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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问题无疑正在淡
出人们的视线。无奈，这就
是冰冷的新闻规律。更残酷
的是，乌克兰接下来能够依
靠的恐怕只有自己了。

不再有巨大聚光灯的照
射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能够安
享太平了。十几天前冲突双
方就签署了停火协议，但
是，不断爆发的冲突证明了
协议的脆弱。如今，乌克兰
与俄罗斯双双开始军演，让
该地区的火药味更加浓烈。
乌克兰最高议会16日通过了
关于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
克州某些地区实行 3 年地方
自治的“特殊地位法”，明
确了将给予东部某些地区更
多自治权。但是，双方对此
均有不满。乌克兰总理亚采
纽克当地时间 17 日发表讲
话，要求政府军保持全面战
备状态，应对乌克兰东部的
动荡局势。

乌克兰的经济也面临巨
大挑战。乌克兰国家安全与
国防委员会称，乌克兰东南
部的军事行动给乌政府造成
23亿美元的损失。这还不包括财政重建、顿涅茨克与
卢甘斯克机场的抢险工作以及煤炭工业项目等所需的
费用。

而乌克兰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将对乌克兰的
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尚不可知。分析指出，短期来
看，这一协定对乌克兰弊大于利。“联系国”协定通过
之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
盟，以及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区将对乌克
兰市场关闭。与此同时，乌克兰的产品短期内还难以
达到欧盟的标准，还不能出口到欧洲。乌克兰短期内
因经济状况的严重恶化甚至可能再次陷入动荡。

“向西看”的乌克兰还在努力争取“大佬”的帮
忙。18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奥巴
马会谈。争取新的军事支持无疑是波罗申科的心愿。可
惜，美国白宫只宣布给予乌克兰5300万美元援助，但没
有满足波罗申科提出的关乎生存的军事援助请求。

估计，波罗申科也不是不明白乌克兰的处境。一
直以来，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都有重要的战略
利益，这个东欧国家始终处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
此轮乌克兰问题发展到现在，博弈双方已经走到了地
缘战略的尽头。俄罗斯拿走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
某些地区拥有更多自治权，乌克兰选择了“向西看”。
事情进展到此处，谁都不会把到手的利益拱手相让，
这也就意味着，博弈双方对乌克兰接下来发生什么已
经兴趣索然。谁还会真心帮助乌克兰重拾平静？

夹缝中求生存的乌克兰注定了命运多舛。接下
来，乌克兰只能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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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机遇上“雷”科技，能产生怎样的化学反
应？别着急，让我们一起来开启神秘的拍照之旅。

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郁闷？出门游玩的时候，包
包总被相机占据了“半壁江山”。如果相机的体积能够
小一点，那携带起来就方便多了。

一款名为CAMER-ing的指环相机可以帮你解决这
个难题。这款相机拥有一个类似戒指的圆环形状，在
戒指上装有镜头和快门按钮。只要拇指轻轻按一下快
门按钮，可以轻松实现拍照。

利用类似原理，韩国设计师还设计出了“简”到
极致的空气相机。通过戴在大拇指和食指上的两个

“指环”即可拍照。其中，戴在大拇指上的是一个附有
开关功能的摄像头，而戴在食指上的则是快门的感应
装置，通过不同的手指弯曲程度，相机能够自动判断
使用者需要照相，还是摄像。

了解了“极简风”相机之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相机中的“千里眼”——3D激光相机。

由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的研究者们设计的这款相
机，利用激光束反射原理，能够拍摄到一公里以外的
目标。相机主要运用到了一种叫做“飞行时间”的技
术，它先用低能红外射线照射目标，然后计算反射的
时间差，最后形成一个 3D模型。在未来 5年内，这款
相机将可以实现拍摄10公里的目标。

有了3D相机，拍照再也不用考虑距离了，而下面
的这款相机可以让你更不必担心角度问题。

这是一款由柏林工业大学研发的360度全景球形相
机。它的上面集合了 36 个 200 万像素的镜头。将它抛
向天空后，球飞至顶点，所有镜头将会同时打开，而
后一张360度的全景照片便会呈现在你面前。

在科技的武装下，不仅相机能变得新潮时尚，连
相片存储设备也可以无比的便捷贴心。

近日，佳能宣布正在开发一种新概念照片存储设
备——跨媒体站。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储站，与外界沟
通主要通过 NFC技术。只要将照片与视频从相机转存
至跨媒体站中，就可以在电视机上轻松欣赏拍摄的照
片与视频了。通过 WiFi网络无线连接打印机后，还可
以输出照片。

怎么样，见识了如此“高大上”的拍照神器，是
不是也有点跃跃欲试了呢？那就带上你的相机，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当相机遇上“雷”科技
张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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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 《每日新闻》 报道，日本前
首相森喜朗 19 日访问韩国，在首尔青瓦
台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谈。

前首相争做急先锋

近日，日本前首相们纷纷表示“我
很忙”，在亚太地区频频出访，忙得不亦
乐乎。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更是堪称“劳
模”，据日本 《读卖新闻》 报道，森喜朗
于 9 月 10 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
谈。森喜朗将安倍的亲笔信交给普京，
并表示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能
够与俄方确定持续对话的必要性，称访
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日本 《产经新闻》 透露，日本前首
相福田康夫也曾于 7 月 27 日秘密访问中
国。福田康夫称，双方对两国关系持有

相同的危机感，中方表达了改善对日关
系的意愿。福田还表示，有必要促成两
国领导人在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

据日本 《每日新闻》 报道，日本前
首相村山富市原定于6月与社民党访华团
一起访问北京。后由于家庭因素，村山
取消访华的日程。

在短短几个月内，日本的几位前首相
不辞劳苦，奔波于东亚地区，意欲何为？

急于打破孤立格局

“频频出访主要还是鉴于日本在东亚
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外交孤立的处
境。中日、日俄、日韩之间长期的芥
蒂，使日本感受到了压力，产生了一种
外交的焦虑。”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孙立祥
说。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和焦虑，安倍的

老前辈们纷纷出马，摇身一变成为和平
使者，传递友好信号。

面对四面楚歌的东亚局势，日本社
会看来是真急了，不惜动用前首相的私
人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
究室主任吕耀东表示：“森喜朗和普京
关 系 不 错 ， 让 他 访 问 俄 罗 斯 或 者 韩
国，是基于他以往的人脉关系，通过私
人的交往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
福田康夫访华也是因为他一直是‘亲华
派’。利用前首相与外国政要的良好的关
系，缓解紧张的局势，这也是外交上的
一种策略。”

还有分析认为，前首相出访还另有
所图。“对安倍来讲，这也是为了一个外
交的完美收官。因为日本媒体对安倍外
交的评价都是很正面的，如果能把这三
国的关系处理好，就是一个完美的收
官。”吕耀东强调。

改善关系需对症下药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在森喜朗访
俄期间，普京让日本单方面等待 3 个多小
时，却仅与森喜朗会谈 35 分钟，甚至在会
谈期间还表示“天色已晚”，这些都透露着
俄方的不满。由此看来，前首相并未得到
足够的重视，会谈结果也难称满意。

“从长远来讲，国与国之间外交最重
要的还是原则问题，如果历史问题得不到
解决，那这种外交手段也没什么作用，其
预期效果也不见得好。长远来看，还是要
日本摆出实际行动和态度来解决这些问
题。”吕耀东对于这种外交手段并未看
好。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刘江永也认为这种做法的影响是有限
的：“从日本角度讲，改善与别国的关系
无可厚非。但中日关系没有理顺，甚至
还有对抗性的情况下，日本关注的重点
还是应该在中日关系上。”

此外，还有专家分析称这是日本外交
的一贯策略，应当警惕日本的“糖衣炮
弹”。孙立祥认为：“日本外交有着整体性
的构想，前首相常扮演白脸，当政者来扮
演黑脸，总的目标还是来实现日本的战略
构想。”

孙立祥还分析：“日本前首相不是现
任首相，前首相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只能缓解，不起决定作用。”由此看来，
在现在的日本，要真正改善与邻国的关
系，还要安倍自己努力。

日前首相频繁出访是啥心态？
郑 兴 张奕璞

日前首相频繁出日前首相频繁出日前首相频繁出访是啥心态访是啥心态访是啥心态？？？
郑 兴 张奕璞

福田康夫 村山富市村山富市 森喜朗 安倍晋三

苏格兰公投后遗症是什么苏格兰公投后遗症是什么？？

英国地位受伤

英国豪赌了一把，既体现了“民主”，
又没有失去苏格兰，看似是这场危机的赢
家，其实是最大的失败者。

英国是西方代表性国家，大英帝国的分
崩离析导致绝大部分殖民地的“出走”，但
苏格兰公投威胁的是英国“本土安全”以及
它的政治制度。

以前的“英国”代表是“英格兰”，但
以后英国不得不考虑，联合王国中的其他部
分。威尔士、英格兰、北爱尔兰与联合王国
的裂痕是否难以消弭，地区间关于利益分配
的竞争以及政治权利的扩大，势必都成为新
的政治矛盾。

英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将受到实
质性损害。英国借重欧盟、北
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武器

这四大舞台或工具而忝列欧
洲乃至世界大国行列，但这
些工具正在脱离英国……

目 前 英 国 国 内 正 在 闹
“脱离欧盟”，面
临 被 主 流 欧 洲

“边缘化”的危
险。苏格兰公投
无 异 于 雪 上 加

霜，令其内外交困。有分析称，随着众多
新兴国家的强势崛起，英国作为“二等
国”地位将难以保全，可能逐渐滑入“三
等国”的行列，彻底沦落为不列颠岛上的
一块“旅游胜地”和“历史博物馆”，而
不是世界的政治、金融和文化中心之一。

公投也让英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核战
略部署。如果英国没有了核武器，美国和
北约还会借重一个没有欧洲影响力、国际
影响力和核武影响力的国家吗？而诸如德
国、巴西、印度等国家还会容忍英国留在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吗？

地方要挟中央

苏格兰民族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
主张，因为受到伦敦的管治，苏格兰
不能从英国油气田的巨额收入中，取
得自己应得的份额，而这些油气田就
位于苏格兰海岸附近的北海上。

“那是苏格兰的油”，这是上世纪 70
年代帮助苏格兰民族党提升影响力的一
句口号。不管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
是否真正希望独立，但很显然，在那本

《苏格兰的未来》 白皮书中，苏格兰想要

的是更多的自治权利。
苏格兰民族党的策略和成熟样板得以成

为欧洲其他分裂主义要挟中央的动力。一个
分离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苏格兰公投
已经做出榜样。这个榜样犹如一把火延烧到
欧洲多个国家的后院：从德国的巴伐利亚，
意大利的撒丁岛，法国的科西嘉岛，到西班
牙的加泰罗尼亚，“分裂的幽灵游荡欧洲”。

从渴望独立地区的民众角度而言，一切
都很简单，既然无论如何大家都住在“统一
欧洲”，为什么还要喂养伦敦、马德里和罗
马的官僚？

苏格兰的公投无疑是给加泰罗尼亚民众
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加泰罗尼亚将于今年11
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

意大利媒体引述独立领导人的话称：
“撒丁岛的独立时间也在日益接近”。

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其
独立，因为大多都存在着分离主义的问题。
苏格兰公投虽以独派失败告终，但也起到了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榜样”作
用，这对国家治理和国际秩序都是不小的破
坏。

恐失欧洲一体化信心

随着欧盟允许许多微型国家入盟，现有
国家分裂为微型地区在经济上更行得通。但
这对欧盟一体化是一个冲击。

加泰罗尼亚、苏格兰和威尼托等地区都
是所在国最富裕发达的地区，它们不愿意将
收入与较贫困的其他地区分享。而且，它们
也不认为自己与其他地区民众同属一个民
族。

相比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
兰更支持退盟。2017年，英国将在退出欧盟
问题上进行选择。“这将是欧洲统一支持者
的噩梦，在欧洲大陆产生的外溢效应可能更
严重。”

有关分析认为，欧洲注定要发生一场民
族变革，反对当前的欧洲政治一体化模式、
支持保留各国和各民族特性的力量将获得更
多话语权。这在欧洲多国议会选举中，极右
翼力量上台可以窥见一斑。

分析人士说，这将使欧盟大国的实力被
削弱，会导致欧盟内部力量对比向小国倾
斜。一定意义上，这将导致欧盟恢复到“意
大利城邦”模式。

但俄罗斯媒体 《观点报》 网站则认为，
欧洲分裂成更多小国后，实施一体化比整合
大国更容易。欧盟高层在言论上谴责分离主
义者，实际上却将是西班牙或意大利分崩离
析的受益者。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据英国媒体报道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当地时间 1919 日日，，苏格兰公投结果出苏格兰公投结果出
炉炉，，5555%%选民投下反对票选民投下反对票，，对独立说对独立说““不不”。”。但这场但这场““离婚离婚””
闹剧留下的后遗症还在闹剧留下的后遗症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