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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在山东德州北营村拜谒祖先的照片，菲
律宾姑娘杰赛尔·基拉姆的思绪又被拉回到2017年。

那一年，基拉姆以菲律宾苏禄苏丹公主身份赴中
国参加苏禄东王访华600周年纪念活动，见到了自己
在中国的同族亲人。尽管基拉姆在很小的时候就听父
亲说过，他们在中国还有很多亲人，但那却是她第一
次与这些中国亲人见面。

“见面前我还很紧张。我听不懂中文，除了‘谢
谢’之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我和他们却一见如
故，在北营村我就像回到家一样，我能感受到我们身
体里流着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血液。”基拉姆告诉记者。

基拉姆和她的“中国亲人”有着共同的菲律宾祖
先——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古苏禄国位于菲律宾
南部，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之后，地处枢纽位置的古
苏禄国就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据记载，明
代郑和下西洋时曾派遣使节分路出访，其中一支就造
访过古苏禄国。

明永乐十五年 （公元1417年），苏禄东王、西王

和峒王率家眷陪臣共计340多人，组成庞大的友好使
团，踏上访华之路。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这支友好
使团在北京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

苏禄三王一行在京居住了 27 天，随后携使团离
京归国。然而在返回途中，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不
幸染病在山东德州逝世。明成祖听闻消息甚为悲痛，
钦命礼部撰写祭文悼念苏禄东王，同时以“王礼”将
其厚葬于德州城北。之后苏禄东王的部分家眷留华守
墓，其余则继续踏上回国之旅。到清朝雍正年间，苏
禄东王在中国的后裔正式“以温、安为姓入籍德
州”，繁衍至今已有3700多人。这也是今天基拉姆和
她的中国亲人散居在中菲两国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段历史，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评价
道，苏禄王的访华之旅展现出菲律宾和中国人民之间
友谊的源远流长。在 1975 年中菲两国正式建交前的
数百年里，两国人民便一直通过贸易和其它方式建立
着密切联系。

德州学院历史学教授王守栋多年来致力于苏禄王

访华研究。在他看来，苏禄王访华以及其后裔融入中
华文明的历史已成为中菲两国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
一段佳话。

“六百多年来，中国历代政府和百姓都十分重视
苏禄东王的陵墓保护，多次对陵墓进行了扩建和修
葺。”王守栋告诉记者。

基拉姆的感受和王守栋一样，当这个菲律宾姑娘
第一次在德州看到庄严肃穆、古朴典雅的苏禄东王墓
后，备受感动。回到菲律宾后，基拉姆搜集了家族内
有价值的物品和材料，待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将其交给
中方。“我相信这些物品在中国可以得到更好的保
护，也能发挥更大作用，让更多人知道这样一段中菲
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

如今，基拉姆一有机会就去德州拜谒祖先陵墓，
她也常常在菲律宾接待从中国来的苏禄王后裔。“这
样一份穿越时空的情谊值得我们珍视并延续下去，祝
愿中菲友谊永固。

（来源：新华社）

重启谈判争议多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普京 9 月提
议不设前提条件缔结和平条约以来的首次
正式会谈。

日本所谓“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为
“南千岛群岛”，位于俄远东堪察加半岛与
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齿舞、色
丹、国后和择捉四岛是俄日争议岛屿。二
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

“近百年来，‘北方四岛’在俄日之间
几易其手，领土争议贯穿俄日关系的百年
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所研究员姜毅介绍道：“1956 年苏日
建交的 《共同宣言》 中称，苏联将在签订
正式条约后向日本返还其中两岛，日本迫
于国内压力拒绝该条款，随后苏联宣布由
于日本成为反苏同盟的一部分，不能兑现
1956年声明 ，四岛问题又被长期搁置。”

日本 《朝日新闻》 报道称，安倍政府
此番改变立场，以“归还两岛”的 《日苏
共同宣言》 为基础推进谈判，是无奈之
举，实质上是对俄方做出了让步。而这种
转变与普京此前的提议有关。

今年 9 月，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提议
俄日年内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缔结和
平条约，引发日本舆论哗然。日本各界担
心，优先缔结和平条约的话，日方恐怕无
望拿回争议岛屿。

此次新加坡会谈结束后，安倍表示，

他和普京都有强烈意愿了结二战结束70多
年来的上述遗留问题，而不是留给下一代
人。11月 16日，他在澳大利亚再度表示，
日俄决意在他和普京的领导下完成和平条
约谈判。

安倍言之凿凿，俄方却回应冷淡。俄
罗斯驻日本大使加卢津表示，如果俄日签
订和平条约，这一条约将写明“两国间尚
未彻底解决的所有问题将留待以后磋商，
以期找到双方均接受的解决办法”。

各打算盘让步难

据俄新社消息，普京称：“ 《苏日共
同宣言》 中并非一切内容都清晰明了。它
只提到苏联愿意把南千岛群岛的两座岛屿
移交日本，但并未指出移交依据和岛屿移
交后的主权归属。这需要单独且更加认真
地研究宣言本身。”

普京将主权问题划入谈判范畴，显然
与日本的期望背道而驰。日本官房长官菅
义伟在记者会上称，若俄罗斯归还齿舞岛
和色丹岛，“当然，日本的主权也就得到
了确认”。

“俄方坚持和平条约与解决领土争议
无关；而日本坚持先解决领土问题，再缔结
和平条约，希望将二者打包谈判。这是双方
最大的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指出，双方各有自
己的逻辑和历史依据，日本认为四岛只是
被苏联所占领，但俄罗斯认为战后安排确
定了其对‘北方四岛’主权的合法领有，日

本是在重谈已经画上句号的历史问题。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俄两国首脑一

致同意借 11 月 30 日起在阿根廷召开二十
国集团 （G20） 峰会之机举行会晤。加上9
月在俄举行的会谈，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
日俄领导人会晤达3次之多。

专家分析认为，此番双方急于重启谈
判，并非态度转变，而是各有外交意图。

“安倍自上台后便谋求摆脱‘战后体
制’束缚，近来又宣称要进行战后外交总决
算，四岛问题是其中重要一环。”吕耀东认
为，俄罗斯由于克里米亚问题受到西方国
家制裁，近期普京政府在国内支持率也有
所下降，若普京选择此时与日本闹僵，在外
交上是无法加分的，他也希望缓和二者关
系来促进经济合作。

二者的诉求和着眼点一开始就相去甚
远。姜毅分析称，日本从双边关系和四岛
问题本身入手，而俄罗斯更多地将此放在
国际大战略下考虑，改善俄罗斯和整个西
方的关系是其主要诉求。

岛争难题有解无

日俄岛争，剪不断，理还乱。美国也
是日俄岛争绊脚石。姜毅指出：“早在
1956年，俄罗斯便把‘北方四岛’作为牵
制日美军事同盟的重要筹码。”

日本 《朝日新闻》 报道称，安倍晋三
已向普京表明，即使把齿舞、色丹两岛交
给日本，也不会根据 《日美安保条约》 在
岛屿上设置美军基地。

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认为，如果俄方
向日方移交岛屿，美军设施和舰船可能出
现在岛屿周边海域，而日方无法拒绝美方
增加基地的要求。

有分析人士称，虽然普京表现出的积
极态度令日方感到鼓舞，但实际上两国仍
在如何“处置”岛屿领土以及如何在“北方
四岛”进行“共同经济活动”等问题上存在
明显分歧，预计未来的谈判仍会非常艰难。

“普京有句名言：‘俄罗斯虽大，但没
有一寸是多余的。’”姜毅分析称，“北方
四岛”涉及领土主权问题，日本想让普京
松口，几乎是天方夜谭。

“日本国内在四岛问题上的历史情
结、社会基础非常深厚，在一定程度上牵
制了政府在与俄方打交道时做出妥协的可
能性。”姜毅提到，每当日本政府就四岛
谈判表现出相对灵活的立场时，其国内舆
论马上就有大的反弹。俄方在外交谈判上
尤为谨慎，等待日本表现出灵活的态度。

日本共同社认为，安倍急于在剩余任
期内解决日俄间的“悬案”，但如果急于求
成，很可能招致日本国内反弹，有关谈判进
程能否如日本政府所愿恐怕是未知数。

此次会谈的意义在于恢复谈判，未来
趋势仍待观望。吕耀东说：“双方口气有
所松动，并不意味着就此迎来解决希望。
但从不谈到谈的转变，打破了俄日关系的
僵局。”

图为 9月 10日，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
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总统普京 （右） 与
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

新华社/路透

日俄岛屿争端有解了？
贾平凡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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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新加坡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双方约定，以
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推动包
含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和平
条约缔结谈判。日俄岛争如何化解分歧、打破
僵局、推进谈判，引发世界关注。

环 球 热 点

跨越六百年的中菲血脉情缘
袁梦晨 王 羽 郑 昕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十六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17日至18日在巴布亚新几
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举行，本次会议主题
为“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
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风
险挑战凸显的当下，中国方案正为亚太地
区的包容性发展创造全新机遇。

首先，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促包
容，是亚太地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根本所
在。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令处于不同
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以及一个经济体内部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人群均能从整
体经济增长中获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各经济体就必须通过开放合作来共同拓展
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共同做大发展蛋
糕。

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
胡逸山表示，中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等措施稳固自身经济发展；同时通过举
办进博会等重大举措进一步促进投资贸易
自由化，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正是当下全
球经济形势下外界所期待的。

其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数
字和互联网经济的互联互通，是亚太地区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所在。巴布亚新几
内亚外交与贸易部长伦宾克·帕托说，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对实现包容性增长十分重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巴新的
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来西亚双威大学经济学教授姚金龙
说，中国倡导的国际发展模式以包容性增长
为前提，倡导发展交通、物流和通信基础设
施，倡导跨境贸易和投资，这为中国的经济
伙伴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再次，利用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是亚太
地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趋势所在。在利用
技术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中国企业在很
多亚太国家都已经有了成功实践。

阿里巴巴集团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建设“数字自贸区”，借助
电子世界贸易平台 （e－WTP） 有效带动了贸易往来，给当地中小
企业和年轻人带来新机遇。华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参与海缆项目
和国家宽带网络项目，让当地民众获得可靠、可负担的网络服
务，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同时，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中国主张应当通过知识产权
制度来保护和激励创新，不应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让科技创
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

中国方案为亚太地区包容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也为世界经济注
入正能量。相信通过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共同努力，亚太
经济必将更加开放、增长动能更加强劲、发展红利更加普惠。（参与
记者白旭、费列娜、战艳）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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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圣诞花园”灯光秀 11 月 15 日在
德国柏林植物园开幕，本届灯光秀将持续
至2019年1月6日。

图为 11 月 15 日，在德国柏林植物园，
游客观赏一棵被灯饰装扮的树木。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柏林圣诞花园”
灯光秀开幕

数 字 天 下

22.7万

11月18日，据斐济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执政
的斐济优先党已经赢得于本月14日举行的全国大选，
该党领导人、现任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将再次组阁。

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斐济优先党赢得
约 22.7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 50.02％，从而获得
斐济议会51个席位中的27个。

这是斐济自 2006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举行的第
二次全国大选。上一届选举在2014年举行。

17万

11 月 17 日，阿富汗教育部官员宣布，政府将在 5
年内大幅提升女教师在全国各类学校中的比重，为此
计划新增3万个女教师岗位。

教育部发言人努里娅·纳兹哈特当天在首都喀布
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增加女教师岗位旨在提高女性
受教育水平，同时促进更多女性参加工作，提升社会
整体就业率。阿富汗女教师数量偏少，在一些偏远地
区甚至没有一名女教师。新增3万个女教师岗位有望
将全国女教师比重从当前的33％提高到42％。

据了解，阿富汗目前约有 17 万名教师和 42 个教
师培训中心。

16名

11 月 17 日，2018 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
合演练在东部战区陆军某工兵旅闭幕。双方评估组讲
评指挥所推演和实兵演练情况，共同表彰16名在演练
中表现优异的两军官兵，双方实兵分队代表作了参演
体会交流发言。

11 月 12 日以来，双方采取研讨交流、指挥所推
演、实兵演练等形式，重点演练两军协同组织灾害救
援和大规模灾民转移等课题，展现了双方官兵的专业
素养和敬业精神，提高了两军在国际救援领域开展联
合行动、共同应对灾害的能力。

50％

11 月 17 日，据马达加斯加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
公布的计票结果，没有候选人在日前举行的总统选举
中获得50％以上的选票，得票数领先的两名候选人将
进入第二轮角逐。

马达加斯加11月7日举行总统选举，共有36名候
选人参加角逐。计票结果显示，安德里·拉乔利纳和马
克·拉瓦卢马纳纳分别获得39.19％和35.29％的选票，
位列前两名。埃里·拉乔纳里曼皮亚尼纳获得 8.84％
的选票。三人此前都曾担任过总统。

这次选举共有 500余万名选民参加投票，投票率
约为 54％。根据马达加斯加宪法规定，在总统选举中
获得超过50％选票的候选人直接当选。

马达加斯加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2月19日
举行。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