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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安倍
内阁将继承承认日本殖民统治与侵略的“村山谈话”立
场，同时有意发表新的谈话。但日本媒体披露，“新”
谈话可能会修改政府近 !" 年来沿袭的“历史观”，并在
集体防卫权上有所“突破”。

可怕的“新”意

“村山谈话”是 #$$% 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在日本战
败 %& 周年之际发表的，他认为昭和战争是“国策的错
误”，“给亚州各国人民带来了严重伤害和痛苦”，并表
示“痛切反省”和“诚挚道歉”。

此后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上台执政，均将其当
做日本政府正式的“历史观”。

事情现在开始起了变化。去年 #!月，安倍晋三重执
政权，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含糊其辞，变化多端。起初，
他表示将继承“村山谈话”，但很快又表态，准备发表
“适合新时代”的历史谈话。

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接受采访时称，旨在修改“村山
谈话”的相关工作已在准备之中。日本媒体《产经新闻》
发表题为 《必须改变损害国家利益的历史认识》 社论，
称对扭转“道歉外交”、重建外交而言，“修改村山谈话
可谓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纽约时报》 '日发表社论谴责“安倍重新试图否定

历史”。《产经新闻》大加嘲讽美国毫无根据断言安倍是
“右翼民族主义者”的行为令人费解。

朝“右”倾斜的路

除了修改历史观谈话，菅义伟还称，#$$' 年承认日
军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也应该“早做修改”。另
外，他还表露了将加紧研究能否修改宪法解释以允许行
使集体自卫权的想法。

据日本媒体报道，政府将成立政策研讨机构，该机
构除了研究修改“村山谈话”外，还计划研究成立直属
首相官邸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研究修改宪法解
释，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解禁。

分析认为，刚成立不久的安倍新内阁呈“右倾化”
态势。面对如此一个右倾阁员扎堆的内阁，安倍要实现
自己提出的目标，必须抑制他们的极端右倾冲动。

但似乎安倍并没有这么做。这在最近的政府预算中
可窥一斑。据消息人士称，日本 !&#'年（财政年从 (月
# 日开始） 的军费开支可能提高 !)，达到 (*+ 万亿日元
（合 %'(亿美元），额外开支将用于扩大自卫队人员数量，
并为陆海空三军购买现代军事装备。

伤害邻国的愚蠢之举

日本的新举动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继安倍鼓吹要修改和平宪法后，

日本新政权试图摆脱二战战败国“枷锁”的又一重要举
措。

安倍的“新”谈话如果做出修改历史观的举动，只
会加深与邻国的敌意。

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除了领土争端，历史因素
也占极大比例。如果日本不正视这些因素，拿出应有的
诚意，与邻国关系回暖需要时日。

韩国总统李明博去年登上独岛后，日韩关系因领土
争端和“慰安妇”等历史问题跌入低谷。

朴槿惠胜选后，安倍为改善关系而派遣特使。为展
示诚意，日方初步决定 !月 !!日政府不主办自民党竞选
纲领提出的“竹岛日”纪念活动。

但分析人士称，如果日方作出修改“村山谈话”、进一
步主张对独岛的主权等行为，日韩关系肯定会再次紧张。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访韩日使在机场就没有受到
贵宾通道的待遇。

修改和平宪法的举动更加危险。日本自卫队实质已
经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只待法律条文这一形式的修改，
如果成行，等于授予了日本国家战争权。
“多行不义必自毙”。盟友美国的主流媒体已经对日

本亮了红灯，日本特使访美的请求也遭到婉拒，这很说
明问题。

首相“新”谈话待定
邻国旧伤疤难愈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安倍的第二个任期伊始，似乎还没有厘清摆在日本面前的外交难题。尽管政府官员声称要继承

对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道歉的“村山谈话”，但内阁右翼势力的强势和媒体嘈杂的修史言论，让还

未出台的“新”谈话罩上了右的阴影。只怕这样的开头，真的于事无补。

韩国慰安妇集会

“反美斗士”查韦斯在病痛中煎熬，委内瑞拉在不

确定中等待，拉美地区也在不由自主地焦虑。

!&## 年 , 月确诊为盆腔肿瘤后，查韦斯数次接受

手术。!&-! 年 -! 月 -- 日的手术后，病情反复。- 月

-& 日，查韦斯究竟能否完成总统宣誓就职仪式已经成

为各方关注焦点。

对于这个一向高调反美的领导人，美国主流媒体的

话语中透露出几分不太厚道的幸灾乐祸。 《华盛顿邮

报》的社评指责查韦斯“毁掉了一个曾经繁花似锦的国

家”，“不负责任地”给后来者留下一个“烂摊子”：财

政赤字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通胀严重、粮食匮乏

……社评甚至提醒美国及周边国家，如果查韦斯无法担

任总统一职，留下权力真空，他们应该适当介入以达到

自己的目的。

事实果然如此吗？

对于味道浓烈的东西，人们的态度常常是爱憎分明，

难得有中间地带。查韦斯执政已经-(年，他是一个宪政国

家的民选总统。这一点，连美国也无法否认。如果他真如

《华盛顿邮报》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委内瑞拉民众又怎

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事实上，查韦斯不

仅赢得了本国民众，也推动了拉美的团结。

上世纪 $&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在全面市场化的过

程中纷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

加剧，其结果是拉美多国“向左转”。经济和社会政策

向中低收入阶层民众倾斜，可以说是所有拉美左翼执政

党共同的特色，也是他们共同的执政基础。作为“激进

左翼”的代表，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对内提高了人

民生活水平、改善了医疗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条件，对

外则积极推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近年来，拉美国家团

结互助的形势日渐明朗。

即便查韦斯真的无法继续执政，委内瑞拉就会混乱

到需要别国介入吗？这或许只能是某些国家别有用心的

奢望。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 %日召开新一届会议，现任国民

议会主席、查韦斯的坚定盟友卡韦略成功连任。分析普

遍指出，这一结果表明查韦斯的盟友们正在向外界展示

“团结”的决心。卡韦略与副总统马杜罗的“兄弟情”表现

也是为了稳定民心，宣示他们愿意共渡难关的决心。

当然，风险自然是存在的。依照委内瑞拉宪法，如

总统“暂时无法履行职责”，副总统可代行总统职权 $&

至 -/&天；如当选总统“完全无法履行职责”，包括死

亡、辞职或罹患重病，则在 '&天内重新选举，其间由

国民议会主席出任临时总统。

如果那个时刻真的来临，那么卡韦略与马杜罗之间

的情谊将有怎样的变化无人可知。马杜罗与反对派的卡

普里莱斯之间的大选对决也充满不确定性，毕竟，马杜

罗缺乏“万人迷”特质，而卡普里莱斯在去年与查韦斯

的对决中让反对派拿到了历次选战中的最佳数据。在国

外，离开了查韦斯的推动，拉美的政治版图又将发生怎

样的变化？没有人能够回答。

如果查韦斯真的不再执政，那么，是让那些虎视眈

眈的别有用心者得偿所愿，还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实现平

稳过渡？委内瑞拉的选择其实很明确。前方的路并不平

坦，但是“混乱”绝不符合委民众的利益。

委内瑞拉，
当心虎视眈眈者

张 红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月,日的报道，美国近日通过
的“财政悬崖”方案增加了富人的税负，消息一出，美国的
富人们就出现了“逃亡潮”。这再一次引发了舆论对“富人
税”计划的关注。政府在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下增加富人
的税收，“富人税”的影响仅在于钱吗？

富人税“雷声大，雨点小”

法国总统奥朗德竞选时就作出承诺，会在未来两年
内向年收入超过-&&万欧元的富人征收高达+%.的税款。

想开征“富人税”的绝不止奥朗德一人。英国政府去
年$月将“富人税”提上日程，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年前
便打起了“富人税”的主意。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富人
税”的推动更是矢志不渝，据媒体报道，富人增税的问题
一度成为“财政悬崖”中美国两党博弈的主战场。

增税消息纷至沓来，各国的富人则闻风而动，纷纷
“出逃”，法国首富阿诺诗和著名影星德帕迪约赫然在
列。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 , 日的报道，日渐升高的
税负使得 !&-!年放弃美籍的美国公民比 !&--年多出一
倍。

然而，层出不穷的“富人税”计划和富人“逃亡潮”看
似轰轰烈烈，实则“雷声大，雨点小”。据法国媒体估算，政
府通过“富人税”得到的收益对于庞大的法国财政赤字来
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西班牙、意大利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一位美国共和党议员则称，即使奥巴马对富人的增税计
划完全通过，所得数额也只够联邦政府运转/天。

社会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存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富人税”来势汹汹，反映
出西方社会日益扩张的仇富情绪。同时，《经济学人》杂志
观察到，西方社会的富人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间的差距

较上一代有显著扩大。分析普遍认为，正是这种社会差距
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加深了民众对富人的敌意。

民众的仇富心理完全可能成为竞选的利器。美国《华
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民调指出，,&.的美国民
众支持对高收入者增税。而据《金融时报》分析，奥巴马和
奥朗德的“富人税”计划都是其竞选时承诺的施政亮点。

此外，富人们的纳税情况也是众矢之的。据媒体披
露，由于富人可以雇佣律师和税务顾问研究如何避税，
因此，富人少缴税，穷人多缴税的状况十分普遍。001

称英国富豪的交税比率还不如清洁工高。
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各国认识到了打击偷税漏税

的重要性。本月 '日，瑞士最古老的私营银行韦格林银
行因帮助其美国客户逃脱巨额税款而永久歇业。而针对
希腊出现的巨额逃税单，一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

称，假如没有逃税行为，希腊根本不
会出现债务危机。

富人应直面社会责任

分析人士指出，“富人税”设立
之初，便是为了协调社会分配、缓解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而各国在财政

赤字的当口上提高富人税，一方面着眼于社会平等，另一
方面也会有助于充裕国库。

但富人们对这样的举措大都并不欢迎。法国欧莱雅
董事长保罗·阿贡表示，如果法国政府推进将边际所得税
率设定在+%.的计划，法国将“几乎不可能”招揽到顶级人
才，这也将进一步削弱法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美
国反对“富人税”的保守人士也辩称，“富人税”会增大企
业资产和就业机会流失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的复苏。

富人们的“借口”未能动摇政府的决心。美国“财
政悬崖”法案已通过对富人增税的决议，而即使法国制
宪委员会已经否决了 +%.税率的提案，政府仍然不会放
弃“富人税”。法国财长莫斯科维奇承诺将会拿出一个
新的修改方案。

有分析称，钱对国库来说必不可少，但富人的社会
责任感同样重要。正如法国总统奥朗德所说，政府提高
富人税款是一项“爱国”举措，富人作为资本社会的利
益既得者应当对经济环境恶化承担责任。

“富人税”：增税之意不只在钱
雷 蕾

图为支持征收“富人税”的美国民众

说起电影，最先进入脑
海的画面是什么？———出神
入化的武功，惊险刺激的赛
车，惊悚恐怖的鬼屋……随
着电影制作技术的不断成
熟，观众常常被精彩的画面
和情节吸引，甚至对电影情
节信以为真，给社会造成不
小的风波。日前，一部热门
影片《刺杀本·拉登》，就遭到
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批评。

电影讲述了美国情报部
门长达 -& 年追捕“基地”
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过程。
影片中，调查人员动用酷刑
审讯犯人的场面逼真形象，
使得不少观众信以为真。碍
于外界压力，美中央情报局
日前对此作出回应称：“不
是这样！影片夸大刑讯逼供
获取情报的重要性，给公众
造成‘错误印象’。”

其实，人们过于沉浸在
电影情节里，并将其幻化到
现实中的例子并不少见。将
电影现实化并不稀奇 2可随
着电影效应的不断扩大 3有
些甚至影响了人们的正常作
息，可谓得不偿失。刚刚过
去的 !&#! 年，因为一个同
名影片而成为本世纪最值得
记忆与庆祝的一年。“地动
山摇、洪水滔天、摩天大楼
纷纷塌陷……”这些在电影
中出现的世界末日场面，至
今让人唏嘘不已。由于影片

特效鬼斧神工，加上引用了古代玛雅历法的背景，一时间
竟令不少影迷信以为真，流言四起。对此，美国宇航局
（4565） 曾郑重其事地声明“!&-! 年 -! 月 !- 日绝非世
界末日”，并呼吁观众切勿因沉迷科幻电影而杞人忧天。

有些电影，以真实事件为背景，加上作者巧妙的想象
与构思，在社会上引发了别样的效应。《国家宝藏》就是
很好的一例，它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作引子，加上神秘
复杂的密码，展现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寻宝之旅。影片播出
后，立时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掀起了一股“寻宝”
风。观众通过电影回顾历史3去伪存真，溯本求源，引发
了对林肯遇刺、古老密码以及神秘宝藏等一系列问题的热
烈讨论与研究。

电影是一门艺术，看电影更是一门艺术！那些从电影
中知道的事，或真或假，或有或无，不必全然信之。倘若
真想一探究竟，还需观众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一步
考证求实才好。切勿因一时“上当受骗”，说下傻话，做
下傻事，那岂不曲解了电影休闲娱乐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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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一名工匠在哥伦比亚西南部城市帕斯托

绘制将在“黑白狂欢节”庆祝活动上展示的花车。

“黑白狂欢节”已有近 -&& 年的历史，每年的 - 月

'日至 ,日，哥伦比亚人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哥与厄瓜多

尔接壤的纳里尼奥省省城帕斯托，在狂欢中用歌舞和游

行纪念几个世纪前黑奴的遭遇和他们带来的非洲文化。

!&&$ 年，哥伦比亚的“黑白狂欢节”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新华社发

黑白狂欢节

前首相村山富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