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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府发言人
尹昶重在陪同朴槿惠访
美期间涉嫌性骚扰，这事
儿爆出已经有些日子了。
几天来，韩国国内反对党
以及日、美、朝等各国媒
体，充分发扬了“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的精神，进
行了热烈围观。尽管尹昶
重一再辟谣，声称自己不
是“摸臀”而是“拍腰”，目
的是为了“鼓励部下”，然
遍考各国礼仪制度，“拍
腰以示鼓励”实在不知是
哪国的风俗。到底怎么回
事儿，其实大家心里都跟
明镜儿似的。

开城工业园刚关门，
日本那边又闹得正欢，上
任伊始的朴槿惠此次首访
美国，意义有多重大，久经
宦海的尹昶重不可能掂量
不清。若说他存心在这个
节骨眼上掉链子，恐怕谁
也不会信。比较靠谱的解
释估计是，此公在国内就
这么“放浪形骸”惯了，此
次出访，韩式“鼓励”遭遇
美式维权，发言人先生一
不小心“水土不服”了。

说起来，韩国人在国
外这么“水土不服”还真
不是第一次。去年9月，14

名美国短道速滑国家队
的运动员集体“上书”美
国奥委会，状告他们的韩
国教练“歧视女性，虐待
队员”。至于韩国企业或
顾客因要求他人下跪致
歉而引发争议的案例，记
性好的国人恐怕都能说
上一两则。

不过，如果仅以这些
信息就得出一个韩国民
众素质不敢令人恭维的
结论，显然是有失偏颇。
事实上，这个深受儒家思
想浸润的东亚国家，自古
以来就享有“君子国”的
美誉。首尔的景福宫取的
就是《诗经》中“君子万
年，介尔景福”的诗句。时

至今日，对儒家思想的尊
崇与继承也令东亚其他
各国汗颜。韩国至今还保
留着百余座类似古代私
塾的“乡校”，并有专门的
儒教大学，自1960年起，
政府甚至将儒教的道德
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
教育科目。在这套体系下
长大的韩国国民其实素
养普遍很高，笔者大学期
间的一位韩国同学，头一
次在上海坐地铁时很不
适应，原因是首尔地铁是
不设检票口的，买不买票
全靠个人自觉。

这样一个“君子国”，
在对外交往中怎会“水土
不服”频发呢？算来算去，
恰恰是儒家教育要多少
担点责任。在儒家文化
圈各国中，中国有五四
运动，日本有明治维新，
越南被法国长期殖民，
韩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经
历对传统文化进行大规
模反思与扬弃的国家。
不仅如此，从三一运动
中用以反对日本殖民文
化，到战后强调与欧美
观念“和而不同”，儒家
文化在近代韩国一次次
被强化。儒家教育的确有
助于提升个人素养，但瓜
子当不了饭吃，其与真正
的现代公民理念终究是
两码事。在盛产谦谦君子
的同时，韩国却频繁发生
家庭暴力、歧视妇女、性
骚扰以及前辈欺负后辈、
上级侵害下级的事件。而
男女有别、尊卑有序，也
恰恰是儒家思想与现代
社会理念的龃龉之处。若
说这其中没有关系，怕是
难以服人的。

若非大儒，捧着四书
五经很难读出尊重妇女
来，想在现代社会“随心
所欲而不逾矩”，最简单
的方式，恐怕还是补点现
代理念的课。

5月9日，台湾渔民在与
菲律宾的“重叠水域”遭到射
杀，台菲关系遽然紧张，台湾
方面在5月11日晚上提出“72

小时通牒”，要求菲律宾当局
彻查、惩凶、道歉，但菲律宾
正在举行中期选举，立场也
难以软化下来，选举活动更
加激发了民粹主义的情绪，
而马英九作为民选领导人必
须要保护公民的利益，对抗
将不断螺旋上升。随着时间
的推移，利益的考量会占据
上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台湾如何处理与菲
冲突，恐怕将是个长期存在
的问题。

自《联合国海洋法》颁布
之后，海洋秩序需要划界重
构，历史边界、法理边界、习
惯边界都夹杂在一起，于是
各种纷争不断。2011年菲律
宾和台湾曾经就渔权争端问

题设立紧急处理小组，以防
止爆发重大争端。此次菲律
宾方面根本就无视这一协调
机制的存在，不但开枪射杀
台湾渔民，而且还紧追1个多
小时。在维护权益方面，临时
性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
有没有遵守的意愿。而此次
菲律宾拒绝认错，还是强调
其“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其

实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
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机构
来裁决菲律宾的行为是否合
法，台湾在这场争端中恐怕
只能“自助”。

台菲之间的争端只是南
海秩序重构的一个侧面。如
何切实维护自己的利益，台
湾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理性筹
划。扫射渔民的事件发生之

后，美国采取“不选边”的
姿态，敦促各方确保美国
一直强调的“海上航行安
全”，避免推高区域紧张情
绪。台北无法指望从美国
那里获得支援，因为回归亚
太的美国视菲律宾为重要的
军事盟友。

台湾民众普遍认为马英
九当局过于软弱，但是如何
对菲律宾形成威慑对台湾而
言并非易事。中菲黄岩岛对
峙的经验表明，处理与菲律
宾的冲突，需要综合运用军
事、外交、经济等各种手段。
两岸已经签署经贸合作框
架，合作与信任可以延伸到
渔权维护、领海权益等领域。
若两岸形成军事互信机制，
形成更多的共识、默契、协
商，建立合作机制，那么在南
海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台湾
会有更大的利益空间。

此次菲台冲突中，尽管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表
态强硬，但菲律宾方面一直
拒绝道歉，枪击事件正在发
酵为一场地区秩序的危机，
将菲台关系推向各方关注
的风口浪尖。

其实，中国大陆、台湾
与菲律宾在经济领域的关
系还是不错的。中国大陆是
菲律宾第三大贸易伙伴、第
二大发展援助国以及第四
大游客来源国。台湾方面与
菲律宾也有110多亿美元的
贸易额，在台湾有8 . 7万菲籍
劳工，每年可以为菲律宾带
来很多外汇，而且每逢菲律
宾有天灾人祸，台湾总是

“施以援手”。既然发展中菲
关系和菲台关系可以为菲
律宾带来这么多好处，为什
么菲律宾依然在海洋和渔
业问题上屡屡主动挑事，制
造地区的紧张态势？

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
南海争端复杂的国际政治
背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
着人类海洋技术的革命，各
国纷纷制定走向海洋的发

展战略，而且由于近海渔业
的过度开发，各国渔民也纷纷
向深海挺进。1994年，《联合国
海洋法》生效，各国都在积极
争取所谓的200海里专属经济
区权益，通过加强海军、海监、
渔政、海底探测等能力，以抢
占海洋领域的“制高点”。

南海地区资源丰富，岛
屿众多，而且相关国家海域
重叠，犬牙交错，历来就存
在着岛屿主权争端和海域
管辖权争议。如果依据《联
合国海洋法》，几乎所有的
相关国家都存在着海洋和

渔业争端。近年来，中国与
周边海洋邻国之间的岛屿
和渔业争端呈现上升态势。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统
计，2000年至2011年，菲军舰
在黄岩岛海域追赶、抢劫、
抓扣等事件10宗，涉及我渔
船32艘，渔民439人，其中14

人被抓扣，抢劫我渔民财物
约200万元。相比大陆卷入的
争端，此次台湾渔船遭受枪
击，不过是“冰山一角”。如
果不能看到争端背后复杂
的国际政治背景，就无法理
解日益增多的类似事件。

但即便如此，此次菲律
宾公务舰艇公然向手无寸
铁的渔船射击，也理应受到
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因为
即便菲律宾政府有一万条
理由证明维护所谓的“专属
经济区权益”是正当的，在
没有受到任何武力威胁的
情况下，就向民用目标射
击，也缺乏法理依据。在21世
纪的海洋秩序中，与人民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相比，政府
的行政管辖权始终处于第
二位。至于政府之间的争
议，无论是对话还是反制，
均可以商量。但一旦出现侵
害民权民益的行为，当事国
政府就毫无道义可言，除了
承认错误，别无他途。

为了从根本上防止类
似悲剧的重演，有关各方应
该通过积极的对话确定《南
海地区共同行为准则》。那
种为一己之私而通过武力
宣示对有关海域有管辖权
的做法，对当事国自身也有
害无益。特别是将域外大国
引入地区争端，更是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对菲冲突，台湾指望不上美国

主权争端不是开枪的借口 当韩式“鼓励”

遭遇美式维权

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相比，政府的行
政管辖权始终处于第二位。一旦出现侵害民权
民益的行为，当事国政府就毫无道义可言，除了
承认错误，别无他途。

美国采取“不选边”的姿态，台湾无法指望
从美国那里获得支援，若海峡两岸能形成更多
的共识，台湾会有更大的利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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