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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啥不登月了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12月16日—12月22日）

□本报记者 王昱

在嫦娥三号计划顺利进行的
当下，“玉兔”何时能“落月”，将成
为航天迷们下周关注的焦点。巧
合的是，下周12月19日在人类登
月史上同样是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日。1972年的这一天，阿波罗17号
飞船回到地球，美国的阿波罗登
月计划至此突然被中止了。从那
以后整整四十多年时间里，曾十

几次派人登上月球并信誓旦旦要
在月球上建立基地的美国人，好
像对月球失去了兴趣，再也没搞
过登月计划。

阿波罗计划为何会戛然而止
呢？由于这个问题美国政府至今
没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答案，激
起了不少人猜谜的兴趣。一个流
传很广的“阴谋论”是，阿波罗登
月计划本来就是假的，美国人根
本没上过月球，自己在摄影棚里
拍了个电影，拿出来糊弄全世界
人民。持此论者还举出了一系列
貌似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但他们
似乎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证
据”——— 阿波罗计划前前后后成
功登月15次，留下了大量的遗迹，
而由于月球的真空状态，这些证

据至今还原原本本地保留在上
面。所以阿波罗计划是真是假，必
将随着人类再次登月揭晓答案。
而正是由于这种可验证性，让美
国人根本没有胆量造下如此弥天
大谎，因为一旦被戳穿，那人可就
真丢大了。

另 一 种 解 释 更 加 耸 人 听
闻———“美国人之所以不登月了，
是因为他们在月球上发现了外星
人，不敢去了。”持此论者绘声绘
色地描述说，登月者们在月球背
面发现了一艘十几亿年前的外星
飞船，船上还有一具外星女性的
尸体，有三只眼睛，每只手六个
手指头……这个传言后来的确
影响了不少科幻小说的创作，但
考虑到此说本身已经足够“科

幻”了，我们似乎没必要再纠结于
其真实性。

相比于这些惊世骇俗的传
说，阿波罗计划之所以夭折的最
合理解释也许十分乏味——— 因为
它是个赔本买卖。整个登月计划
耗资2 5 0亿美元，而其所得回报
与这笔巨款相比根本收不抵支。
到了1 9 7 2年，越战正酣，经济危
机又迫在眉睫，正缺钱的美国政
府当然要把这劳什子项目砍了。
换句话说，“美国人为啥不登月
了”其实压根儿就是个伪命题。
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其实应该倒
过来，问问“美国人为何要登月”。
问题这么一转换，立刻好解答
了——— 美国人搞此项目最大的诱
因是为了与苏联人较劲。因为苏

联先后在卫星和载人飞船项目上
拔得了头筹，被逼急了的美国人
于是决定干脆来个狠的，把人送
到月球上去。用现在的话讲，这
其实是个为宣扬国力而搞的形
象工程。

如果说，人类如今正在进入
的航天时代与大航海时代有一
拼，那么阿波罗计划无疑很像当
年的郑和下西洋——— 同样是大国
为了秀实力而摆的一个pose。而这
种pose由于太烧钱，往往都是昙
花一现。真正将人类带入航海时
代的欧洲探险家们，扯起千帆竞
航的目的不是去烧钱而是去赚
钱的。赚钱而不是烧钱，这对每
一个时代，也许才是推动其发展
的真正动力。

一周史记

谁谁的的北北极极？？
时近冬至，正是北极最冷的时候，然而本周，北极问题似乎却显得尤为热闹。

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国防部作出指示，要求增加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存在，
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此举被看作是对加拿大早前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加
拿大官员证实将主张对包括北极点在内的大片北极区域拥有主权。北极，这片无
主之海的主权最终将属于谁呢？国际社会的目光一时聚焦到了地球的顶上。

俄罗斯，

最先挑起争论

所谓的“北极主权问题”其
实相当年轻，再过几天才刚满20
周岁。

对于北极主权的争夺实际
上是一个海洋问题，而海洋问题
真正变得面目清晰起来，是在
1994年，这一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正式生效。该法案界定，沿
海国家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具
有管辖权，并规定了大陆架的范
围及沿海国在大陆架上进行资
源勘探和开发等的权利。而法案
又规定，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外，主权国还可以根据大陆架自
然延伸申请更大权益。这个补充
说明为北极主权的争夺埋下了
诱因。早在1948年，苏联科学家
就在北冰洋洋底的中心部位发
现一条绵延2000公里的罗蒙诺
索夫海岭，认为它是西伯利亚大
陆架的延伸。到了2007年，俄罗
斯干脆出动深海潜水器，将一面
俄罗斯国旗插在了这条海岭上，
以宣示俄罗斯对该海岭的主权。此
举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因为按照俄
罗斯的这一主张，北极圈一半左右
就都将归于俄罗斯名下。这将是俄
罗斯自占据西伯利亚以来最大的
一次地理扩张，且不论它将会对世
界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北极周边其
他国家首先就不干了。加拿大、丹
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美国，
这些同样地处北极周边的国家，都
是北约成员，眼看着北极这块大蛋
糕被老对手一刀就切走了一半，当
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七国围绕
北极问题与俄罗斯的死磕算是
就此开始了。

俄罗斯搞这样的大动作不
是没有理由。从能源方面讲，据
估计，北极冰盖下蕴藏的油气资
源占全世界总量的25%，如果在
该地获得控制权，再加上本国领
土上的那些家底儿，俄罗斯将在
整个世界的能源战略储备中占
据绝对优势。从地缘政治上看，
北极航道是从欧洲前往美洲和
亚洲的最短路线，周围又都是主
要国家。随着气候变暖造成的北
极冰盖消融，占据北极的俄罗斯
地位将从“欧洲边缘”变为世界
的枢纽。再从安全方面考量，用
普京的话说：“专家们清楚，从巴
伦支海(北冰洋靠近俄罗斯的海
域)过来，美国的导弹只需15至
16分钟就能打到莫斯科。”几笔
账算下来，俄罗斯估计是觉得这
个众怒犯得值。《共青团真理报》
甚至早在几年前就放出话来：

“由于各方在北极利益划分上存
在严重分歧，未来第三次世界大
战极有可能在北极爆发。”言外
之意，为了维护自己主张的北极
权益，俄罗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
打算，不惜撸袖子干仗。

加拿大，

一反常态的大块头

面对俄罗斯在北极主权问
题上的步步紧逼，其他七国当然
不乐意。但就目前的形势看，反

对最强烈的还属加拿大。
北极的几个主要争端都有

加拿大的份儿。作为领土面积一
半在北极圈内的大国，北极对加
拿大的意义可想而知，然而由于
长期“缺课”，加拿大在北极主权
争夺中一度显得被动，不仅在与
俄罗斯的大陆架纠纷中处于下
风，甚至在北约内部，加拿大对
北极的领土主张也无法获得赞
同。过去，由于国力有限，长期以来
加拿大的北极军事部署总有雷声
大雨点小之嫌，但近年来加拿大一
直努力加强北极地区军事存在，几
乎每年都要在北极圈内举行代号

“北极熊”的军事演习行动，甚至数
次因此与对面同样正秀肌肉的俄
罗斯搞得剑拔弩张。

除在军事上示强，加拿大还花
费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大型北极
测绘项目。根据该项目所得数
据，加拿大于本月6日向负责《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审查的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提交关于其北冰洋
沿岸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情
况报告。如果获得联合国认可，
加拿大将获得大约120万平方公
里海域。而此举正是诱发本周普
京强硬表态的导火索。

耐人寻味的是，与一贯喜欢
“先声夺人”的俄罗斯不同，加拿
大之前在国际社会上给人留下
的印象一直是个性格温和的大
块头，该国在北极问题上突然变
得如此认真而计较，按照加拿大
自己的说法，它要做“北极的超
级大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了北极问题可能真的将成为一
个改变世界格局的“真问题”，任
何相关国在这个问题上都无法
做到心平气和。

美国，

“老大哥”为何沉默

虽然盟友与俄罗斯在北极
问题上争得脸红脖子粗，但身为
北约老大哥的美国，在过去的20
年中，对北极问题的处理似乎相
当低调。美国在上个月公布的

《北极战略》甚至还在拉架，要求
各方“通过在军事活动意图上保
持透明以及参与双边和多边演
习来建立信任”。

美国的沉默又作何解？在美
国如今貌似“缓兵之计”的背后，
恐怕蕴含着深刻的战略考量。

一方面，北极的战略意义虽然
已成为共识，但真正实现还需要时
间。大规模通航和油气开采的前景
并不确定，整个北极地区的开发还
将长期处于前期科学调研阶段。而
只要是说到科技竞争，没有任何国
家比美国更具优势。眼下各国大张
旗鼓宣示主权的行为，在其看来显
然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今世界已
经远非十五世纪航海列强争霸时

“先到先得”的那个状态。北极问题
涉及的国家如此多，利益纠葛这么
大，到时候各国多半还是要坐下来
慢慢谈判，合作寻求出路。而只要
一坐下来谈，俄罗斯就会发现谈判
桌上周围一圈人全是美国的盟友，
更何况谈判的规则本身就是山姆
大叔指导制定的。在这种氛围下，

想要谈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结果
恐怕也难。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如《共
青团真理报》所言，要论拳头决
胜负，美国也绝对不会吃亏。北
极圈早已被美国经营多年，冷战
时期，美国就在阿拉斯加州建立
了多个军事基地，再算上其在北
欧盟友那里星罗棋布的各色基

地，美国其实早已准备下了覆盖
北极的军事支持网络，可以说是

“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占据了
完全的主场优势。相比之下，如
今动作频频的俄罗斯和加拿大
不过是被请来的客人而已。

各大国在北极的争衡，其实
是如今在全世界各地上演的各
种海洋争夺的缩影。有消息指

称，在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颁布之前，美国的智库其实
已为该法案在各地区可能造成的
海洋纷争做了面面俱到的分析和
预案。而在北极博弈中，我们依稀
看到的，正是一群在前台气势逼
人、自以为计得的表演者和那个深
藏幕后的设局者。此情此景，是否
会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呢？

本报记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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