投入上万
亿美元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发
展低当量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
槛。不仅如此，美国先后退出 《反导
条约》《中导条约》 等军控法律文书，
拒绝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持续推
进部署全球反导系统，谋求在欧洲和
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并通过向澳
大利亚出售核潜艇、强化“核保护
伞”等方式推动构建极具冷战色彩的“小圈子”。不久前，美
国还就核态势审议释放出消极信号，拒不放弃基于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核威慑政策。中俄两国被美国用作“挡箭牌”。实际
上，美国才是将全球拉入“核阴霾”之中的罪魁祸首。

一直以来，中国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将核
力量规模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中国始终恪守在
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明确承
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这一政策清晰而明确。美国三番五次炒作“核威胁”，
上演“嫁祸于人”的把戏，大搞军备竞赛的小动作，最终只
会落个自讨无趣的下场。今年初，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共
同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表
达了避免军事对抗、防止军备竞赛的共同意愿。美国应当切
实承担起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继续以可核查、不可逆和
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减
少核威胁、促进核裁军履行应有的责任。

加快扩张步伐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将外交重头
戏放在亚洲，其主导下的北约也明显
加快“亚太化”进程。今年 4 月，北
约外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
讨论北约的新战略构想。此次会议以

“全球合作伙伴”为名，首次邀请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4 个亚
太国家外长参与。北约方面近日还透
露，已经邀请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参
加 6 月下旬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
约峰会。此外，韩国日前宣布加入北
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成为首个
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被美国
进一步工具化、武器化。”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
秀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
国将北约视为应对俄乌冲突的一个战
略支柱，试图把更多议题纳入北约框
架下。

作为一个军事同盟组织，北约一
贯以“防卫”名义推进军事合作。近
期，美、英、法等北约成员国高调开
展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加紧打造
亚太军事同盟体系。

4月，美国白宫发表美英澳三边安
全伙伴关系 （AUKUS） 领导人声明，
宣布将研发高超音速武器。5月，英国
和日本达成原则性共识，让日本自卫
队与英军实现“互相准入”，英国首相
约翰逊称此举将“加强英国对印太地
区的承诺”。日本防卫省日前还宣布，
将首次参加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主办
的“多边演习”。

在欧洲地缘局势紧张之时，北约
国家政客频频向亚太国家炒作、渲染
安全威胁。近日，英国外交大臣特拉
斯在一场演讲中鼓吹“全球性的北

约”，称“必须先发制人，与日本、澳
大利亚等盟友合作，确保太平洋地区
得到保护”。

“美国一直试图把亚太盟国组织起
来，如欧洲盟国那样形成一个完整的
同盟体系，即打造亚太版‘小北约’。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向亚太地区的
扩张更为明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杨希雨向本报记者指出，北约
是一个成立超过70年的区域性军事组
织。如今其正加紧从大西洋向印度洋
太平洋及全球扩张，以实现北约军事
职能的全球化。这是北约当前最重要
的一个动向，将对欧洲、亚太乃至全
球战略平衡产生影响。

美国一手主导

据日本 《朝日新闻》 报道，针对
拜登此次亚洲之行，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指出，“将在印太地
区展现美国的领导力。”还有不少美政
客和媒体大肆炒作，声称此行将打造

“对抗中国的安全和经济联盟”。
“近年来，美国战略重心加快东

移。”杨希雨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和政
治的不均衡发展，亚太地区越来越成
为世界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美国为
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必然要把战略重
心放在亚太。“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
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提出

‘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继续丰
富、强化‘印太战略’，美国日益加强
在亚太的政治军事存在。”

紧随美国的步伐，北约也不断把
手伸向亚太。2021年，北约抛出新的
战略概念“北约 2030 年议程”，在将
俄罗斯列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炒作

“中国威胁”，宣称要减少各成员国在
威胁认知上的差异，加强政治融合。
美国还打着促进地区合作的旗号在亚

太地区拉起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同
时收紧双边军事同盟，大搞集团政治
和地缘博弈。

“美国的战略重点东移从来不是仅
把本国的战略投射重点放在亚太，而
是要连带同盟体系向东转移。”杨希雨
指出，靠同盟体系支撑其全球霸权是
美国的一种战略思维定式。北约职能
向亚太地区转移，也构成美国全球战
略重心东移的重要支撑。

“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持续扩张的目
的，就是实现美国的霸权野心。”《印
度快报》网站刊文指出。

徐秀军指出，近年来，随着新兴
经济体崛起等世界局势变化，美国实
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衰落。美国视北
约为维护地区及全球霸权的重要工
具：一是借助北约机制加强对盟国的
控制，对北约其他成员国的政策立场
产生直接影响；二是利用北约对抗、
打压、遏制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对
手”。在亚太地区，美国试图通过推进

“印太战略”，搞所谓“亚太版北约”，
在亚太地区复制“控制盟友”“遏制对
手”的做法。

警惕安全困境

北约一再东扩引发的俄乌冲突还
在持续，造成巨大安全隐患和人道主
义灾难。美国打造“亚太版北约”的
行动，将给地区和平发展带来什么？

杨希雨指出，北约已把欧洲大陆
推入了一种安全困境。北约将欧洲国
家分成了集体安全体系之内、之外两
类国家。北约要强化“集体安全”，必
然加剧北约体系外国家的不安全感，
欧洲安全困境随之产生。自冷战时代
至今，欧洲一直在这种安全困境中苦
苦挣扎。北约东扩进一步加剧了欧洲
安全困境，是导致俄乌冲突爆发的一

个深层次原因。“当前，北约的全球化
发展不可避免地将这种安全困境带到
全球。对此，亚太国家需高度警惕。”

美国 《外交官》 杂志日前刊文指
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应对乌克兰
危机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着明显
分歧，“这些国家的态度反映了对加剧
地缘政治对抗做法的警惕”。

徐秀军指出，俄乌冲突给亚太地
区安全带来一个重要启示：秉持冷战
思维，依靠军事同盟追求绝对安全，
只会恶化地区安全环境，无法有效保
障自身安全。北约一直奉行追求自身
绝对安全的理念，忽视了安全问题的
不可分割性。在世界政治经济高度联
动的今天，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北约的狭隘安全理
念不仅脱离了时代发展潮流，从现实
来看还在世界各地制造动荡不安、甚
至在欧洲引发战火。

“亚太国家应从历史和现实中吸取
教训，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新安全观，走对话不对抗、结伴
不结盟、共赢非零和的新路，妥善解
决分歧和争端，同时需警惕域外国家
在地区制造分裂对抗的行动。”徐秀军
表示，亚太地区是世界最具发展潜力
的地区之一。大多数亚太国家都是发
展中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
局面，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杨希雨表示，为维护地区持久和
平和普遍安全，亚太国家应做好两件
事：其一，在北约东扩加剧全球战略
不平衡、世界动荡不安的当下，亚太
国家应加强战略及政策协调，坚持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降低安全矛盾和竞
争风险，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奠定扎
实的基础。其二，亚太各国加强合作，
共同探讨、建立适合本地区的包容性、
可持续性新安全架构。这个架构不是一
部分国家实现所谓“集体安全”，而应
以追求所有国家共同安全为目标。

制造冲突对抗 服务美国霸权

“亚太版北约”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原住民寄宿学校再揭美国人权劣迹
本报记者 高 乔

原住民寄宿学校再揭美国人权劣迹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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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刚刚落幕，美国总

统拜登又开启任内首次亚洲之行，并于5月24

日在日本东京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

制峰会。强化美国所谓“延伸威慑”成为美韩、

美日领导人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外界还关注

到，5月21日上午，美海军核动力航母“亚伯拉

罕·林肯”号首次停靠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

近年来，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加紧拉拢

亚太国家，借军事同盟极力拼凑“亚太版北

约”。其秉持冷战思维、通过制造冲突对抗渲

染安全威胁的种种行径，严重威胁亚太地区安

全稳定。对此，亚太地区国家需高度警惕。

近日，第 14 届达喀尔非洲
当代艺术双年展在塞内加尔首都
达喀尔拉开帷幕，中国首次作为
主宾国参展。本届达喀尔非洲当
代艺术双年展以“锻造：浴火重
生”为主题，展出来自全球 28 个
国家的艺术作品。中国馆以“跃
迁·活性能量”为策展理念，遴选
了12位中国艺术家的24件作品。

图为观众在中国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王子正摄

达喀尔非洲当代艺术双年展举行

环 球 掠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