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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维新会共同党首、

大阪市市长桥下彻

在记者会上再次辩称

自己不认同慰安妇制

度，并针对“希望驻

日美军多利用色情场

所”的言论向美国人民

道歉，但仍拒绝收回此

前关于慰安妇的发言。

此前，桥下彻曾轻率

地表示：“对于在枪林弹

雨中拼命的军人，对于勇

者集团，为了让他们在精神

上得到安慰，要给他们一些

休息的机会。每当想到这些

时，总觉得慰安妇制度是需要

的。”言论抛出后，不仅引来

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也直斥其“荒唐透

顶”。

聚光灯下的政客们各个神采

飞扬，他们利用频繁召开的记者

招待会吸引人们的眼球，用一些奇

谈怪论突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个

性。不过，言多必失，因此也常常

需要有人来扮演消防员，为那些不

当言论引发的危机灭火。

面对国际社会的口诛笔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连忙撇清，并公开表示桥下彻的言论“与我、安倍

内阁以及自民党的立场完全不同。”此外，安倍还对

此前的历史观问题的发言进行了修正，称安倍内阁

将全体继承村山谈话。

难怪有人用“偷鸡不成蚀把米”来形容桥下彻的

一系列表现。他一定没有想到，原本为了提振日本维

新会支持率而发表的谬论却招致国内外的一致炮轰，日

本维新会的支持率也被日本民主党反超，退至第三位。

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语不惊人死不休”已经成

了日本政界的传统。为了自身利益和所在党派能够获得

更多民众的支持，口无遮拦的日本政客有意制造有争议性

的话题，以哗众取宠。

于是，新一届参议院选举就成了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

匙，一系列右倾言论甚嚣尘上。先是安倍提出“侵略未定义

论”，紧接着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称要修改“村山谈

话”，近来桥下彻又爆出“慰安妇必要论”……

然而这只是政客们的把戏。出尔反尔，对强硬者谄媚，对

历史事实漠视，日本政客的厚黑实在让人喟然！

这些自相矛盾的表态展现给世人一个错误的日本印象。其

实，这只是一些日本政客不负责任的言论，也只不过是拉拢选

票的筹码。但这些言论显示出的日本政治发展道路上的危险信

号，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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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狼”凶猛：欧美反恐需反思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月 "#日，第 "$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落下帷幕。适逢非盟前身非洲统一组
织成立 !%周年，本次峰会又被冠以“历史性”“标志性”
的美誉。在会议审议通过的 《非盟&非统 !% 周年宣言》
中，非盟表示将实现非洲的一体化和繁荣发展，将 "$世
纪变为非洲的世纪。

众志成城

本次非盟峰会延续了上一届的主题“泛非
主义与非洲复兴”，展示出非洲国家寻求自立自
强道路的坚定决心。

围绕该主题，各与会国就非盟推进经济一
体化建设、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以维护地区安全、
寻求可替代的融资途径等关键问题展开了广泛

讨论，审议并通过了《非盟委员会 "%$'(

"%$# 年战略计划》 《“非盟 "%)* 年”远
景规划草案》以及《非盟&非统 !%周年宣
言》等重要文件。

其中，《非盟&非统 !%周年宣言》是
本届非盟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在
宣言中，非盟承诺将致力于建设一
个一体化的、繁荣发展的非洲，一
个依靠非洲人民推动前进的非洲，
一个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
要作用的非洲。

非盟轮值主席、埃塞俄
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会
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
将 "$ 世纪变为非洲的世纪，

他呼吁所有利益相关
者积极行动，在全非
洲范围内利用资源联
合实现非洲复兴的梦
想。

复兴的可能

如何实现非洲的复兴？非洲各国早已达成普遍共识，
那就是加快推进非洲一体化。在非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和世界经济论坛 !月份联合发布的报告中也同样提到，地
区一体化已成为提高非洲竞争力的关键。

自 $+)*年 !月 "!日非盟前身———非洲统一组织成立
以来，非洲国家找到了团结协作的“指挥棒”。作为泛非
主义理念的政治载体，非统&非盟在促进非洲国家统一与
团结，协调并加强非洲国家之间政治、经济、防务和安全
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特别在近几年来，非洲发展迅猛。据非洲开发银行统
计，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从 "%%%年的 )%%%亿美元跃
至 "%$"年的 ","万亿美元，增幅巨大。

同时，一直以来阻碍非洲发展的冲突与战乱也得到相
当程度的缓解。据媒体报道，自 "%%' 年非盟成立和平与
安全理事会以来，非洲政变次数明显减少，非洲国家处理
地区安全事务的自主性也有所增强。本次峰会提出的组建
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将有望进一步减少非洲对外部军事和
防务资金的依赖。

在坎坷中前行

但是，非洲的复兴道路并非一片坦途。有专家分析
称，非洲一体化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非洲国
家由于综合实力落后，导致一体化进程充满了脆弱性和易
变性。

一方面，虽然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已获解放，但是部分
国家的政治生态仍如一盘散沙，无法以一个完整的政治个
体助推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非洲经济结构单一，普遍
依赖资源出口，因而各国之间难以建立互通有无的经济互
惠关系，使经济一体化的实施缺乏必要动力。

如何解决非盟内部的利益冲突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
题。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对媒体透露说，尽管非
盟有着建立统一大陆的构想，但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却严重

影响了一体化的实现。这一忧患在 "%$" 年非盟委员会主
席选举一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选举中，南非和尼日利
亚两个大国相互较劲，法语非洲国家和英语非洲国家俨然
分裂为两个阵营分庭抗礼。

同时，欧美大国在新干涉主义旗帜下的积极介入也是
非洲实现复兴的一大阻力。鉴于目前非盟 )%-的经费主要
依赖外援，在众多非洲事务的抉择上非盟依然无法完全摆
脱他国的掣肘。

虽然非洲大陆复兴之路坎坷，但 !%年来非统&非盟所
做出的持续努力正让这一美好的愿景逐渐变成可能。我们
有理由相信，曾经令人绝望的非洲已经成为一片满载希望
之境。

非洲一体化的复兴
之路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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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复兴纪念碑气势非凡，象征着非洲人民站立起

来，勇敢地迎接挑战，憧憬美好的未来。

图片来源!中国文化报 佘明远摄

一个个恐怖主义的幽灵正在欧美社会游荡。

一匹匹心狠手辣的“独狼”正在撕裂人们的

神经。

“独狼”凶猛！无论是法国士兵遇袭，还是

英国军人遭到砍杀，抑或是波士顿马拉松爆炸

案，都给欧美乃至西方社会敲响了警钟：若无视

民生的疾苦，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的激化，恐怖

还会发生，且更加凶猛。

!月 "!日，一名在巴黎郊区街头执行反恐巡逻任务的
法国士兵突然遭到一名男子袭击，身受重伤。法国警方初
步判定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这距离英国士兵被杀案仅 *天时间，离波士顿爆炸案
也就一个月左右时间。两名杀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斩死英国
士兵后，非但没有逃走，还让路人拍下经过，对着镜头慷
慨陈述自己的理念，指明做法是对英国的行为“以眼还
眼，以牙还牙”。

这被专家定义为“独狼”式的恐怖主义。 《“独狼”
式恐怖主义：了解它日益增长的威胁》 一书作者杰弗里·
西蒙将其定义为独自或得到一两个帮手协助，使用或威胁
使用暴力，推进某种与政治、社会、宗教、金融等相关的
目标，或者没有这样的目标，但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制造
了恐怖气氛，扰乱了社会正常生活。

当然，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定义，有一些人在细节观点
上有些分歧。

有人将“独狼”恐怖主义追溯到很早：$+%$年美国总
统威廉·麦金利的遇刺事件，马丁·路德·
金和罗伯

特·肯尼迪被暗杀，还有上世纪 #%年代的系列谋杀、爆炸
和飞机劫持事件都与“独狼”有关。

近些年的事件则包括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挪威“#·
""”爆炸枪击案、法国图卢兹连环枪击案和美国奥罗拉影
院枪击案等一长串名单。

这表明，世界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恐怖威胁———“独狼”
式恐怖袭击。

杰弗里·西蒙在 《外交政策》 撰文指出，随着恐怖袭
击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越来越容易获取，“独狼”式袭击愈
演愈烈。由于定义和数据收集的差异，对于“独狼”式恐
怖袭击的统计不一，但很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执法机构都
认为，这种威胁在增长。

这种威胁的可怕在于，一个人因狂热思想或仇恨心理
实施“独狼”行动，随机性更高、更易于隐蔽，且袭击目
标不确定，难以被发现和追踪，危害性更大。

谁是“独狼”之源？
有专家从社会原因分析，“独狼”的蔓延，是欧美金

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社会后果之一。经济衰退，深陷债务
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上对移民空吃福利、占了工
作岗位的抱怨不断，客观上给排外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
的再度兴起提供了沃土。在一些国家甚至导致了右翼思想
的崛起，为报复社会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提供了温床。

两场反恐战争深深地撕裂了欧美社会。欧美人对伊斯
兰社会的仇恨和歧视播下了更多的仇恨种子。种族问题的
加剧使得原本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投
入到恐怖主

义的怀抱。

毫无疑问，“独狼”式恐怖主义的抬头让西方世
界极为担忧。有专家分析，“独狼”式恐怖主义，几
乎无预防的可能。

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容易获取，“独
狼”式恐怖主义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

执法部门过去常用渗透进恐怖组织的方式来逮
捕其成员，但对于“独狼”，没有组织可渗透。

如何甄别“独狼”成为其最大挑战。的确，
抛开政治不谈，从技术上发现、甄别“独狼”是
各国安全机关面对的一大难题。

有学者分析，独狼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
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
和播下的仇恨种子，也不排除因个人遭遇报复
社会的因素。从社会层面来讲，防止个人恐
怖袭击的重心在于心防。与其布下天罗地网，
人人自危，还不如多关注社会问题，从而
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以欧美为首的西方也要反思其反恐战
略，之所以越反越恐，这与西方国家多为
实现自己利益而忽视其他国家宗教和种族
问题有关。能不能改变霸权思想与其他
国家平等交往，是一个问题。

滴血的惨案

“凶猛”之源

有无解决之道？

位于庆尚北
道安东市以

西数十公里
的河回村，

从古代开始
一直被视为

风水宝地。
村内许多

古宅仍完好
地保持至今

，因而也被
赞为“活着

的朝鲜建筑
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摄

试想一下，未来
的某一天，恐龙重新获得森林和海

洋的统治权，剑齿虎和猛犸象在北极冰原上争斗，我
们似乎穿越时空回到了史前，可以零距离接触这些巨
兽。

近期英国《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拉扎卢斯计划再造
了已经灭绝的胃育溪蛙的细胞，塔斯马尼亚虎、猛犸象和古
代巨鸟可能是下一个目标，恐龙也不再遥远。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警告说：“人类需
要慎重考虑有关复活灭绝物种的问题。”这引起了科学界一场激
烈的讨论。

一方面是支持克隆灭绝物种 ./0，用以复活它们的专家们。
他们认为将这些化石重新“赋予生命”是克隆技术的必然趋势，也
是他们的义务。物种将再也不会面对灭绝的威胁，人类在某种程度
上实现了对生命的“操控”，同时弥补了人类对物种灭绝的缺失感和满
足了对原始生物的好奇心。

但是，反对“复活化石”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似乎更加强烈。伯明翰大学
的教授这样说：“长毛象是群居动物，它们生存的环境早已不复存在，你是出
于何种目的将它‘复活’？是要把它关在动物园里吗？这在伦理道德上是值得
怀疑的。”

另一篇报道中，一位国际自然保护协会的专家指出，与其费尽心思去复
活已灭绝的物种，不如想办法努力保留现有濒危物种。因为已灭绝物种的回归
将会占用大量有限的资源，这将使濒危物种的生存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的两栖动物物种有超过 $&*面临灭绝威胁；哈佛大学
进化生物学家兼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1·2·威尔逊估计，每年有 ",#万种物种从地球
上消失。这是一组巨大且可怕的数字。

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对于生命来说有些过于残酷，或许可以说淘汰它
们的就是人类，因为人类极度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这些化石的“回归”只会是另
一场灭绝的灾难。人类和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桥下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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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韩国600年古村———河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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