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叹自然灾难 看世道冷暖
由于近年来不听从美国

指挥，土耳其频繁遭到西方挤
压。2月2日，美英德法等9国
以“安全原因”暂时关闭驻伊
斯坦布尔领事馆，造成了土耳
其的“外交地震”。

2月 6日，土耳其和叙利
亚交界处发生罕见的连续两
次里氏7.8级大地震，带来巨
大灾难。截至7日晚上23时，
地震已造成土叙两国至少
5261人遇难，超过2.5万人受
伤，许多人还被困在废墟下。
据联合国机构估计，最终死亡
人数可能超过万人。

叙利亚因被美国颠覆，处
在地缘政治的刀锋，经历多年
战乱，这次强震更是雪上加
霜。灾后触目惊心的场景，让
人顿生命运与共的感触，这种
以惨痛代价换来的认知应该
让全人类能同舟共济。然而，
面对接二连三的自然灾难，却
没有促成全球的团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7
日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向土叙
两国进行援助。有69个国家
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已经或表
示对土叙提供援助。这次受
灾的叙利亚阿勒颇(Aleppo)等
地多年饱受战争摧残，民生凋
敝，若没有及时的救援，将发
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联合国驻叙利亚人道主
义协调员称，叙灾区基础设施
全被摧毁，“人们无家可归，他
们的家已变成废墟。”叙利亚
红新月会已准备好向“叛军控
制地区”派遣援助车队。但某
些国家仍然把“民主政治”置
于人权之上，拒绝解除对叙利
亚的各种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面对当前
重大地震灾害，中方将全力施
以援手，中国已经向土叙两国
提供紧急援助。中方还将根

据两国的需求继续提供支
持。百余人的国家及民间救
援队已出发赶赴灾区。中国
的行动得到很多国家的点赞！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7
日发表全国讲话称，土耳其正
面对历史上“最大灾难之一”，
并宣布全国哀悼一周，截至7
日中午，土耳其东南部震中地
区已发生至少上百次余震，地
震影响范围约占土耳其15%
的国土面积，1350万民众的生
活受严重影响。震央在阿达
纳省(Adana)，卡拉曼马拉斯
(Kahramanmaras) 努 尔 达 伊
(Nuudagi)等地灾情较重。

专家分析，此次土耳其大
地震是典型且罕见的“双震型
地震”，属震群型地震。由于
土耳其位于阿拉伯板块和欧
亚板块交会处，地质构造复
杂，在地震应力积累的过程
中，可能存在多个应力点。当

其中两个应力积累点尤其大
时，就会形成“双震型地震”。

叙利亚外交部 7 日已向
联合国会员国、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发出
呼吁，希望国际伸出援手，支
持叙利亚应对震灾以及夜晚
零下的严寒。目前，许多国家
纷纷向叙提供援助。美国
CNN称，俄罗斯的救援力量成
为对叙利亚国际援助的主力。

中国已启动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机制，向土叙两国提供
紧急援助。首批将向土耳其
提供4千万元人民币援助，派
遣重型城市救援队、医疗队，
并提供急需的救灾物资。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消
息，地震发生后，美国的阿拉
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
(ADC)当天呼吁白宫“立即解
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以便向
叙提供援助。但美国务院表

示，美国只会通过非政府组织
向叙提供援助，不会与巴沙尔
政府接触。有记者在发布会
上质疑：“据我所知，叙利亚政
府依然是你们承认的政府。
为什么不与叙利亚政府接触
呢？他们是救援的执行者。”
面对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呼
声，白宫假装没听见。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
称，在这场人类悲剧背景下，
目前人们最关注的是如何救
援。但遗憾的是，西方的援助
却笼罩着政治色彩。在援助
中受歧视和被边缘化的叙利
亚，恐酿成更大的人道危机。
美国的短视，让全球看清那座
倾斜、冷硬的“灯塔”！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凌
云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美方在震后拒绝解除对叙利
亚制裁，显示高喊“人权高于
主权”的美国，其实将政治博
弈凌驾于人权之上的真相。
他说，无论如何，人的生命是
第一位的。值此危难时刻，美
国应迅速解除对叙制裁，做出

有效的行动，别因自私、愚蠢
造成令人痛惜的人道危机，自
毁国家形象。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
月8日，在土耳其南部和叙利
亚北部灾区，国际救援人员正
在寒冷的天气中抢救被困在
废墟下的幸存者。官员和医
护人员说，大地震造成土耳其
12391人遇难、叙利亚2992人
遇难，两国已确认的罹难者总
数达到15383人。

进入 21 世纪的十多年
后，国际关系陷入加速倒退的
泥淖中。无论是经济领域的
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还
是国际政治的零和博弈及地
缘政治冲突都在持续恶化。
在如此背景下，世界共同支援
土叙抵御灾难的义举弥足珍
贵，希望它继续温暖着世界。

在杀伤严重的自然灾害
面前，在悲痛欲绝的受难民众
眼里，从废墟中拯救出的每个
生命都是恩赐，在寒夜里搭起
的每顶帐篷都是温暖，愿世界
愈加宽容、仁爱、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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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年前洪森首相
访华是‘逆行’，那今年的访问
则是乘着春风、顺势而为，也
必将深化和巩固中柬‘铁杆’
友谊。”对于柬埔寨首相洪森
的访华之行，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许利平在接受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南海之声采访时如此
评价。

根据中国外交部2月6日
证实，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于
2月9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正
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洪森
首相是中国在2023年中国农
历春节之后接待的首位外国
领导人，充分体现了中柬关系
的高水平。

据柬埔寨媒体《高棉时
报》报道，早在1月14日同新
闻工作者第五次共进团结饭
的活动上，洪森就透露他将在

2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以
纪念其“逆行访华”三周年。

2020 年 2 月，中国武汉
暴发新冠疫情，多国立刻对
华撤侨、停飞国际航班。刚
在韩国参加

完世界和平联盟峰会的
洪森当即更改行程，率代表
团于当月 5 日下午前往北
京，用这场特殊时期的特殊
访问，“展示柬埔寨政府和人
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
情的大力支持”。

对于三年后洪森再访中
国，许利平表示，这次访问的
时间节点同样特殊，其意义
也同样重大。“这次访问选在
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
背景下进行，当前中国重启
了与国外的人员往来，这是
一次顺势而为的访问，也是
发生在春天的一场充满希望
的访问。通过这次访问，两
国共同来规划中长期的发展
目标。”

今年正值中柬建交65周

年和“中柬友好年”。据《高棉
时报》报道称，洪森表示，柬中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命运
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和铁
杆友谊为两国全方位、长期合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希望
此次对中国的访问能促成更
多的合作项目，包括修建柬埔
寨第二条高速公路金边-巴域
高速公路，以及希望中国帮助
柬埔寨建设高速铁路。

2022年10月1日，中柬共
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金港
高速通车试运营。这是柬埔
寨第一条高速公路，横跨柬埔
寨5个省市，其通车后将金边
到西哈努克港的车程由原来
的 5 个多小时缩短到了 2 小
时，有效改善了交通拥堵和通
行安全问题。

许利平表示，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对于整个东盟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中
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的示范
作用，让身为老挝邻国的柬埔
寨感到铁路发展的势在必

行。“柬埔寨作为一个欠发达
地区，如果能够解决公路、铁
路问题，毫无疑问对于改善其
投资环境，增强柬埔寨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信心，提速柬埔寨
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
用。”

许利平进一步指出，未来
柬埔寨的高铁若能与中老铁
路连接，将极大发挥铁路网的
辐射作用，身处内陆国的老挝
也将获得新的出海口和贸易
通道，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
将得到带动。

除了基础设施领域的合
作，许利平表示，中柬农业领
域的合作也将是此次访问的
重要议题。“今年是中国-东盟
农业合作、粮食安全合作之
年。柬埔寨拥有大量的农业
人口，中国可以在农业机械技
术，种业科技、农产品加工等
领域与柬埔寨开展密切合作，
推动柬埔寨农业高水平、产业
化发展。”

作为中国真正的“铁杆朋

友”，柬埔寨历来是中国在东
南亚有力的支持者。无论是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西方国
家对中国的无端抹黑，还是美
国执意推行所谓“印太战略”
以围堵中国崛起，柬埔寨都坚
决与中国站在一起。当西方
社会质疑中柬关系时，洪森曾
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我不
依靠中国，我依靠谁？如果我
不依靠中国，国际各国谁能帮
柬埔寨修路架桥？”

许利平对此表示，在当今
世界变局日益走向不确定的
大背景下，洪森的此次访华向
周边国家和全世界释放出一
个强烈信号，任何的脱钩断
链、搞阵营对抗，都是不得人
心的，也最终不能得逞。

“有些域外大国往往喜
欢以人权‘教师爷’自居，来
对东南亚国家发号施令，实
际上这并不契合这些国家的
需要。对于大多数东盟国家
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实
现经济现代化、改善民生。

中柬之间的合作根植于两国
人民的共同诉求，任何域外
势力的打压和胁迫，都不可
能改变中柬友好合作的大方
向。”

许利平进一步指出，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
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东南亚
国家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支
持者。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已
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未
来双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也
将得到拓展和深化。“在应对
极端气候变化、打击跨国犯
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
都有合作的需求，而在传统
安全领域，中国和东盟正在
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
商，这正是中国东盟在安全
领域合作的重要尝试。”

许利平最后表示，如果
说前几十年是经贸的轮子来
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那么
未来，则是经贸和安全两个
轮子共同促进中国和东盟的
合作平稳、有效地向前发展。

■ 南海之声

中柬“铁杆”友谊踏春而行

人口学家
埃菲·努尔斐迪亚·阿莉芬（EVI NURVIDYA ARIFIN）

（4）
1971年，梅玲加入印尼大

学经济学院人口统计学研究
所。但一年后她选择去国外
求学，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oston, Massachusetts）
攻读人口学理学硕士。1974
年毕业后，她加入印尼大学经
济学院的社会经济学研究所
（LPEM FE UI）。

梅玲是家里六个孩子仲
排行第四，与母亲较亲近。她
的母亲王碧华是一位活跃分
子，作家。杂志出版人西达尔
塔（Sidharta）（2004）曾评论王
碧华不是一般女子，而是女超
人。这位母亲不断地鼓励梅
玲学习深造。王碧华于1972
年逝世，十年后即1982年，梅
玲成为第一位在坎培拉的澳
洲 国 立 大 学（Austraian Na-
tional University）获得人口学
博士学位的印尼人，她的博士
论文题目为《移民对生育率的
影响：以印尼楠榜移民者为
例》（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Fertility: A Case Study of
Transmigrants in Lampung, In-

donesia）。在袋鼠之国（澳大
利亚）她遇到了她一生的挚
爱，彼得·加尔丁纳博士（Pe-
ter Gardiner）。他们毕业于同
一学校，并结为连理，一直相
互扶持直到现在。从那以后，
她的名字就经常以梅玲·黄·
加尔丁纳（Mayling Oey- Gar-
diner）的形式出现。

梅玲非常关注教育。不
管在国内还是国际论坛，她经
常提及关于在21世纪提高印
尼国民教育和全球化时代的
重要性。1997年她的一篇题
为《教育发展，成就与挑战》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的文章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今
日 印 尼 ”（Indonesia Update
Conference）的会议上宣读，并
在《印尼评估：人口和人力资
源 》（Indonesia Assessment:
Population and Human Re-
sources）一书中出版，该书的
主编是加文·W·琼斯（Gavin
W. Jones）和特伦斯·H·赫尔
（Terence H.Hull）。

进入21世纪前两年是印
尼的政治过渡期。印尼不再

是一个专制国家，而是一个正
在实行民主化和分权制的国
家。梅玲在她的一篇题为《处
于分权制中的印尼的教育：获
取教育和决策的新方法》
（Schooling in a Decentralised
Indonesia: New Approaches to
Access and Decision Making）
的文章中讨论了在分权化时
代的教育。这篇文章还刊登
在 2000 年 12 月的国际期刊
《印尼经济研究简报》（Bulle-
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第
36册第3期）。她表示接受教
育的孩童比率明显上升，例如
基于1999年人口普查，16-18
岁的孩童中，有51%孩童的教
育程度达到高中教育水平。
尽管富人孩子与穷人孩子的
上学比率仍存在极大的不平
衡。例如，获得高中教育水平
的孩子中，有75%是来自最富
有的五分位数组的孩子，而来
自最贫穷的五分位数组的孩

子只有29%——五分位数是
指将数据等分为五等分并进
行标记的数值，即最贫穷的
（第一个）20%，第二个20%，
第三个20%，第四个20%，和
最富有的（第五个）20%。她
也指出危机后期和分权制前
期印度尼西亚教育的相关变
化。印尼政府向亚洲开发银
行和世界银行借款，以推动教
育领域的社会安全网的建立，
并降低辍学率，包括给予学校
运营援助资金（Dana Bantuan
Operasional）。

直到现在，梅玲依然在
印尼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并于
2001 年 10 月 20 日被评为印
尼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也
是首位女教授。在教授就职
仪式中，她发表题为《打破天
窗：缓慢但不可避免》（Men-
dobrak Langit-langit Kaca:
Lambat Memang, namun tak
Terelakkan）的演讲，强调了

建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现
经济高增长，但更重要的是，
如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阿马蒂
亚·森（Amartya Sen）所说，实
现人人平等。在梅玲眼里，
阿马蒂亚·森不仅是一位诺
贝尔学奖的获得者，也是一
位在经济发展中关注性别不
平等的女权主义经济学家。
梅玲希望印尼大学经济学院
能够将阿马蒂亚·森的思想
作为灵感之源。

除了教书，梅玲自 1991
年开始便活跃在和她几个同
事一同创办的“造福人群友
善 咨 询 ”（Insan Hitawasana
Sejahtera，简称 IHS）机构，一
个提供社会科学研究和咨询
服务的机构。梅玲担任该机
构的执行董事和高级研究
员。在30多年里，梅玲带领
该机构进行各种研究项目，
涵盖社会、经济和人口学。
最近，她的研究重心在有关

贫穷和性别方面的平等政
策，以及获得社会设施服务
的机会平等问题上。

她和她的同事一同负责
多 指 标 类 集 调 查（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简称
MICS），是关于研究调查东
帝汶母亲和孩子的健康情
况。另一研究成果是地图框
架（Mapframe），一 个 关 于
2004 年 12 月 26 日海啸前和
海啸后亚齐（Aceh）和尼亚斯
（Nias）村庄的社会经济信息
的简单数据库，附上了村庄
和县级的地图，目的是为了
亚齐的恢复和重建规划。如
今，该地图框架的作用是提
供主要商品供求市场发展的
信息，或称为社区服务信息
（Pelayanan Informasi Masyara-
kat，简称PIM）。她研究的方
向不断拓展延伸，包括利用
政府收集的全国性和区域性
的多种数据，研究和分析次
生数据有关许多问题对社会
各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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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暖花开中国红，
神州崛起耀飞龙。
全民吐气扬眉展，
喜悦中华强势鸿。
巴厘：意如香题诗

廿大成功举办红，
全球覆盖北斗通。
成功建立太空站，
计算机冠世界中。
棉兰：孙国静唱和

神州运势正当红，
枯木逢春驾玉龙。

人杰地灵才辈出，
大鹏展翅俱玄鸿。
棉兰：廖世敬唱和

风吹神州一片红，
百年惊醒化青龙。
扬眉吐气新时代，
方位全开展景鸿。
棉兰：田心唱和

东方古国一片红，
北调南水河流通。
西气东送全国亮，
高铁数码征太空。
棉兰：陈德贤唱和

莫忘历史铭心衷，
奋发图强现彩虹。
吐气扬眉春节日，

普天同庆神州红。
棉兰：许菁栽唱和

爆竹迎春华夏红，
寰球多国舞狮龙。
神州崛起西方窘，
舔美当知悔倚戎。
棉兰：寒松子唱和

韬光养晦最终红，
崛起神州猛似龙。
发展增强压美帝，
跻身寰宇志鹄鸿。
棉兰：邓喜来唱和

彤云赤海朱霞红，
狮吼东方现猛龙。
华夏兴邦建祖国，
中华天佑运图鸿。
棉兰：凌云雁唱和

锦绣山河一片红，
普天同庆岁重逢。
金戈铁马百年计，
武略文韬盛世龙。
中国：童行早唱和

吉祥如意红彤彤，
文化千年一路同，
勇敢勤劳团结紧，
传承世代中华龙。
棉兰：林来荣唱和

东方崛起巨腾龙，
癸卯春临弃冷冬。
带路畅通环四海，
中华猛进万年红。
万隆：文苗唱和

脱贫致富戒骄躁,

攻克晶片自己造。
统一大业不能移,
谁敢阻拦别求饶。
巴厘:容仙翁唱和

癸卯春节舞巨龙，
神州一片中国红。
白宫总统来作秀，
两面三刀行不通。
万隆：陈星唱和

国旗手握五星红，
招展迎风似跃龙。
威力犹胜枪械猛，
千秋国运永昌隆。
棉兰：黄升榕唱和

敢教沧桑换旧龙,
神州迎来族人鸿。

炎黄伟大复兴壮,
美霸反华注定崩。
占碑:郭春明唱和

牢记英雄烈士功，
舍生忘死为工农。
若非万里长征路，
哪有神州遍地红。
雅加达：苏歌唱和

华夏民族气贯虹，
九州崛起显神通。
改革开放复兴梦，
破浪扬帆中国红。
巴厘：许巧云唱和

红旗猎猎颂天时,
九夏繁荣电疾驰。
睡醒雄狮惊四海,

赤心一片乐滋滋。
棉兰：文平唱和

西方觉醒东方红，
世界喜观狮舞龙。
首见白宫春节庆，
全球博爱大同鸿。
棉兰：雁儿唱和

璀璨文明万代红，
百年大党气恢弘。
民族复兴新征程，
华夏儿女凝聚龙。
万隆：侯斐珍唱和

过海漂洋中国红，
炎黄后裔舞狮龙。
千年文化传承远，
世界迎春大展雄。
北干：李庭蓁唱和

中国红
（唱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