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2年 11月22日（星期二）

■ Tuesday, November 22, 2022
Lt:Hrs
AA55印华论坛/副刊

11月 15日，一枚导弹击
中波兰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
座农场，造成两人死亡。乌方
迅速归咎于俄罗斯，是冲突的

“重大升级”，暗示北约需要
“对集体安全的攻击采取行
动”。

北约表示，导弹或为乌克
兰防空系统发射，事属意外，
且没有证据表明导弹是来自
俄方的“蓄意攻击”。但泽连
斯基16日仍坚称导弹“毫无
疑问”不属于乌克兰。有北约
国家驻基辅外交官表示，乌方
否认北约调查结果，破坏了部
分盟友的信任。北约随后表
示，因为莫斯科是发起俄乌冲
突的，导弹事件的禍首仍是俄
罗斯，白宫也认同这一套逻
辑。

西方官员及媒体明知“波
兰导弹”事件与俄罗斯无关，
非但不谴责惹事的“遮脸司
机”，反而绕了个弯继续责怪
俄罗斯，让国际社会更看清了
西方拙劣的“双重标准”。

说到“双标”，让人想起美
国多年来对中国的抹黑、诬
蔑。美国经历“黑人的命也是
命”(BLM)反警察暴力的运动，
数十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却无
端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美国作
为互联网技术起源地、垄断大
批核心技术何设施，却污蔑中
国技术威胁别国安全；美国于
二战后发动百余场战争、干涉
别国内政，却指责中国的“霸
权主义”影响地区安定……

去年4月1日，杨洁篪在
安克雷奇的“美国没有资格居
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
吃这一套”铿锵话语赢得世界
喝彩。北京出版的《拆解“双
标”》以实例展示西方“双标”
的伎俩，剖析幕后因素。案例
选自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
邮报》、英国《泰晤士报》《经济
学人》，法国《费加罗报》、德国
《明镜周刊》、日本《朝日新闻》
等主流媒体。

书中解析西方“双标”中
国的“靶子”，还原西方在新冠

疫情中“甩锅”中国，在“一带
一路”建设造谣新殖民主义，
在孔子学院议题炮制“间谍疑
云”。西方在立场、观点和方
法的偏颇，加上百年形势变
化，导致西方失落、失措、失
势、失信，而滥用“双标”。

去年5月上旬，西媒集体
炒作中国长征五号B火箭残
骸返回大气层，渲染中国火箭
残骸危害全球。西方明知残
骸大部分被大气层燃烧后碎
片落入大洋无人区，中国专家
也多次辟谣，然而，西方的企
图就是要“抹黑”。且看那阴
谋论的标题：“中国火箭失
控”、“中国火箭无法确定降落
地点”、“中国火箭可能会砸到
你”、“中国为什么要制造威
胁”。

英国作家汤姆·福迪撰文
抨击西方抹黑中国，玩起双
标。之前，美国Space X的猎
鹰9火箭残骸掉在华盛顿一
家农场，但西媒有意淡化，轻
松写道“美国火箭点亮夜空”

“美国火箭如绚烂灯光秀”“美
国火箭被误认为是流星雨”

“UFO 背后的真相是美国火
箭”。

福迪总结西方对华惯用
的“抹黑三招”。首先，指责中
国“缺乏透明度”，目的是为了
挑起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不信
任与恐惧。其次是“强迫劳动
和侵犯人权”，给新疆的棉花
生产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
借此制裁中国产业与部门。
第三，中国的科技发展已威胁
西方，套上“间谍活动”是最毒
辣的手段，更以“安全”为由，
指中国人才为“间谍”。

北京冬奥组委今年 1 月
28日对媒体布表示，“任何符
合奥运精神的言论，都会受到
保护；而任何行为或言论若违
背奥运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
法律规定，也会受到惩处。”英
国《卫报》随即发表题为《中国
官员称进行示威抗议的冬奥
会运动员将面临惩罚》的报
道，刻意炮制所谓“中国政府

压制运动员言论自由”的谎
言。《华盛顿邮报》更以中国关
于遵纪守法的提醒制作标题：

“闭上嘴，滑你的雪吧！”却不
提《奥林匹克宪章》中“不允许
在任何奥运会地点、比赛场馆
或其他奥运区域宣扬政治、宗
教或种族观点”的规定。

去年，《路透社》却为日本
禁止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期
间宣扬政治观点的做法进行
辩护，认为这种禁令是国际奥
委会一以贯之的规定，以此维
持体育运动的“中立性”。

海外网友留言：“最搞笑
的是，每一届奥运会都贯彻的
行为准则，但到了中国主办时
就被口诛笔伐了。”“这简直是
在‘制造’新闻，还有比这更
low的做法吗。”更有网友一针
见血：“说实话，西方嫉妒中国
取得的每一个成功。西方目
前的状况是可笑至极的。”“西
方媒体的愚蠢再次登峰造极，
别忘了，参加冬奥会的人是运
动员而不是政客。”

众所周知，因佩洛西于8
月中旬窜访台湾，中国发起外
交层面的舆论反击，揭露西方
在台湾问题上的双标与虚伪，
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决心
与毅力。这让“反华势力”慌
乱失措，平时温文尔雅的中国
外交官此次表现出强大的战
斗力，只好扣上“战狼外交”的
帽子。

回顾佩洛西于两年前称
香港暴徒破坏立法院为“最美
风景线”，不久，她的议长室就
被特朗普支持者占据。窜访
台湾后，如今肯定已不能再当
议长了，这恐怕就是“现世
报”！

拜登为了应对国内经济难
题，想方设法在巴厘G20峰会
上与习近平主席首度会谈，希
望中国帮助增持美债以缓解通
胀。但之前美国先以晶片、人
权、台海问题刁难中国，如今再
堆起笑脸“寻求共识”。中国当
然不会忘记，当2008年帮助美
国度过难关后，那些政客们是
如何向中国背后捅刀。吃一
堑，长一智，白宫如果守信，“白
皮猪”都会上树。

冷眼细看 西方拙劣“双标”

据中时新闻网、TVBS新
闻网等台媒消息称，大陆赠台
大熊猫“团团”于11月19日不
幸离世，让台湾民众相当不
舍。大陆民众以及海外中华
女也无不感到惋惜和悲哀。

“团团”大熊猫黑猫是雄
性，生于2004年9月1日。它
的家乡是大熊猫基地四川省，
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当选台
湾领导人，和大陆发展友好关
系，台海局势渐渐缓和。马英
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会面之
后，大陆答应赠送一对“中国
国宝”大熊猫予台湾，台湾还
报一对“梅花鹿”予大陆，两岸
同胞无不欢欣鼓舞。

从此，大陆一对熊猫“团
团”和“圆圆”在台湾动物园安
家14年，“团团”和“圆圆”生
了两胎“圆仔”，今年8月台北

动物园传出消息，说“团团”最
近几周得病，患上“癫痫”病，
台湾医务人员尽了全力医治，
不见好转，看起来将要进入生
命的最后时刻，台湾迫于无
奈，紧急邀请了大陆兽医专
家。台北动物园表示，大陆兽
医在这里停留七天，观察而不
是进行健康检查及治疗。

于是大陆派专家到了台
湾探望，这是在一只象征着两
岸关系友好时期的雄性大熊
猫生病后，双方之间进行了一
次罕见的沟通。大陆专家在
台湾七天后回大陆，不久，“团
团”病况无好转，台北市动物
园表示，大熊猫“团团”因脑部
病变急剧恶化，医疗照管团队
决定放手，于11月19日宣布

放弃治疗，园方也证实“团团”
在19日下午1时 48分离世。
报道称，“团团”的离世让人不
舍，岛内各界人士包括台湾地
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国民党前
主席连战、台北市长柯文哲等
人均表达不舍与哀悼，大陆国
台办19日晚也表示痛心和惋
惜。

大熊猫团团不幸离世后，
海内外中华儿女无不感到悲
伤。“团团”才18岁，应该活得
更长久；可是天不假年，团团
的“癫痫病”折磨它好几个月，
终于医治无效而死亡。

团团和它的伙伴圆圆是
北京送给台湾的，为了向中国
大陆致敬，他们的名字合在一
起的寓意是“统一”或“团

结”。这对夫妇成了台湾的大
明星，后来，圆圆生下了两只
小熊猫仔仔。

团团刚到台湾的时候很
小，很可爱，带给台湾民众欢
乐和友好；团团的离世，怎么
不让人感到惋惜呢！

团团、圆圆安家台湾是
“台海一家亲”的象征。大熊
猫是中国的“国宝”，不随便送
人、借给人，只有和大陆发展
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才会答应
给予对方饲养。团团、圆圆落
户台湾后，受到台湾民众，特
别是小孩热烈的欢迎和喜
爱。中国只把熊猫作为友谊
租借给他国动物园，这些动物
园通常必须在熊猫出生后几
年内将其后代送回，才能加入

中国的育种计划。
大熊猫团团离世后，大家

心里都很难过。只有台湾地
区领导人蔡英文未发声。记
得几年前，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豢养了十三年的德国牧羊犬

“冠军”离世，拜登伤心极了，
蔡年英文在第一时间留言哀
悼，陪伴台湾人民14年的大
熊猫“团团”不幸因病离世，蔡
英文到现在，连一句悼唁的话
都没有。真叫人愤恨！

可见蔡英文死抱美国大
腿到了什么程度。岛内资深
媒体人、“中广”董事长赵少康
11月20日中午在脸书(Face-
book)发文批评台当局领导人
蔡英文对“团团”默不吭声、无
动于衷、不闻不问，连一句吊

唁的话都没有。
赵少康在文中还称，蔡英

文对“冠军”的热情与对“团
团”的冷血，实在有天壤之
别。一个人的意识形态能把
最起码的人性都淹没，真是可
悲可叹。我们对团团的死表
示哀悼。

中国政府在 5 年前也赠
送给印尼政府的一对大熊猫，
已经长大，在茂物野生动物园
内，在园主蔡亚声精心培养细
心照顾下，生活得很健康，很
可爱，受到印尼人民无比的喜
爱。

我们希望，生活在印尼的
大熊猫能健健康康，带给印尼
人民无穷的快乐，继续为印中
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 廖省：林越

最近东南亚接连三个国家
领导人峰会，很密集地排在一
起。从柬埔寨、印尼巴厘岛二
十国集团峰会，还有泰国的
APEC，短短十天内，世界强国
都在东南亚进行双边或多边会
晤。大部分参与东盟会议、G20
峰会或者APEC的国家都会针
对俄乌战争议题作为对话的内

容之一。大部分国家希望这些
会议能够抵制俄罗斯，但是作
为东盟龙头的印尼代表东盟表
明，印尼与东盟都不会抵制任
何一个国家。

从G20来看，在这个会议
很多内容、重点就证明出政治
文化的重要性。随着人类历史
的前进，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
文化的发展，人际交往日趋频
繁，社会生活更加复杂和多样
化，“礼”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例如加拿大领导人杜鲁道和习
近平的谈话，过去两国因为孟
晚舟案后，互动关系至今都没
有恢复，所以按照外交的礼仪，
北京积极安排习近平与各国进
行场边领导人高峰对话。杜鲁
道利用峰会领导人社交活动场
合，在人群拥挤大庭广众前，硬
是拦下习近平后，双方会谈约
十分钟。但在事后加拿大政府
官员刻意对媒体透露双方会谈
内容。加拿大办理外交的模

式，产生外交礼貌的尴尬状况，
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接下来我们关注APEC，
G20结束之后拜登直接回家，
没有参加APEC，意味着美国
对于东盟国家的无能为力已
经极为明显。在东盟区域美
国已变成越来越陪衬的角
色。其实APEC的主办国也开
始感觉不到美国的存在。东
盟国家认为美国对APEC的疏
离漠不关心。美国的态度对
于APEC与G20是不一样，G20
的会员亲美的还是比较多，G7
也在里面。但是在APEC有俄
罗斯、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开始
相信权力转移理论的东盟国
家都在内。所以美国就选择
不参加了。

那么这些其实对台湾有
什么影响？除了大国会议、俄
乌战争、中美谈判。中美谈判
的内容其中一个就是台湾议
题。台湾在整个大的地缘政

治当中越来越边缘化。台湾
其实不仅有国家认同的问题
但是还有身分认同的问题。
国家认同的问题是因为内部
台独分子的力量不断地造成
台湾边缘化。台独也采取一
种自我疏离，不承认台湾人是
中国人。这个否定台湾人是
中华民族、否定台湾的历史、
人种、血缘、文化跟中国的一
切，是为了达成台独的目标。
而努力的自我欺骗、自我疏
离。如果台湾人不能在这个
迷雾里面走出来，台湾的前途
就消失了。

身分认同的问题就是台湾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分子，
但是另外一方面东北亚国家又
不承认台湾是属于一个国家。
相对的，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
还是把台湾看成Chinese来对
待。所以台湾在政治方面来说
既不是东北亚的一部分也不是
东南亚的一部分，但是台湾的

位置属于“国共内战”未结束的
状况。

台湾同胞必须了解统一的
重要性

1949年之前，美国对台湾
不甚关心，但在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台湾的安
全就成为美国关注的对象。
很多人会认为美国支持台湾
是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重要，
其实是不是。美国就是怕新
兴力量崛起才是美国援助台
湾的主要因素。这里要特别
说明的是，美国使用分裂领土
的模式来巩固其自己在世界
的权力。所以台湾在中美关
系中的重要性和风向标作用，
在中美直接竞争的这个历史
阶段，放弃台湾意味着巨大附
带损失。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

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中
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
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
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
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
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
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
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
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
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
主权。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
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
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中
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决
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
的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决
不允许改变。最后团结广大台
湾同胞，排除“台独”分裂势力干
扰阻挠，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
合作和人员往来走深走实。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病逝令人惋惜

从大国会晤理解为何台湾必须统一

■ Harryato Aryodiguno, Ph.D

■ 雅加达：啄木鸟

利玛窦采用适合中华文
化的方法在中国传播基督教
长达27年。起初，为了传教，

他和罗明坚削发除须，披上僧
服，打扮成了佛教僧侣（Liu,
2008:446）。然而，后来他意
识到中国社会最受推崇的其
实 是 儒 家 文 化（Liu, 2008:
467）。于是，他又乔装成了专
门研究儒家传统文化的学者
（Liu, 2008:467-468）。他还在
传教的同时不断钻研儒学这
一门深刻影响中国的思想流
派。

后来，其他随之而来的传
教士也纷纷效仿利玛窦的传
教策略，学习中国人的语言，
风俗习惯以及宗教生活。在
欧洲，他们的文集成为促进中
西方交流的桥梁。得益于他

们的作品，16世纪时许多欧洲
的知识分子可以足不出户就
能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其中包
括1697年莱布尼兹（Leibniz）
创作的《中国近事》（Navissi-
maSinica）以及1755年伏尔泰
（Voltaire）撰写的《中国孤儿》
（L'Orphelin de la Chine）。

此后的中国研究的发展
与19世纪中期中国历史的演
变也息息相关。19世纪40年
代，中国在1840年一系列军
事冲突中落败于英国，史称

“鸦片战争”。最终，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数百年之久的中国
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列强也开
始对中国的殖民统治。然而，

西方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形式
却与在其他亚洲地区的截然
不同。各大西方势力不是采
取直接统治的形式，而是通过
维护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即清
朝的统治来殖民中国（Manzu,
1644-1911）。依照这一史实，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
学者们便将19世纪中期到20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称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正如孙
中山先生所形容的那样，那段
时间是“次殖民地”时期，是一
个民族被多个民族殖民的时
代。

伴随着西方经济利益的
扩张，中国国门被进一步打

开，西方教士阶层也更加积极
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愈来愈
多大规模的传教活动随之出
现。也正因为这样，中国马克
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学者们认
为，基督教是中国沦为西方列
强殖民地的历史进程中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毋庸置疑，通晓当地语言
是顺利传教的前提。因此，教
士阶层或者其他与教会联系
紧密的人便成为了第一批系
统研究汉语的外国人。例如
出版于1931年的《马修汉英
词典》（Mathew's Chinese-Eng-
lish Dictionary）是最早的现代
汉英词典之一，就是由一名叫
做马修（Mathew）的神职人员
写成的。直到现在，该书依然
是编写现代词典的参考书目
之一。

后来，传教士们意识到
只是掌握汉语还不够。因
此，他们便沿用了他们的前
辈利玛窦的策略。像16世纪
的传教士们一样，19 世纪的
基督教神职人员们也都认为
有必要了解中国的风俗习
惯、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他们甚至还研究中国的历
史、政治、经济、当代文化等
相关问题。从那以后，开始
出现了所谓的“传统汉学”这
一学科。然而，由于更为追
求实用性，也就是为了传教，
他们这支传教队伍中参与该
学科研究的人大部分都是通
过自学成才，并没有掌握一
定的方法论。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
册）》。本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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