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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创新科技日新月
异、突飞猛进，呈现了“东
风压倒西风”之势。全球
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10月28日收购推特
后，至11月中旬裁员风暴
仍在持续；大量合同工发
现自己在近期突然被解雇
了，因为已无法访问推特
聊天工具Slack和其它工
作系统。

在推特的5500名合
同工中，估计有4400人被
裁，一些合同工是在印度
等海外地区工作。此番裁
员肯定将对“保持网站正
常运行”的内容审核和核
心基础设施服务产生重大
影响。推特全职员工表
示，在与他们合作的合同
工被解雇前，他们没有收
到任何内部通知。

推特公司联合创始人
杰克·多尔西在裁员时，曾
为公司“过快”扩张道歉。
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的文件，当
2013年6月30日，即推特
上市前不久，该公司的员
工约为2000人。截至去
年末，该公司报告称其全
职员工总数已增长至7500
人左右。

马斯克11月4日发推
表示：“当公司每天亏损超
过400万美元时，我们别
无选择。”上周他对员工发
出了“破产警告”，并称自
己出售特斯拉股票就是为
了“拯救推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于17日报道，社
交媒体推特(Twitter)新老
板埃隆·马斯克原本已允
许员工远程工作，稍后却
取消该机制，员工每周需
至少坐班40小时。前一
天又下达最后通牒，要求
员工17日下午前签署承
诺“全新面貌”的承诺书。
有推特员工表示，马斯克
的邮件“如同一拳直击心
脏，因为你不得不在有限
的时间内为自己和家人做
出最好的选择”。前推特
高管称，推特员工将“大规
模外流（mass exodus）”。

根据数据统计网，今
年来全球科技行业裁员已
超10万人。美国电商巨
头亚马逊15日表示，本周
内开始裁员，波及人数约
11000人，是这家拥有28
年历程的公司史上最大规
模裁员。随着世界进入后
疫情时代，自2022年1月
以来，该公司市值已累积
下跌约42%。

脸书(Facebook)母公
司Meta在11月9日宣布
裁减13%的员工，估计全
球有万余人被波及，这是
该公司创办以来最大规模
的裁员。Meta旗下拥有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等国际平台，今
年来公司股价却暴跌约
70%，如今不得不大规模
裁员来缩减成本。

除了这些爆出万人裁
员的企业外，迪士尼、苹果
(Apple)、网飞(Netflix)等享
誉全球的企业也纷纷裁
员。最近，苹果公布的企

业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净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了 约
10.6%。这也许促成了苹
果的裁员措施，而上一次
大规模解雇合同工还是远
在2019年。

迪士尼11月上旬发
布2022年第四季度营收
报表，旗下影音串流平台
Disney+、Hulu和ESPN+
上季亏损达14.7亿美元，
过去3年亏损超过80亿美
元。这一消息的发布，直
接导致了11月9日迪士尼
股价暴跌13.16%，创下52
周新低。广大底层股民扼
腕兴叹！

今年以来，媒体平台
巨头网飞的股价已下跌
70%以上。网飞于4月曾
报告称，首次出现十多年
来用户数量下滑，前一季
全球用户减少20万，因此
高管决定削减成本。年近
尾声，但坏消息却频频到
来，无论是各大企业，还是
员工们，都进入了经济的

“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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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里网外”刊文《美国科
技巨头迎来经济寒冬‘裁
员潮’席捲硅谷大厂》称：

“从十月初至今，大量裁员
以缩减高昂人力成本的决
定如瘟疫般在硅谷的科技
大厂中蔓延开来。”“马斯
克也随即落实了将在推特
大裁员的传言……英特
尔、亚马逊、微软、谷歌、
Lyft等多个科技与互联网
企业也放出了裁员消息。”
裁员成了主旋律。

文章说：“三月份以

来，全球性通胀蔓延、美联
储多次加息致使美元持
续走强、区域性冲突，以及
疫情的持续冲击等多重
因素共同作用下，科技业
巨头们业绩压力不断攀
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
紧密的合作与关联下难
以独善其身，财报发布通
常带动股价的应声而跌，
传递了更多的悲观情绪。
硅谷如今想进行降薪裁
员，那也是“过冬保命”的
无奈之举。

美国电脑制造商惠普
公司11月22日表示，将在
未来三年内裁掉6000名
员工。原因是全球经济下
滑继续影响美国科技行
业。惠普有约6.1万名员
工，公司在给法新社的一
封邮件中表示：“这是我们
必须作出的最艰难的决
定。”美国科技行业的优势
正接受挑战。

反观中国及新兴市场
的科技公司，却逆流而上，
招揽一部分“被裁”的美国
科技人才；积极研发技术、
开拓市场，在美国五花八
门的制裁、围堵、抹黑中，
实现“弯道超车”。

在“东升西降”的国际
背景下，美国“卡脖子”的
科技霸权不断被超越，“长
臂管制”的单边优势逐渐
被突破，“薅羊毛”的美元
结算、加息早已被看穿
……白宫政客却仍天真地

“居高临下”，殊不知国际
已“不吃这一套”！但愿这
场“寒冬”，能把他们给冻
醒。

美国科技企业正步入严冬

一直到19世纪末，汉学的发
展始终与基督教传教活动息息相
关。直到约1900年，法国著名汉
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
vannes）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开设课程介绍中国历
史后，这门学科才不再与宗教利
益相挂钩。自此，汉学作为一门
科学理论依靠现代的方法论逐渐
发展起来。在西方世界，教授与
学生参与汉学研究的相关项目也
被认可是学术活动。汉学，成为
一门全方位研究中国的人文科
学。根据时代特征，其早期的研
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的文化，古代
历史，儒家经典以及其它哲学学
派。在传统汉学研究中，语言学
作为文本研究工具，起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作为一门研究中国文化、古
代历史以及儒家经典的学科，传
统汉学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二战结
束后。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
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汉学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出现
了一种声音，认为汉学这门学科
已经过时，不再符合时代的要
求。当时的中国日新月异，以毛
泽东为首的众多中国共产党人为
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探寻
实践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
路。而此时的汉学家们则还在忙
着讨论儒家经典文化以及其它的
中国古典著作。同时，一些针对
汉学的批评声也随之而来，汉学
研究被认为是在培养通才。确
实，根据汉学的字面含义，这一学
科就是在研究关于中国的方方面
面。因此，从事该学科的研究者
们自然要求掌握中国的社会文化
通识。要成为一名汉学家，其条
件确实苛刻，因为它意味着要全
面了解中国，包括文化通识、社会
形态、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及法律制度。

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批评，
一些热衷于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开

始调整研究方向，转而研究当代
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此外，他们格外关注中国与亚太
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其它国家
之间的关系这一课题。随着当代
中国相关研究的发展，“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这一新术语
开始出现，然而该术语直到40多
年后才与“汉学”一样流行。

20世纪50年代这十年可谓
是中国研究开始腾飞的时期，也
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研究”的使
用开始比“汉学”更为频繁，人们
反而更多地将“汉学”同中国的传
统研究联系在一起。相反，“中国
研究”则专门研究现代的中国，尤
其是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尤
其是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取得巨
大的飞跃。这一现象的出现离不
开当时世界政局的发展变化，尤
其是冷战的对峙。美国以及其它
西方阵营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以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
目的是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主要是
由于作为领导意识形态的共产主
义被认为是具有扩张性的，即企
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
由于当时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牢
牢掌控在莫斯科手中，因此，资本
主义阵营的国家怀疑中国正是苏
联在亚洲的“代理人”，负责把亚
洲共产主义化。后来朝鲜战争
（1950-1953年）的爆发更是加深
了西方的这种疑虑。甚至有观点
认为，由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
均为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这
种战略上的一致性已使两国之间
做好了“分工”，即由苏联负责向
欧洲与其他西方国家传播共产主
义，而中国则负责在亚洲地区进
行传播。

尽管20世纪50年代时期的
中国处于自我封闭并被国际社
会所孤立的境地，然而其语言文
化与特殊的文字书写乃至其作
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一身份，都
使其深受研究者的青睐。中国
研究成为研究中国大陆的政治
发展进程以及其在世界舞台上
的一举一动的工具。为了更好

地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各
国政府都需要中国问题专家的
协助分析；同时为了更好地制定
针对中国的各项政策，各国政府
也需要征询中国问题专家的意
见。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这段时期，中国问题的相
关知识不单单应用于政府对外
政策及战略的制定上，也逐渐成
为各大研究机构与高校热门的
研究课题。也正是因为上述这
些实际需求，这段时期在西方世
界尤其是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
热。

由于1949年后，研究中国国
内发展状况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西方国家的高校和学术界也开始
大力调整该领域的研究。现代的
教学方法被应用于汉语、中国历
史、中国政治等课程的教学当
中。私人企业以及政府也陆续参
与其中，为现代中国研究的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在政府和私企的
资助下，许多高校开展了与中国
相关的研究项目。起初，所谓的

“中国研究”仅限于对中国语言、
文学和历史的学习，后来“现代中
国研究”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人文
科学界的其他研究领域，如政治

学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相关领域的研究很容易就

能够把中国研究涵盖其中，而
政治学实际上将其纳入了比较
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对于国际
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比较难
的是同经济学挂钩，因为当时
的经济学，无论从研究传统、研
究方法和研究模型上来看仅适
用于分析发达国家，也就是资
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但在
后来出现的经济发展中，中国
这一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
发展经济建设理论以及比较经
济学的模型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这十年间，
中国研究的发展更为迅猛，甚至影
响到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人文科学
以外的领域。甚至可以说，随着中
国研究的现代化与普及化，发生在
神州大地上的一切都受到了关注，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反右
运动”，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
命”，从“改革开放”到“天安门事
件”。所有这一切都成为那些自诩
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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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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长奥斯汀和中国防
长魏凤和接连抵达柬埔寨参与
东盟防长会议。两人也趁机面
对面双方会谈。自美国众议院
佩罗斯访台中美局势紧张升温，
后来在G20拜登与习近平和解
后，双方对交流释出善意。中方
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态度是真
诚，就是美方不守诺言。

中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两国关係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另外
中国其实必须对台湾地区领导
人声明，对于民进党的所谓抗中
保台其实是假宣言。民进党不
要一直欺骗在台湾的同胞。在
国际关系中，世界各国一定优先
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中
国能为台湾对美国让步，为什么
蔡英文不能对台湾人民说个实
话？

蔡英文应该诚实地告诉台
湾同胞，美中两大强权会互相为
国家利益和谈。那么如果两国
领袖都有斗而不破的态势都已
经很明显的情况下，台湾之后的
处境如同过去民进党执政一样
持续的两岸从冷冻、停滞至相撞。

在台湾岛内，民进党与国民
党其实真的要重新考虑是不是
要与大陆政权和谈，和谈还未结
束的内战。两岸人民和平发展、
相处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民意。
民进党应该理解目前世界强权
的态势以及世界各国的趋势不
利于台湾独立。民进党有责任

对台湾的新一代解释两岸的矛
盾是两岸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中
国内战及其延续的产物。中国
内战是两岸关系的问题起点，民
进党要承认以及告诉台湾同胞，
内战与意识形态就是两岸关系
的基础问题。大陆与台湾的关
系是中国内战双方未和解的关
系。

中美两国同为国际社会主
要成员 ,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全
局性的 ;矛盾冲突是次要的、局
部性的。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
美关系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 ,
应归咎于历史原因造成的错误
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形态对抗 ,
以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干扰中美
关系正常发展的策略是“一叶障
目,不识泰山”的短视行为。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社会
长期存在对海峡两岸两个中国
人政权错误的政治认知和政治
偏好,加上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
事务、特别是台湾问题近乎无知
的了解。

美国政界对中国的言论,他

们把中国的成长视作对美国的
重大威胁。中国的防卫力量明
显增强,但这些力量仅止于应对
吓阻外来侵略上的需求而已。
中国的国力远不足以对美国构
成威胁。实际上,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美国要动员他的盟国来对
付中国仍是轻而易举的事。未
来,中国也不可能对美国构成什
么实质性的威胁。

我们必须从发展的眼光看
中美关系 ,冲突只会造成两败
俱伤 ,合作才能共存共荣。过
去 ,中美两国虽然在台湾问题
上风波不断 ,但双方的关系并
没有越走越远 ,反而变得越来
越难分难舍。这说明台湾问题
虽然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关系正
常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但并非
两国互动关系之本质 ;两国之
间包涵经济的、文化的、安全的
关系在内的整体利益联结才是
两国关系之主轴。以中国现在
的开放和发展速度 ,未来经济
循环将更进一步把中美两国联
成一体 ,政治与社会的差距将

变得微不足道 ,到那时 ,即使还
有些人想制造对立也对立不起
来 ,伤了中国也就伤了美国自
身。作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两国的
合作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和谐 ,
两国人民因此将受惠无穷。

在两岸互动过程中,美国因
素对两岸双方的政策作为都有
相当大的牵制或影响力。对于
中国大陆来说,与美国建立和谐
友好关系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的重要指标,但美国因素无疑也
是阻挠中国统一的最大外部障
碍 ;对于台湾方面来说 ,美国因
素是台湾当局抗拒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武力统一的保护伞,与
此同时美国“反对台独”的警告
也让台湾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

现阶段美国可能的军事介
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武
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最头疼的
干扰因素 ,美国这种强力介入
中国人内部事务的姿态势将延
续两岸敌对关系给中国人民造
成的苦难。中国人的苦难对于

部分美国人来说却是他们向两
岸双方进行“强权寻租”或政治
勒索的最佳条件。这些美国人
了解台湾当局急于拓展国际空
间、且在安全上有求于美国的
心理 ,因此在军售、经贸利益上
对台湾当局巧取豪夺 ,台湾方
面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整体来看,美国对华政策的
摆动都有一定的极限性,美国对
华政策的主流趋势仍将朝有利
于两岸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美
国对台政策最终必须服务于美
国在整体中国的利益要求。美
国政界及商界存在所谓“亲中”、

“亲台”两大利益集团 ,这两个利
益集团为了各自局部利益在美
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分别
施加影响,这是造成美国对华政
策摇摆动荡的重要原因。

美中再对话，蔡当局必须正视历史真相

■ Harryato Aryodiguno, Ph.D

作 者 简 介 ：赖 剑 文 博
士 为 印 尼 总 统 大 学 (Presi-
dent University) 国 际 关 系 学
系助理教授

无 悔 的 选 择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丘瑞霖老师

刘晋垣

走出校门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心依然
紧紧地系在校园；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又
撩起我对师长们的无限思念。

一次的青春，一次的成功，一次的勇
往直前，一次的轰轰烈烈，一次的无悔人
生。

一次，仅仅一次，却需要长时间坚韧
不拔的进取和历尽艰辛的跋涉，它甚至需
要耗尽一个人一世的光阴、毕生的精力！
年少时做过许多梦；律师梦，作家梦，医生
梦，军人梦，甚至总统梦，却惟独不曾做过
教师梦，然而我却成了一名教师。先父是
出生在家境较富裕的独生子，却偏偏走上
执教鞭的路，成为两袖清风的秀才，年轻时
曾在乡下大埔私塾教过书，他用客家话幽
默地说：“教书先生，没钱买烟。”当时教师
潦倒的情形可见一斑。那时我还念三年
级，先父的一句开玩笑的话，使我不敢做教
师的梦。

可是，50年前那清明过后的六月季
节，我却开始了我的执教生涯。虽然人生
的小船刚刚启程，却注定我必须作一次远
航，总有无形的压力在心头，精心设计一节
公开亮相课，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誉，
自己也沉醉在成功迈开第一步的喜悦之
中，回宿舍后静下来却又悟出了许多不足。

几度风雨，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花朵
终于可以在百花园中竞相开放了，本想抻
抻劳累的腰身，呼一阵清幽的空气，怎奈又
一片小苗正待我去修枝剪杈，施肥灌溉。
路——《我的教学生活》、《教和学伴我一
生》，我选择错了吗？我一次次审问自己，
同学中或转行另就、或平步青云；朋友中或
下海经商、或走出小城开辟新的天地。我
的青春就定格在这三尺讲台上吗？注定用
粉笔在黑板上书写青春和理想吗？一天天
流逝的岁月时时承受着一份无形的重压。

熄灭案头的台灯，掷笔墨于书案，抛
学生与脑后，与朋友一道融入到熙攘的人
群之中。在车水马龙的噪声中，我试图消
除心头的苦闷。然而，我却突然发现校园

外喧嚣的世界已经与我不相融，因为我已
经习惯了清贫和简单的生活，我便悄然离
去了。

做一名教育工作者，是一件清苦差事，
然而非苦而乐，当我走上讲台，眼望着一张
张求知的面孔，一种担负国家责任，推动时
代社会进步的崇高使命感，便油然而生，那
种神圣的感觉，那种醉心的喜悦，非从师者
无以感受。这就是我一个教师的独得之乐，
虽不是轰轰烈烈，却是实实在在......

"多少年季节轮回，多少个春夏秋冬，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灯光长明，漫漫的
长夜里有伏案的身影，奉献几多血和汗，不
求青史留英名；青丝之间添华发，三尺讲台
育英才；您像春蚕献出一生的忠诚，您像阳
光融化冷漠的冰雪，您像冬梅唱出早春的
歌声......”人生的风景有多种的亮丽，而我
只能选择这种，当太阳再一次把七彩洒向
大地，我会又一次踏上那条通往校园的小
路，在无形的重压下锤炼自己，在属于自己
的那快苗圃中，洒下辛勤的汗滴，在人生的
画板上浓墨淡彩。

一片茶叶都是泡在壶里才能还原、才
能湿润、才能做为茶叶的生命意义；人也是
一样，要经过许多岁月的涮洗才锻炼出智
慧的芬芳，而且只有在命运的历练中奉献
自身时，才有人的温润，有生命的意义。一
壶好茶，是每一片茶叶共同创造的净土！
虽然一片茶叶放进壶里就被遗忘了，喝茶
的热爱喜欢一壶茶时并不会赞叹单独的一
片茶叶。但是，我还是宁愿做一片茶叶，不
求世间的名誉，一片冰心为树人。无悔的
人生，无悔的选择。

"长大后我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
真理，擦去的是功利；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支
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长大后
我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
是自己。”教书就像一本存折，只有打开来才
知道到底有多少收益。每本存折正是用一
点一滴的无悔积累的。回顾我无怨的青春，
书写我夕阳的晚霞，教书育人，无怨无悔！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