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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客爱拜鬼，这两年尤甚。

无论春祭还是秋祭，还是敏感的 !月 "#日，“拜鬼”

已成日本政客规定动作。中韩媒体大加猛批，呼吁警惕日

本军国主义。日本政客我行我素，组团前往乐此不疲。

其实，靖国神社本不足为奇，只因供奉二战甲级战犯

的灵位名声大噪。批判者持论多因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

有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嫌。再加上同为战败国的德国认错态

度较好，从无“拜鬼”之举，因此，日本政客此举颇招人

烦，尤其是以首相身份参拜更有不同含义。

于是，日本出现一种怪现状：邻国媒体批评越凶，政

客参拜热情越盛。

媒体舆论在批判拜鬼的同时，又客观上在某种意义上

为拜鬼助力。不知是拜鬼丰富了版面内容，还是媒体沦为

了拜鬼帮凶。

历史不可忘记，但也不应该集中刺激。

鬼乃至阴之物。日本拜鬼之风盛行，实乃阳气不足之

兆，实在不足为惧。曾经，日本虽政治上被称为矮子，经

济上却被称为巨人。如今，这巨人二字也被后学赶超，日

本自无优越感而言，只能事鬼，以求安慰。

政客拜鬼，也因心中有鬼。二战中日本对邻国乃至全

世界犯下滔天罪行，但毫无反省之意。中国有句古话，叫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想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人也

明白此中含义。急于拜鬼，以求心安。

拜鬼若是真心，估计所拜之鬼也能心慰。无奈脚下所

跪实乃毫无诚意之人。在日本政治中，靖国神社会是左右

两个阵营对立的焦点。当今日本政坛，“右”成了票仓神器。

自民党掌握了其中诀窍，其他想上位的政党也窥其门径。

不过，拜鬼拜得多了，也就忽视了人事。靖国神社问

题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日本再三参拜也不能掩盖历

史，反而会损害与邻国关系，重伤经贸关系。安倍作为首

相，真应该思考国家强盛之源，切忌以“鬼”求补，最终

会被吸了阳气，不治而亡。

政客拜鬼
实因阳气全无

杨子岩

拜鬼闹剧 朱根华画

蒙娜丽莎的真身到底是谁？她是做什么的？她的微笑
蕴藏了什么内涵？$%% 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为达·芬奇
名画《蒙娜丽莎》的原型争论不休，而近日的一项科学进
展或许可以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据英国媒体 "" 日报道，为解开蒙娜丽莎身份之谜，
意大利的考古人员决定打开一座家庭墓穴，对墓中的遗骨
进行 &'(检测。

研究人员怀疑此前发现的修道院尸骨，其中之一就属
于蒙娜丽莎。此次探索一旦成功，研究人员便可以通过头
骨塑造出她的相貌，而面带微笑的蒙娜丽莎将真真切切出
现在公众视野。

蒙娜丽莎的谜题虽然还在等待开花结果，但在此之前
&'(分子已然功绩斐然。

一段时间以来，人类差点错认祖宗，把“尼安德特
人”奉为祖先，然而经过 &'(的主持公道才得以真相大
白。人类学家通过对 &'(全序列检测发现，它只是现代
人的表亲而已。

除此之外，&'(技术也是人类抵抗顽疾的功臣。
据美国 《考古学》杂志报道，荷兰考古学家 )%%* 年

发现的中世纪一个男孩尸体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考古发
现，从中提取的 &'(有可能帮助科学家在黑死病（+,世
纪蔓延于亚欧两洲的鼠疫） 和艾滋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
系，从而攻克艾滋病这个现代医学难题。

从确定年代、性别、宗族衍生到考古、艺术等跨界较
远的学科，进而解答人类的生存、生命的谜团，小小的
&'(分子酝酿着大能量。

在 &'(“插手”之前，考古的方式还比较传统，我
们最熟悉的就是通过祖先用过的锅碗瓢盆、穿戴的衣冠首
饰判断他们的生存年代和生活状况。

但是这样的考古手段却很难分析出同处同一年代人与
人之间的宗族血缘关系，或是完成对某一个体的身份认
证。因此 &'(技术的光顾为面临瓶颈的考古学注入新的
活力。

实际上 &'(技术与考古的“通婚”并非易事，毕竟
两个学科差异甚远。但至少它引领了一种新的科学思维，
打破教条的固步自封，实现联合带来的多赢。

那么无论藏在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还是任何躲
在历史背后的神秘人物，便可穿越时空给世人献上一抹惊
艳的微笑。

DNA出马，

蒙娜丽莎或重现微笑
小 希

&'(分子

副总统辞职表抗议 血腥清场惊世界

埃 及 滑 向 内 战
本报记者 张 红

血腥“大屠杀”

“大屠杀”———土耳其政府如此形容埃及军方的武
力清场。埃及经历了自 *%-"年动荡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这是世界多数媒体对埃及 !月 ".日的定义。

!月 -,日，在全世界的诧异目光中，埃及军方终于
对首都两处抗议者营地展开了武力清场。埃及官方数字
显示，*/$ 名平民丧生，",0% 人受伤，并强调 ,1 名警
察丧生。不过，“埃及反政变联盟”发表声明称，
“2000多人”丧生。穆兄会也声称，清场行动至少造成
2200人死亡、超过 -万人受伤。

从 -, 日下午 , 时开始，埃及开始进入紧急状态，
为期一个月，期间在每日 -. 时至次日 3 时实行宵禁。
血腥场面、紧急状态，世界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会想起
曾经的穆巴拉克时代。而对于那些轻松挥别穆巴拉克、
眼巴巴期待民主时代的埃及民众而言，这一切难免让他
们体会到情何以堪的无可奈何。
“鲜血滴落在上帝面前、滴落在我的良心面前，我

无法为这些鲜血负责。我坚信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
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及过渡政府副总统巴拉
迪为表抗议，宣布辞职。

自 4月 1日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以来，穆尔西
支持者长期聚集在阿达维耶清真寺外广场和开罗

大学附近的复兴广场举行示威抗议，要
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务。

在过去一个多月
以来，

西方和海湾国家多名外交官曾造访埃及，试图促成埃及
临时政府和示威者和解，但调解努力最终宣告失败。

民主困境

开罗街头的血腥让世界媒体发出一片哀鸣之声。
在多数分析中，内战似乎已经成为摆在埃及面前的

一个必然选项。《金融时报》 -$日发表题为《埃及民主
之死》的社评指出，内战的威胁在迫近。文章指出，要
化解冲突双方的不妥协态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外交努
力，因为冲突双方都坚信，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就是毁
灭对方。英国《每日邮报》称，在穆尔西支持者和安全
部队冲突数个星期后，这一最新暴力事件很有可能使埃
及走向全面内战。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埃及安全部
门的强力清场将使早已对立的国家陷入无法控制的暴乱
当中。

对于埃及的民主进程，也不再有人保持乐观了。美
联社与《纽约时报》都对大批军官和警官被任命为地方
大员表示担忧，一些批评人士担心，这意味着独裁的穆
巴拉克旧政权正在回归。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随
着穆兄会呼吁支持者走上街头，埃及的暴力事件将进一
步使这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更加不稳定，建立民主政府
的希望更加渺茫。俄新网则引用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
会主席普什科夫的话表示，埃及正在走向“伊拉克爆炸
式民主”道路，并表示，“只有疯子才将埃及这种动荡
称为是民主进程”。

在悲观的气氛中，还有国际社会的谴责声。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发言人对埃及暴力冲突表示“最强
烈”谴责；美国国务卿克里谴责埃及军警动用武力清场

“令人发指”；土耳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与阿拉
伯联盟对埃及局势立即做出反应，

制止“屠杀”；伊朗也谴
责 埃 及 发 生

“ 屠

杀”，并警告将产生严重后果。

黯淡前景

埃及将走向何方？
埃及实现和平的政治过渡是世界的希望。然而，前

段时间国际社会推动埃及冲突双方展开谈判的努力已然
宣告失败，-,日的流血正是这一失败的血腥注脚。

接下来会怎样？
世界的目光忍不住转向了美国。 《金融时报》 与

《卫报》 等媒体均指出，美国现在应当暂停对埃及军方
-1亿美元的援助，直到暴力停止、各方同意谈判为止。
而且，美国应该停止承认埃及临时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也有人对美国的影响力表示质疑。 《华盛顿
邮报》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对埃及军方清场的反应以及
它依然避免使用“政变”的事实说明，奥巴马及其顾问
已经没有办法对埃及施加影响了。 《卫报》 则引用专家
的话指出，华盛顿希望调解埃及冲突双方的矛盾、推动
民主进程，事实证明它已经彻底失败了。埃及临时政府
以及相当一部分埃及民众都已经清楚地表明，不希望美
国掺和自家事务。

此外，包括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在内的许多
人都尝试开出了药方，其内容大都包括允许所有政治团
体参与接下来的选举、释放穆尔西及其政治同僚、保持
克制、避免进一步伤亡等。

然而，无论如何，埃及面前荆棘密布。《华盛顿邮
报》网站文章指出，埃及资深官员认为，埃及的政治过
渡或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实现，而这个过程有时
会充满暴力。

上左图：这张 4 月 *3 日拍摄的资料照片显示，在

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一名士兵站在装甲运兵车上警戒。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上中图：!月 -,日，埃及开罗几名警察运送一名受

伤的士兵。 新华社发
上右图：! 月 -, 日，在埃及开罗纳赛尔城阿达维

耶清真寺附近，穆尔西支持者呼喊口号。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频繁互动

据加拿大 《汉和防务评论》 ! 月刊报道
称，美国的军事装备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印

度，这是冷战期间、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事
态。

与此同时，两国高层领导人来往频繁。近两个多月
来，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就先后访印。3月份，
印美达成共识，继续扩大双方在能源、高科技、国防和
安全领域的合作。

早在 *0-0 年 --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出访印
度。他在访问期间曾表示放宽对印度的出口限制，并和
印度签署总额达 -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另外，奥巴马
还曾公开表明支持印度入常。

自苏联解体以来，印度就力图与美国交好。此后，
美印民用核协议的签订使两国关系再度升温。如今，两
国的伙伴关系已经深入到多个领域。

有分析指出，印度不断靠拢美国，目的就是希望借
美国之力，实现它的大国梦。只是，这如意算盘，并不
好打。

门前积雪

“傍上”美国，印度似乎得到了不少好处。贸易额

攀升、外交领域合作、军事技术支持等，然而，美国心
里自然有自己的“小九九”。

有媒体分析称，美国愿意联手印度，主要是希望印
度成为其在该地区的棋子，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出售
印度先进武器赚取大量美元，从而实现一箭双雕。

印度与美国靠近虽然得到了一定实惠，但是印度整
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印度时报》 ! 月 -$ 日报道称，印度 4 月出现了 $

个月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高达 $54.6。
印度的产业结构也一直存在问题。英国 《经济学

家》 有文章表明，印度的服务业在其 7&8 中的比例超
过 $%6，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优先发展
服务业并未能创造出预期那么多新就业机会。

印度周边也不安宁。据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月 -1日消息称，印巴双方于上周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印
巴控制线再次发生交火事件。

独善其身

!月 -*日，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
号举行下水仪式，标志着印度成为世界上第 $个自主建
造航母的国家。印度人因此民族自豪感倍增，似乎感觉
自己又向大国梦迈进了一步。事实果真如此吗？

美国东亚问题专家唐纳德9科克 ! 月 +1 日在美国
《福布斯》 杂志网站发表文章指出，印度如何证明耗资

$00多亿美元建航母，比优先处理从国内的食品、健康
问题到保卫与中巴的边境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更有意义？

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孙士海认为，对于印度而言，重
要的是如何兼顾国内与国际、国内民生与国防实力的关
系，进而寻求更为全面的发展。只有这样，印度才能发
展为一个让世界尊重的大国，才能朝着大国梦迈出坚实
步伐。

印度：“傍”美国，能梦圆？
陈 曦

! 月 "# 日，印度迎来了第 $% 个独

立日，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发表演说，

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印度的社会发展与民

主政治。

多年以来，印度一直怀揣大国梦。

一段时间来，印度与美国交好，也是期

望借美国之力，实现它的意愿。美国真

能助其一臂之力吗？

! 月 +$ 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名男子在印度

门前挥舞印度国旗，庆祝独立日。当天，印度迎来第

34个独立日。+.,4年 !月 +$日，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

治独立。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月 +$日，在美国

纽约，当地气功爱好者

在首届国际健身气功科学论坛暨

第五届国际健身气功交流比赛大会新闻发

布会上展示健身气功。

据主办方介绍，首届国际健身气功科学论

坛暨第五届国际健身气功交流比赛大会将于 +!

日至 2,日在纽约市和新泽西州举行，

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00 多位气

功爱好者将参与此次盛事。

新华社记者
程 丽摄

首
届
国
际
健
身
气
功
科
学
论
坛

将
在
纽
约
举
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