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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加达：啄木鸟

西方批评中国战狼的“杈”
近期，因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在在推特上转
发“我们是给你们带来和平
的”漫画，讽刺澳洲特种兵
对无辜阿富汗平民的杀戮，
引发澳总理强烈不满，要求
中国道歉，还带动西方阵营
对中国“言论”的攻讦。但
全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
力顶回，网上赞声一片。

继纽西兰、英美法媒体
之后，德国《每日镜报》8 日
以“中国的战狼”为题刊登
一篇评论，指责中国“战狼
外交”。文章还配上红色

“权”字，旁边注解，这个字
是“强大的标志”，“是表示
权力的中国汉字”。却多了
一点，成为“杈”字，遭到许
多读者和网友冷嘲。

这篇文章出自该报记
者克劳迪娅·冯·萨尔森，
她曾驻俄罗斯和东欧，从没
有中国经历。内容称德国
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 11 月
18 日举行所谓“中国人权
听证会”，被中国大使馆依

据事实进行驳斥。她却指
责中国不应“做出如此激烈
的反应”，并引用德国绿党
反华议员鲍斯的话说，中方
外交官的举止“更具侵略
性”，中国实行“战狼外交”
云云。

柏林自由大学汉学教
授安德里亚·古德在推特发
文指出，“杈”字的德语是

“Heugabel”，而 不 是 代 表
“Macht”的“权”字。有人提
醒《每日镜报》，但后者并
未做出回应。柏林学者夫
罗里扬 9 日表示：“对于报
纸和记者来说，这是严重的
错误。”为何写“中国”的记
者不懂一点中文？为何报
馆 没 有 中 国 专 家 ？ 这 是
德 国 媒 体 常 歪 曲 报 道 中
国 的 原 因 。 他 建 议 媒 体
招聘懂中文、懂中国的记
者写报道，而非照搬美国
的宣传，通过想象评论中
国。

外交部的华春莹 10 日
在记者会上连销带打：“德
国 媒 体 把‘ 权 ’写 成 了

‘杈’，遭到了中方媒体的
一片嘲笑。但其实低级的

错误也不奇怪，因为的确现
在就有一些人明明对中国
一无所知，却煞有介事地对
中 国 进 行 无 中 生 有 的 指
责。”“中国同个别国家之
间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
这些事情当中哪一次、哪一
件是由中方首先挑衅引起
的？哪一次、哪一件是中方
在干涉别国内政？哪一次、
哪一件是中方在威胁损害
其他国家的利益？”

无论是将疫情政治化、
将中国污名化，还是以所谓

“国家安全”之名打压中国
企业；无论以人权民主为由
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还是违
背国际基本准则攻击中国
的政治制度，甚至动辄实施
单边制裁，难道西方能拥有
随便诽谤、伤害中国的“权
利”，而中方却不具说明真
相的权利吗？难道有人对
中国进行无理诬蔑、攻击
时，中方只能做沉默的羔羊
吗？

华春莹认为：“他们的
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通过给中国
扣上这顶帽子，威胁和讹诈

中方，让中国放弃说出事实
真相的权利。”“这些人应
该明白，中国不是一百前的
中国了。中国从不欺凌霸
凌他人，但在大是大非的原
则问题上，中国外交必须坚
决 有 力 地 回 击 一 切 恶 意
的挑衅，有力捍卫国家的
利益与尊严，维护国际的
公 平 与 正 义 。 为 了 维 护
中 国 自 身 的 正 当 合 法 权
益 、为 了 维 护 中国的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为了维护国
家的利益尊严、为了维护国
际的公平与正义，就做‘战
狼’又何妨？”铿锵有力，语
惊四座！

欧盟驻中国大使郁白
（Nicolas Chapuis）于 10 日在
北京举行的能源论坛上表
示，欧盟和美国应该统一认
识，联合对抗中国的“胁迫
式外交”，对中国的“战狼
外交”说“不”。华春莹说：

“如果只是因为中国‘块头
大’，就认为中方说出事实
真相、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尊
严是‘胁迫’和‘战狼’，这
显然是不公平的。”“普通
公民都有权依法行使正当

防卫的权利，难道中国作为
主权国家反而不能拥有维
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权利吗？”她还加重语气
引述毛主席的名言：“人不
犯 我 ，我 不 犯 人 ；人 若 犯
我，我必犯人。”“我想在涉
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
题上，不应该不分是非、只
讲立场。我们希望欧方尊
重事实，站在客观公正的立
场，不搞双重标准，真正坚
持独立自主，坚持开放合
作。”

德国总理默克尔 12 月
9 日在德国议会演讲，情绪
激动地恳求国人在圣诞节
前采取措施以防新冠病毒
传播。她说：“如果我们付
出的代价是每天 590 人死
亡，那这是不可接受的。如
果我们现在在圣诞节前夕
接触太多，这将是最后一个
和祖父母们在一起的圣诞
节。”

这 让 人 感 叹 ，德 国 人
多年来纪律严明、精细准
确的民族特性看来是被腐
蚀、背弃了。防控疫情的
法规屡被漠视，造成新冠

肺炎卷土重来。此外，连
老花眼都能看清“杈”的别
字，竟能登上严肃的报纸
评论上，被“不精准”的记
者用来指责中国，真是德
国之不幸。

杈（cha 平声），是种长
柄、一端有齿用来挑柴草等
的农具。即然《每日镜报》
送 给“ 中 国 的 战 狼 ”这 把

“杈”，那就干脆在西方的
草堆多撩挑几下，让那些虫
豸曝晒在阳光下。

2020年 12月 1日是中国
民营科技企业“华为”财务高
管、CEO 孟晚舟女士被美国
与加拿大司法部门联合无理
逮捕两周年的日子。孟晚舟
无辜被扣留达 700 多天，引
起全球华人的关注和愤慨。
孟晚舟被捕之后，全球华人
时刻牵挂着孟晚舟案件的走
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孟晚
舟案件的真相也开始慢慢浮
出水面。

没有触犯任何加拿大法
律的孟晚舟却一直被囚禁在
加拿大，是因为加拿大和美
国想要借此施压华为，打压
中国。但这样的阴谋不会得
逞，孟晚舟案件经历两年多，
加拿大高等法院一直在进行
审理，而形势对孟晚舟越来
越有利。

最近，孟晚舟案件又迎
来了新的一波消息。据《华

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
消息透露，美国司法部正在
考虑同意加拿大释放孟晚
舟，允许孟晚舟返回中国。
不过，在回国之前，孟晚舟需
要签署一份认罪协议。言外
之意就是如果孟晚舟想回
国，就需要承认自己犯错。
中国外交部火速把话挑明，
美国想要设下陷阱，中国并
不会去钻。

显而易见，这起案件就是
美加两国为了打压中国科技
企业、联手蓄意谋划的一大阴
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2018 年 12 月 1 日，孟晚
舟女士计划前往墨西哥参加
商务会议，在加拿大温哥华
机场转机时，遭到加拿大警
方和边境服务局的逮捕和审
问，从此，孟晚舟就被扣留在
了加拿大，时至今日已经两

年多，孟晚舟仍无法与家人
团圆。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一直
在努力，案件前不久也有了
突破。在加拿大高等法院的
听证会上，加拿大警方和边
境服务局的证词出现混乱，
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
是孟晚舟并不涉及危害国家
安全的事件，逮捕孟晚舟的
程序也并不合规。另外，美
国提供的证据也存在疏漏，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越来越接
近阻止美国引渡孟晚舟。

随着美国特朗普总统连
任大选失败，美国媒体披露，
美国政府已经看出来了,孟
晚舟案件对他们越来越不
利，孟晚舟一方即将获得最
后的胜利。既然如此，还不
如先找个台阶下，顺带再看
一看能不能讨到什么便宜。

但中国并不会上当，事实非
常清楚，孟晚舟自始至终都
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表示，“孟晚舟女士是无辜
的。孟晚舟事件的性质十分
清楚、明确，这是一起彻头彻
尾、地地道道的严重政治事
件。”是的，中国并不像美国
那样，什么事都可以当做交
易，这件事没有交易可谈。
加拿大和美国都需要尽早迷
途知返，不然中国将作出反
击，澳大利亚已经是前车之
鉴，想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不会想步其后尘吧。

孟晚舟是不屈不挠的中
国血性女英雄。她在这个国
际斗争中，代表着中国正义
立场，表现出色，不畏强暴，
坚决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
在被扣留期间，花了数万亿

美元保释在家，脚腕被电子
扣带，行动很不方便。但是，
她很坚强坚决英勇，决不向
阴谋窥觊低头，在几次听证
审讯中，毫无惧色，敢向法官
猛力开火，把那些狗官打得
土头灰脸，无话可说。孟晚
舟，赢了！这就是中国人的
坚强血性的表现。

在孟晚舟有希望被释放
回国的时候，孟晚舟发表声
明，绝对不接受美国和加拿
大莫须有的指控，不会认罪，
并提出“三不”条件。她说，
第一、无条件释放，第二、公
开道歉，第三、赔偿精神和物
质损失，如果不满足“三个要
求”，她本人宁愿把美国和加
拿大的牢底坐穿。

她要美国和加拿大政府
无罪释放她回国。她说：“我
是无罪的，加拿大对我个人

的非法拘押，已经长达两
年！这是对我个人人权的肆
意侵犯，更是对联合国人权
公约的肆意践踏，同时也是
对加拿大和美国所倡导的相
关人权法律的蔑视！我个人
替美国和加拿大行为脸红！
在此，我向美国与加拿大提
出最强烈和严正的抗议！”孟
晚舟表示，我个人不会接受
暗箱操作，也不会接受私下
调停，一切从头开始！从哪
里把我抓起来，就从哪里释
放我！”

孟晚舟说：我是中国公
民，我没有违反加拿大的任
何法律。孟晚舟正义的坚强
英勇表现，正是中国女性坚
韧不屈的精神和英雄气概！
我们要向她致敬！向她学
习！祝愿她早日胜利归来！

孟晚舟表现出中国女性
血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
勇气概！我们为她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孟晚舟好样的!

孟晚舟，有血性的中国女英雄

编者按: 巴中 57 年届学
长杨远猷，祖籍梅县，杨谦孚
老师儿子，排行第三。解放
战争时期，杨老师还在梅县，
由于局势混乱，白色恐怖，他
同情革命，常帮助和掩护进
步人士。进步组织恐其受
害，让他转移，这样他才远渡
重洋去南洋。在印尼，杨老
师原在华侨公学任教，后来
在巴中司徒赞校长的力荐
下，于 1951 年在巴中任语文
和 英 语 教 师 ，直 至 巴 中 闭
校。1991 年 12 月，巴中上海
校友会成立，杨远猷被选为
会长，他为校友不辞劳苦，对
校友关怀备至，集亲和力、号
召力和凝聚力于一身。从
2000 年开始，定出校友会每
月必举办一次聚会活动。29
年来，他经 7 次换届改选而
连任会长，是大家公认的模
范会长。本文《一点感想》原
是他发在上海巴中校友会微
信群，征求大家的意见，编者
认为此文具有一定可读性
强，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我在 2019 年 1 月 5 日换
届改选的“工作小结”中说

过：我们上海巴中校友会之
所以能从2000年开始，近20
年来每个月都进行聚会活
动，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一
直维持至今（新冠疫情前），
主要是得到大家的鼎力支持
和帮助，足见校友们血脉相
连，巴中情深意长。

印尼巴中校友会原本
订于 2020 年 10 月 18 日在雅
加达举办庆祝母校建校 75
周年纪念活动，届时并出版纪
念特刊，为此要求各地校友会
提供稿件、照片等资料。当我
将此喜讯向大家传达后，当即
得到校友们的配合和支持。
陈楚良、奕纪梁、张旭光、江峰
等校友都积极给予支持。尤
其是已93岁高龄、长期患帕
金森症的48年届陈楚良，在
我向他介绍情况后，他毫不犹
豫的满口应诺。但我深知他
因病缠绵病榻不能下地，每天
都只能生活在轮椅上。事后
我也很后悔，不应该告诉他。
但谁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
也按时撰写出了8页共4000
字的文稿，让人感动。

91 岁的金德贤和 90 岁
的周荣沾，这两位耄耋的“年
轻人”每次聚会从不缺席，都
积极参加。周荣沾学长更是
每次往返都还须骑近2个半

小时路程的自行车前来，让
人既敬佩又担心。这一切，
都体现了学长们对上海巴中
校友会的支持。

我还想到退休前得到
“巾帼英雄”和市“三八红
旗手”，如今得了大病、动
了大手术的黄凤娇，和长期
照顾她的张文贤。得病初
期，我曾到过他们家进行慰
问，可是后来她却拒绝与任
何人见面了。文贤告诉我：
凤娇因多次放疗和化疗，身
体已瘦得与前大不一样，她
不愿给人留下的是现在这
样的印象。

文贤自凤娇病后，天天
陪在她身边。凤娇不忍心
见文贤天天陪着自己，所以
每当知道校友会有活动时，
便劝他参加。可是当文贤
开完会回家后，知道凤娇曾
摔倒在地，当她耗尽力气艰
难地爬起来后又再次摔下
去时，他心里的痛苦与难过
可想而知。文贤说他再也
不敢、也不忍心长时间离开
了。当年风华正茂，你曾是
我健壮的肩膀，现在童颜鹤

发，我是你忠实的拐杖。夫
妻情深意笃，谱写只羡鸳鸯
不羡慕仙的诗情画意。

从企业退休的杨文治、
张旭光等，也非常关心校友
会。张旭光在我校友会为
印尼 75 周年特刊供稿的电
子版工作上，给了很大的帮
助。（惜因疫情，该计划中
的特刊无法出版了）。

再说杨文治，只要校友
会有事请他帮忙，他都会二
话不说，再苦再累，默默的承
担下来，从不向人宣扬。有
次，为迎接来沪的印尼校友，
他在火车站一直等到下半
夜 2点多钟。文治的热心不
仅巴中校友知道，他居住的
曹杨新村老归侨们也都家喻
户晓。哪家有困难，他都清
楚，并一马当先前往帮忙、关
心。他，就是这样一位热血
心肠、有求必应的大好人。

为配合我的撰稿工作，
校友们在家翻箱倒柜，找出
了 50 年代在巴中时的历史
资料。想想，80 多岁近 90
岁的梁宜运校友，为做这些
事该有多么吃力！

前个时候，我因身患顽
疾痛风，行动不便，郑克勇、
黄汉铭等校友医生知道后，
便经常来电话关心、问候及
给予指导，使我受益多多。
我们工作班子中的奕纪梁、
黄繁荣、张汝光、叶丽珊，他
们对校友会工作的热心和认
真，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此时，我也想到了多年
来曾热心指导和帮助过我
们的林凤英、李兴存、张茂
荣、刘晋垣名誉会长。林凤
英主席、名誉会长的亲切指
导，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不会忘记在 1991 年校
友会成立的座谈会上，发表
热情洋溢鼓励话语的李兴
存名誉会长，不会忘记担任
德国拜尔公司驻中国首席
代表的张茂荣名誉会长。
记得张茂荣驻沪期间，我们
校友会有活动时，只要他有
空就一定会来参加，他的热
情、热心和具有卓識的分析
能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
助。他还力战各种不同观
点，为我国争取到了一笔巨
大的投资资金，定点在上海
漕河泾开发区，得到了朱镕
基总理的赞许。刘晋垣名
誉会长是从 2008 年 5 月 15

日开始担任上海校友会的
名誉会长至今，所以他也特
别关心我们上海校友会，他
说：“我跟你们上海校友会
的感情是最深的，和你们在
一起感觉特别亲。”所以每
当《巴中会讯》一出版，他
就一定千方百计把它交到
上海校友手里，以让上海校
友能及时知道第二故乡和
其他兄弟校友会情况。每
当因商务途经上海，他也一
定要安排和我们见面。他
2010 年特带队来上海参观
世博会；2018 年又带队到上
海和华东地区观光旅游，并
与上海校友热情联欢。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
自2013年以来，每月聚会都
来参加的市侨联包晨先生，
感谢他8年来对我们工作的
指导和帮助。校友会的聚会
都是在双休日，这意味着他
必须放弃难得的休息日。我
们知道他这样做，并非侨联
安排的，只是他个人对我们
老归侨的关心使然。

国庆、中秋双节在家，
想到了这些感人肺腑的小
事，不胜感慨，故执秃笔写了
下来，既作为记念，更作为对
自己前期工作的检讨吧。

2020年 10月于上海

一点感想■ 巴中 57 年届：杨远猷

人
生
有
悟

江
春
书
法

■ 廖省：林越

人生如行船 远近岂知晓
但求循物理 尽力乃逍遥
或有平顺时 帆正光景妙
江花红胜火 长空雁阵叫
偶也遇波折 樯倾触暗礁
风急浪头恶 色变心胆焦
世事难逆料 顺其自然好
病愈当惜福 淡然赏晚照

（江春自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