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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国会 5月 6
日通过了一项反恐法案。该法案扩大了加情
报机构的权力，使其能够在海外运作并且实施
预防性逮捕。

加拿大并不是第一个完善相关法案的国
家。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许多国家都
通过不同形式加大了情报搜集和监控力度。

“监控时代”要到来?

5月5日，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部饱受争议的
反恐法案，旨在强化情报收集工作，防止极端
分子袭击。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反恐名义下加大了监
控力度。

4 月末，包括 《南德意志报》 在内的多家媒
体纷纷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的监听站曾经遭到
滥用，并帮助美国监听法国高级官员和欧盟委员
会总部。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表示，在面临国际恐
怖主义危险的情况下，执行反恐任务需要与其他情
报机关合作，其中美国国安局是最首要的机构。

此前，新西兰多次被曝光对日本等国进行监控，
并将信息提供给美国。美国在2013年被爆出“棱镜计

划”。自该计划被揭露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以“国家安
全”需要为其加强网络监控进行辩解。

在反恐的名义下，许多国家都在情报和监控方面下
足了功夫。有人戏称，反恐时代似乎已变成“监控时代”。

恐怖袭击惹人慌

监控为何如此重要？这与近年来各地迅速蔓延的恐怖
活动密不可分。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近两年就尤为活跃。据英国广
播公司报道，2014 年 11 月全球有 5000 多人死于“圣战者”
之手，其中“伊斯兰国”就造成 2000多人死亡。此外，塔
利班等极端恐怖组织活动也日趋频繁。

此外，多由个人发起的“独狼”式恐袭尤为困扰西方
国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曾表示，美国本土应警惕
暴力极端分子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他们最有可能对
美国本土的安全构成威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国际恐怖势力的威胁有多种形态和
类型，并引起了民众的恐慌。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将恐
怖主义视为欧洲最大安全挑战的欧洲人数量从2013年的1/3
增加到近一半。这为各国提高监控力度提供了民意基础。

而且，许多发动“独狼”式恐袭的人是土生土长的本
国国民，公开宣称自己是受境外极端思潮影响。李伟表
示，这就使得西方国家的防范重点由过去的对境外恐怖分
子转移到国内恐怖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完善法
律，扩大对反恐情报机构的授权，并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
进行反恐监控活动。

根本解决不容易

《华盛顿邮报》 年初发表文章称，西方对付恐怖主义，

情报是第一道防线。人们必须知道“圣战”
分子和潜在的“圣战”分子在哪里，他们正
计划着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各国加大监
控力度无可厚非。但是，究竟该如何从根源
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之
后，尤其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地
区陷入动荡，乱局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单纯的打击，而是在推

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念。”李伟说，这为恐怖势力激化和利
用矛盾提供了突破口，使其能够利用文化和宗教上的冲
突，吸引更多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而且，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极端组织越来越善于
利用新的社交媒体扩大自身影响，他们已经成为各国不容
忽视的威胁。

要从根本上解决反恐问题，就必须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
土壤，结束地区动荡局势。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容易。
而且，“让西方国家从根本上解决容易被恐怖组织利用的问
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放弃推行本国的价值观
念。这是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面临的死结。”李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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咄咄逼人

最近，因乌克兰危机而闹僵的俄罗斯
与西方均表现得咄咄逼人。

5 月 9 日，俄罗斯举行“现代史上规
模最大”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阅兵式。各
种先进武器的亮相成为西方关注焦点。此
外，俄罗斯近来军演不断。据俄罗斯卫星
网 5 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
伊古日前表示，俄军在冬季训练期间 （近
5个月） 共进行了886场不同规模的演习。

西方很紧张。5 月 4 日夜间红场彩
排，“阿玛塔”T-14 坦克首次公开亮相。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这是世界最先
进的坦克，“普京决定在5月9日展示先进
武器，这是发出一个强烈信息，显示莫斯
科决心在周边和全球投射其力量”。德国

《世界报》 5日的文章评论称，“大阅兵是
莫斯科新的军事强权的演示，是对西方的
一种挑战”。

西方的忧心忡忡也反映在行动上。从
5 月 4 日开始，北约国家三批次军事演习
在欧洲拉开序幕。“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报道说，爱沙尼亚举行该国历来最大的军

演，参演人数约1.3万。演习计划持续到5
月15日，还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拉
脱维亚、立陶宛、比利时、波兰和荷兰的
军队参加。立陶宛军队也在举行该国最大
规模演习。在挪威，来自10个北约国家和
瑞典的大约5000名军人参加代号为“活力
猫鼬”的演习。

此外，据美联社报道，北约联军司令
部司令弗格森 5日表示，北约联军司令部
总部 6月份将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暂时搬
到罗马尼亚，以便提升应对俄罗斯在乌克
兰行动以及其他挑战的能力。

互不相让

俄罗斯与西方似乎都有做出强硬姿态
的充分理由。

对俄罗斯而言，阅兵也好，军演也
罢，对内是为了提振民心、增强凝聚力，
对外则是“秀肌肉”。“红场阅兵是几十年
的传统，今年是个重大节点。在乌克兰危
机的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东
欧一些国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读。俄罗斯
想通过阅兵来表达
历史不容篡改不容

重写的决心和意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欧亚所所长、研究员陈玉荣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大规模阅兵也是为了凝聚民
心鼓舞士气。西方在孤立俄罗斯，俄罗斯
要表明自己并不孤立。这次阅兵有很多先
进武器的展示，可以说俄罗斯是在释放这
样的信息：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
书长孙壮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指出：

“俄罗斯的一系列行动目的都是为了提振
国内民众信心，增强内部凝聚力，显示俄
罗斯作为大国的实力。目前，俄罗斯在乌
克兰问题上遭受了很大的军事和经济压
力，阅兵和军演可以说是俄罗斯一种回
应。而且，俄罗斯进入军事改革时期，阅
兵和军演都是加强军事建设的很好手段。
更何况，俄罗斯还始终抱有大国情怀。”

对于西方而言，遏制、弱化俄罗斯是
其战略设计。陈玉荣说：“冷战之后，北
约东扩、欧盟东扩，对俄罗斯形成了战略
挤压，对其经济上也是一种冲击和包围。
乌克兰危机激活了北约。美国已经把乌克
兰当作了北约外的盟友，增加了军援。这
些都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更加紧张。”

孙壮志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
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西方打压俄罗
斯的工具，这涉及到西方的全球战略设
计。而且，俄罗斯周边的小国感受到俄罗
斯的压力，希望北约能够保护自己”，结
果就导致了目前的紧张态势。

热战边缘？

德国新闻网 5 日表示，二战结束 70

年，本应是和平的象征，但最近种种迹象
显示，欧洲正处于热战边缘。《华盛顿邮
报》也引用专家的话指出，乌克兰危机还
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擦枪
走火。

“外界有这种印象主要还是源于乌克
兰危机。乌克兰已经投向西方怀抱，并开
始酝酿加入欧盟和北约。而且，波兰批准
与立陶宛以及乌克兰合建联合作战部队，
美军对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和培训等，这
对俄罗斯形成了新的战略压力，使俄罗斯
感到安全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威胁。”陈玉
荣说，“在世界庆祝和平的同时，空中的
确充满火药味。”

孙壮志也指出：“乌克兰危机还没有
过去，对抗在持续发酵，将长期化。”

不过，受访专家都认为，这并不意味
着战争。

“俄罗斯也好，西方也好，都有自己
的战略底线。从全球格局上来说，西方需
要联合起来对付俄罗斯。但是，从经济上
来说，双方又不愿彻底中断联系，毕竟那
将意味着很大的损失。”孙壮志说，“这是
一种矛盾状态，具有过渡性质。或许，经
济联系的保持有助于政治关系的恢复，包
括乌克兰问题的解决。”

“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还会持续一段
时期。这是一种博弈。”陈玉荣认为，“其
实无论俄罗斯还是西方，都希望双方关系
能够缓和，毕竟双方经济利益紧密相连。
不过，这种对峙要看乌克兰危机解决得如
何。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双方应
该放弃冷战思维，拿出诚意。不然，即便
关系缓和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红场阅兵 黑海军演

和平庆典中的火药味和平庆典中的火药味
本报记者 张 红

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俄
罗斯在红场盛大阅兵。随后，俄罗斯将
在黑海军演。与此同时，北约在俄罗斯
附近频繁军演。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不过，在和平庆典中却
充满了清晰可辨的火药味。

俄军“阿玛塔”T-14主战坦克 资料图

★观察 尽管主要国家都表达出
庆祝二战胜利 70周年的强烈

意愿，但这种意愿因种种政治
和意识形态分歧而被冲淡。这

是个危险信号。毕竟，那场战争
中有些负罪国家并没有对本身不

光彩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
莫斯科的胜利日阅兵提供了一

个观察这种意愿被冲淡的显著证据。
大部分西方领导人的缺席给人一种幻

觉：世界仿佛又回到了苏联时期。在那
个年代，谁都不会对他们的缺席感到奇

怪。俄罗斯与西方近一年多来的冲突与对
峙能够部分地解释这种缺席，但不是全
部。在二战胜利 70周年的关键时点上，世
界应该团结一致。毕竟在 70 年前，斯大
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坐在了一起。

而如今，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出席
都受到一些国家阻挠。德国总理则由于“微妙”
的处境要在胜利日一天后才会赴俄缅怀先烈。

西方国家当然不会质疑二战成果，但它们
观点鲜明地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是挑
衅，是公然的修正主义，违背了欧洲在战胜纳粹
后确立的准则：边界不可更改、领土不容攫取。

对俄罗斯来说，彼此尊重军事政治利益是俄与
西方关系稳定的基石。得益于此，冷战没有升级为
热战。如果拒绝在这个范畴内对话，那是最危险的
修正主义形式。

对二战“修正主义”式的认知，很显然都带有
各自“功利”式的解读。这种解读只会瓦解纪念
二战胜利的真正深意，且会造成一个最为危险的
结果：对二战的解读成为国际冲突的工具。

这种修正主义的认知，偏离了纪念原本的意
义。

纪念二战胜利 70 周年，是对正确历史观的
坚守，“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
言之战祸”是 《联合国宪章》 的承诺，更诉说
着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

对二战历史“功利”式的解读，只会被法
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所利用。

二战的功过是非，早有定论。但时至今
日，仍有人企图在国际上用模棱两可的字眼
来淡化侵略者对亚洲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
天罪行，回避对侵略战争的责任，拒绝对
亚洲受害国和受害者公开道歉。

我们能看到的是，日本越是被要求为
二战罪行道歉，其政府就越是急于翻篇。
而有些国家，还为了达到自己遏制潜在
对手的目的，对此姑息纵容。

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在今年 5
月至9月的纪念活动之后，世界政
治中的对抗基础将更加牢固。

如果不摒弃这种对二战的
修正主义认知，“各国有能力团

结除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文

章语）。

淡化二战纪念的

危险
杨子岩

淡化二战纪念的

危险
杨子岩

5 月 7 日，在德国柏林，一名游客
从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中穿过。

当日，德国首都柏林举行活动，纪
念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开放 10周年。
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位于柏林市中
心，是一座纪念所有被德国纳粹屠杀的
犹太人的建筑物，于2005年5月正式向
公众开放。 新华社记者 张 帆摄

科技让魔法成真
何思琦

科技让魔法科技让魔法成真成真
何思琦何思琦

隐身术、变形咒、灵魂出窍……这
不是在回忆哈利·波特的魔杖能施展什么
咒语，而是在细数现代科技能帮你实现哪
些不可能完成的“魔法”愿望。当科技挥
起“魔杖”，电影中奇幻绚丽的魔法同样可
以成真。

生活中总有些重要的物品想要妥善保管但
又不知道放哪里最安全？近日，来自德国的科
学家就研制出了这样一款“隐身盒子”帮你解决
烦恼。这是一件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可携带式神
器”，研究者利用光学传播原理让所有射向盒子的
光线发生弯转，从而实现隐身效果。而灵活小巧的
盒身，更让你能随身携带“秘密”，再也不必担忧。
不过，一定要记好“隐身盒子”被放在了哪里，说不
定它也会骗了你的眼睛呢！

在很多科幻电影中，检验年轻魔法师们的一大标准
就是能否成功施展出“灵魂出窍”的咒语。而现在，来
自瑞典的“科学怪人”们让你不需超能力便能轻松拥有
这种奇妙体验。据研究人员介绍，受试者只需戴上仪器
平躺于核磁共振成像仪上几秒钟，就能有“灵魂置身于他
人体内”的感受。该实验将人类大脑中的触觉与视觉连为
一体，利用大脑的位置感知错觉打造“魔法”一刻。

还记得 《灰姑娘》 中仙女教母用魔法变出南瓜车的童

话吗？西班牙一物理学家告诉你，他也能做到。不同的是，
这位创意十足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厨师。利用纯天然原
材料，他制造出的一款冰淇淋可以如星空般变幻莫测。你
只需舔一舔，冰淇淋就能转眼间变成另外的颜色。不会魔
法的物理学家不是好厨师，这样的新奇美食，你有没有动
心呢？

说起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魔法”制造工厂，绝对非
迪士尼公司莫属。睡美人、白雪公主、冰雪奇缘……迪
士尼童话为孩子们打造了无数个魔法梦境。而现在，
迪士尼乐园推出了一款“魔法腕带”让梦境成为现
实。佩戴腕带的孩子们只需在乐园内的任意餐厅终端
机上扫描，机器便能亲切喊出孩子的名字，并送上
刚出炉的美食。如果预订了迪士尼酒店，腕带更
是能快速开启房门的钥匙，让孩子乘着“魔法快
车”轻松出行。

现代社会，科技与魔法也可以同时拥有。
不用去到哈利·波特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挥舞着魔杖的科技先生一样帮你实现魔法
梦。

题图来源：泡泡网

反恐进入“监控时代”？
孙 楠

德国柏林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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