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熊猫保护国际研讨会举行
本报电 （记者张意轩） !%&$ 大熊猫保

护国际研讨会日前在爱丁堡动物园内举办。
研讨会由苏格兰皇家动物学会和捷豹路虎主
办，这是双方就动物保护及中英文化教育领
域达成一系列合作项目中的首个。

本次研讨会为期 $ 天，'% 多位全球知
名动物保护专家汇聚一堂，就如何更好地保
护大熊猫共同制定一份《大熊猫五年学术研
究计划》。该研究计划将聚焦野外生态、遗
传管理等 (个领域，旨在填补大熊猫国际科
研领域的空白，最终实现大熊猫在野外生存
繁衍的目标。

) 个月前将一只猴
子送出地球大气层“大
闹天宫”的伊朗，计划
在明年 $月前再次发射
一枚太空舱，而它的搭
载者被暂定为一只波斯
猫。

距离人类第一次进
入太空已有半个世纪，
纵观过去宇航事业 (%

年来动物对于太空飞行
试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第一次进入太空
的哺乳动物是猕猴“艾
伯特”，自 #*+, 年起，
美国人开始了将猴子送
入太空的试验，不幸的
是从艾伯特一世至六
世，这些太空先行者都
没能成功返航。但他们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相
比之下，大多数太空犬
们都平安地返回了地
球。其中最成功的“宇
航员”斯特拉卡甚至在
结束任务之后顺利产下
幼崽，这个幸运儿也被
当作礼物送给了美国总
统肯尼迪的女儿。在太
空实验中，天兵天将们

不仅仅是猴子和狗，果蝇、蜜蜂、鱼、水母
甚至青蛙和乌龟等动物都为人类探索太空的
奥秘做出了贡献。

今天动物们在太空里的冒险，为明天人
类在太空中的活动扫清了障碍，根据科学家
的数据显示，太空中的动物会出现肌肉萎
缩、骨质疏松、丧失方向感、细胞结构和繁
殖能力受到影响等“太空病”，这些数据为
人类更好地适应太空生活帮了大忙。动物太
空先驱们被送上太空证明了“太空极度危
险，人类在失重状态下无法存活”的观点是
不成立的，推翻了这个曾经被视作真理的预
言。而今，人类之所以能够遨游太空，都离
不开这一批可爱而又可敬的动物宇航员。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消息，伊朗希
望能够将自己的卫星送入太空，以监测自然
灾害，增强通信，加强该地区军事勘察等。
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甚至曾表示希
望成为伊朗第一个宇航员。

图为 *月 !! 日，肯尼亚人和外国人为救助内罗

毕枪击案受伤者积极献血。!& 日当地一家大型商场

爆发警匪枪战，目前已经有 (* 人遇难，超过 !"" 人

受伤。同基地组织有关的索马里青年党已宣布对这起

枪击事件负责。据媒体报道，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有亲

属在此次袭击事件中遇难。同时，中国驻肯尼亚使馆

已经确认，一名 $,岁的中国女性公民在枪击案中遇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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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就俄罗斯提出的解决

叙利亚化武问题方案达成协议

具有历史性意义。它表明，俄

有能力维护其在中东的战略利

益，有能力在重大政治问题上

与美国一争高下，甚至有能力

在一定条件下制止美国的战争

行动。联系此前在斯诺登问题

上俄罗斯对美国的羞辱以及诸

如此类的其他种种举措，不难

看到，俄罗斯已经彻底摆脱了

苏联解体以来的卑怯心理，与

美国进行有尊严的对等博弈。

叙利亚问题是重要转折

点。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犹

豫不决和进退两难与俄罗斯的

积极主动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俄

罗斯显示出了决不放弃叙利亚

和决不用叙利亚与美国做交易

的坚决态度。在与美国在地中

海进行军事对峙的同时，俄罗

斯积极开展创造性的政治和外

交行动。其中关键内容有两条：

一是坚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二是提出叙利亚化武交国际监

督，同时叙利亚加入《禁止化学

武器》的叙化武问题解决方案。

普京甚至直接在美国《纽约时

报》上发文，教导美国正确认识

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尊重国际

法，驳斥奥巴马自以为是的美国例外论。

俄罗斯并不是孤军奋战。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

反对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和绕过联合国对叙利亚

采取军事行动。此外，伊朗明确表示坚决保卫叙利

亚，甚至朝鲜也重启宁边核设施，至少从客观上产生

了策应叙利亚的效果。相反，美国则显得相当孤立。

欧盟主张采取政治措施，北约表示不参加军事行动，

意大利明确表示反对军事干预，德国老成持重地主

张政治解决，英国用议会表决的方式巧妙地与军事

打击摆脱了干系，只有法国积极怂恿美国采取军事

行动。但法国绝不是追随美国，而是要拿美国当枪

使。此外，美国在中东伊斯兰民主革命运动中采取的

反民主、反革命的基本立场也极大削弱了美国的政

治号召力。可见，在中东并不只是存在东西方的战略

分野，在西方内部也存在日益明显和激烈的战略竞

争。同时，中东地区以伊斯兰主义、民主主义、独立自

主为基本方向的政治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地脱离美国

的政治轨道。所以，美国放弃使用武力是有可能的。

总结俄罗斯的经验可以看出，俄罗斯充分利用

了中东地区和世界范围的政治和战略条件，既坚决

强悍又巧妙回旋，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相结合。显然，俄罗斯已经彻底摆脱

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思想阴影，破除了不

挑战国际体系和霸权秩序的迷思，坚定树立了独立

自主的强国意识。同时，不迷信 -./ 和所谓综合

国力对比，敢于在力量对比不平衡的条件下进行全

方位斗争。这与普京的个人素质有关，也有俄罗斯

的国内政治的支撑。

显然，以叙利亚问题为契机和标志，美国在冷

战后独霸世界的时代似乎已经终结。世界基本格局

也不是什么一超多强，而是重新两极化。但新的两

极不是美俄两极，新的两极关系也不是美俄争夺世

界霸权的关系。新的两极关系的核心是霸权主义与

独立自主的关系，俄罗斯也不是单独成为一极，它

只是反霸阵营的突出代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西园寺一晃先生现任东京都日中友好

协会副会长、日本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院

长等职。曾于 &*(, 年至 &*') 年在北京生

活，归国后进入朝日新闻东京社，常年从

事中日友好事业。其父亲为西园寺公一，

日本政治家、参议院议员，于 &*(,年出任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亚太和平理事会

副理事长，是中日邦交之前，中日民间外

交的先驱者，被称作民间大使。在中国期

间 （&*(, 年至 &*)% 年），曾与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交往深厚。

西装革履、拎着公文包，笔挺的身板、
步伐有力，这就是西园寺一晃先生。不久
前，记者在北京采访了 )&岁的他。

难忘的儿时记忆

+&年前的 *月 !(日，田中首相访华，
准备签署中日邦交正常化文件。西园寺先
生对当年建交的情况记得十分清楚。他对
记者说：“我们不能忘记建交的历史啊！”
的确，时光已经过去了 +&年，中日建交那
段历史仿佛已淡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但先
生不同，这段历史对他仍是历历在目、记
忆犹新。

先生说，周总理曾经郑重地说过：
“喝水不忘掘井人”，这是对为中日友好事
业付出努力的所有人士的肯定。

西园寺一晃先生回忆道：“&*(, 年，
我们来到北京不久，周总理夫妇便在中南
海西花厅接见我们一家，一起进餐。当时

周总理对我说了两句话。一是，今后你将
在北京生活，要广交朋友。这些朋友今后
肯定会成为你宝贵的财富；另一个是，今
后你在北京生活会见闻到各种各样的人或
事。中国有很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如果你发现了缺点、不足、错误的话，不
要客气，直率地向你父亲提出来。我从外
国友人那里听了很多奉承话，但并不喜欢
听这些。”

正是这样的经历使西园寺先生萌生了
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的使命感。“回到日
本后，我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尽可能地
把真实的中国展现给日本民众。”

郭沫若先生的话也让西园寺先生记忆
犹新。“有一次我们去郭沫若先生家里做
客，郭先生对我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经
侵略了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日
本人应该对此反省，许诺再也不做这样的
事。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日本绝不能忘记
这段历史。中国人应该说，过去的事就让
它过去，让我们向前看，一起考虑未来中
日关系的建设。这样的关系才最理想。’遗
憾的是，现在的日中关系与老一辈的期待
背道而驰。”西园寺先生说。

铭记 !$年间的历史

“对于现在的日中两国的年轻人来说，
我认为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后至 &*)!年日中
建交这 !$ 年间的历史很重要。”西园寺先
生强调道。

西园寺先生回忆道：“周总理曾对我说，
早在 (%年代初，中国就想与日本建交了。但
那时，存在两个障碍。一个是日本接不接受
这一提议，另一个是中国民众的情感问题。
当时，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憎恨堆积如山，
‘我们中国发展强大后，一定要报复日本人’
等呼声强烈。面对这样的情况，周总理表

示，绝不原谅那些军国主义侵略者，但日
本民众也是受害者，我们需要友好，这对
双方乃至亚洲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亲自向日本两

次喊话，其中一次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提
了出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也向日方提
交信函，日本都没有理会。后来中国还把
遗留在境内的日本妇女、儿童以及战争俘
虏全部安全地交还日本。这一举措，感动
了日本民众。日本民众举国批判政府，从
此，日本国内对于与中国建交的呼声日趋
高涨。”西园寺先生评价道，这是新中国政
府对日政策的胜利。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日双方需要一个
桥梁为建交做准备。西园寺先生说：“一
番考量后，最后决定我父亲担任这一重担，
这是我一家人来中国的原因。”在驻华长达
&!年零 ,个月的时间里，西园寺公一先生
担当起沟通中日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
等各方面交流的重任。他在北京台基厂大
街 &号的办公室成为中日交流的一个重要
窗口。

正是日本民间的巨大推动，反华的佐
藤荣作内阁倒台后，田中首相于 &*)!年做
出了中日建交的最终决择。

西园寺先生郑重地说：“日中两国实
现今天的友好的确来之不易。日本前社会
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几次访问中国，与周
总理会面。在日本，他为了推动早日建交
四处奔走，最终因积极宣传日中友好被右
翼当场杀害。奔走呼号，流血牺牲，老一
代人为日中友好努力的历史，日中两国的
年轻人千万不能忘记。”

民间交流很重要

西园寺先生说：“当年所打下的日中
民间交流的基础仍然牢固。从我的角度看，

重视民间交流是一种经验。”“当政府之间
关系恶化的时候，必须重视民间的作用。”
西园寺先生强调道。

当记者问到当前日本的右倾化会不会
带来中日之间的冲突时，西园寺先生说：
“从根本来讲，日本人还是希望与亚洲、与
中国人民友好，其思想基础比较牢固。目
前的问题还是政治家不明智，日本的媒体
也有偏见。教育的缺失使日本年轻人并不
了解战争的可怕。”

西园寺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现在
最想向日本民众传达的是，中国在走和平
发展道路。邓小平先生说中国在将来就算
变得强大，也不会实行霸权主义。我现在
也担任着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去做讲座
时，我每次都会和中国的学生们讲，邓小
平先生的话让我很感动。但是，现在中国
是否搞霸权已经不是邓小平先生能够决定
的事情了，得由你们年轻一代自己决定。
在人类历史上被称为强国的国家有很多，
从古罗马一直到苏联、美国、日本还有德
国，他们具备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
实行了对外侵略与霸权主义。中国要不要
这样做，是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自己需要决
定的事情。”

从事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也有过不愉快
的事。“这些我都习惯了，也许公开宣传
日中友好会有危险，但我并不害怕。”西园
寺先生坚定地说道。

正如西园寺先生所说“日中友好是宿
命”。在地理位置上，中日两国作为隔海相
望、一衣带水的邻邦和重要的亚洲国家，
相互存在着重要的战略利害关系。作为日
本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的西园寺先生
面露微笑地说：“令我欣慰的是，越来越
多的日本人开始学习中文，我们现在也开
设了幼儿班。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
孩子能够说中文，了解中国。”

铁娘子梅开三度！

德国媒体 !!日公布的德国大选投票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0基社盟）获得 +&1(2的
选票，成为联邦议院选举最大的赢家，甚至可能单独执政。

相比而言，默克尔连任大局已定之后的欧洲经济形势更
引人关注。

有分析人士指出，默克尔的连任保证了德国政局的稳定
和施政方针的延续性，但是目前在组阁问题上仍存在不明朗
的因素，如果组阁迟迟没有取得进展，或将对欧元区造成较
大的打击。

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日前指出，面对欧洲盟友制造的
“烂摊子”，默克尔的工作恐怕并不轻松。

尽管连任清除了年内全球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一大不稳定
因素，但是在第 $个任期内的默克尔是持之以恒地为欧元区
纾困不遗余力，还是重新审视德国利益而自保，都有待观察。

不过，近来默克尔主张大力削减欧盟的官僚体系规模、
让欧盟成员国在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有更多的话语权，似
乎暗示德国政府将在未来欧洲事务中能更多地坚持自己的固
有主张，维护德国的利益。

救欧债迫在眉睫？

有评论指出，对德国新政府而言，对欧债危机的救助是
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比如是否对处于危机中的葡萄牙实施新一轮的救助？要
不要给予希腊第三轮的救助以及是否需要继续商讨被德国否

掉的债务共担方案等，目前都晦暗不明。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德国新政府的参与甚至主导。
分析普遍认为，此次大选结果既有助于维持德国对内对

外政策的延续性，又因有望进入新政府的社民党对财政刺激
所持的开放立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欧元区经济的增长。

虽然默克尔在选前发表演讲称德国人民需要一个强大的
欧洲，不过，她却极力反对设立欧洲银行联盟以及将欧盟各
国主权债务汇集到一起“一刀切”的措施。

但与此同时，诸如德国选择党等反欧元党派在此次大选
中的异军突起，也凸显了德国政府在推动欧债危机解决和强
化欧元区等问题上面临的挑战。

正如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分析师指出，
德国民众对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丝毫不
感兴趣，很难想象该国新政府会带头参加
任何促进欧盟联邦化的改革。

挽狂澜难度重重！

《商业周刊》 * 月 !! 日称，默克尔认
同欧盟的重要性，但是不会完全放权，而
且也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加深。

在欧洲未来发展方面，由于德国为深
陷于危机之中的欧元区经济体偿付了大部
分的债务，默克尔可能会延续过去 $ 年来
的谨慎务实且重紧缩的政策。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瓦尔特·欧
根经济研究所所长拉尔斯·菲尔德表示，新
一届联邦政府在欧洲及国内经济政策上应

不会有太大改变。
但是默克尔在应对欧债危机时的态度也为危机的解决注

入不利因素。
海外媒体报道称，此前默克尔一直强烈反对欧洲央行对

危机国的救助和购买债券的举措，但是临近大选，默克尔选
择和意大利总理恩里科·莱塔及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
站在同一阵线，希望欧洲央行按需大幅度、长久地敞开资金
大门。

总之，胜券在握的“铁娘子”将如何影响欧盟经济需要
进一步的观察。

历史不能被淡忘
———访西园寺一晃先生

郑 兴 李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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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能力挽欧洲经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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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月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左二） 在位于柏林的基督教民主

联盟（基民盟）总部庆祝大选获胜。 图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