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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澳澳大大利利亚亚外外长长
变变身身评评论论人人士士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近日又语出惊人。她说，中国不尊重软弱，澳大利亚将
勇敢地反对中国，以捍卫和平、自由价值观和法治。

毕晓普或许不明白，捍卫和平的同时也需要不介入领土主权争议，一国外长自然也不
同于普通的外交政策评论人士。

而作为美国和日本的盟友，如何处理好和中国的关系，是摆在澳大利亚面前的重要课题。

小鬼早当“家”
15岁总裁告诉我们：企业家要从娃娃抓起

在加利福尼亚的曼哈顿海滩学校，我们不难看到有个孩
子，整天戴着谷歌眼镜，一本正经。他戴谷歌眼镜绝对不是为
了装酷——— 他拥有自己的公司，是特里贝克电影节电影和技
术复审员，还是科技宣讲会上颇有名气的演讲人。他成立自
己的第一家公司时才11岁，今年也不过15岁，他就是托马斯·
苏亚雷斯。

□本报记者 张文 整理

对华态度时软时硬
澳大利亚《时代报》网站10

日称，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说，
澳大利亚将勇敢反对中国，以
捍卫和平、自由价值观和法治。

在她看来，往届政府由于
害怕冒犯中国而避免谈论中国
是错误的做法。“中国不尊重软
弱。”毕晓普说。她似乎要拿出
不一样的架势，拒绝因沉默引
起“困惑”。这是阿博特联合政
府迄今在如何应对中国问题上

最明确的表态。
毕晓普还说，中国与周边

国家军事化色彩日益浓重的争
端，促使澳大利亚加强并扩展
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日
本的军事关系。这也是迄今澳
大利亚最明确的公开表态。

而就在三天前，《华尔街日
报》还援引毕晓普的话，称澳大
利亚无意与日本“军事包围”中
国。当时毕晓普表示，虽然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访澳期间两国有
望签署日澳自贸协定及强化安
保合作的协议，但这不意味着两
国正寻求对中国展开环形包围。

她说，“我们不是在寻求遏
制中国。我们对于本地区的所有
伙伴所发出的信息是，我们必须
为我们所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而合作，我们遵守国际准则，我
们遵守国际法，我们协商，我们
奉行不搞突然袭击的政策。”

她更像个外交政策评论人士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

院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教授伊
夫林·吴说，安倍领导下的日本
越来越明显地向所谓“军事正
常化”方向发展，这导致日本与
主要邻国交恶，并导致东南亚
一些国家担忧。

该大学文化、历史、语言
系教授莫里斯·铃木认为，日
本的举动将加剧地区紧张，

“结果不仅东亚国家之间关
系恶化，更可能导致澳大利

亚与一些主要经济伙伴关系
恶化。”

分析认为，澳大利亚不会
在中日之间选边站，但是，随着
亚太局势不断紧张，与各方保持
良好关系的难度加大，专家也担
忧澳大利亚处理不好这种复杂
的多边关系。

对于毕晓普，澳大利亚负
责外交事务的反对党发言人塔
尼娅·普利伯塞克说：“我认为
(毕晓普)的发言是一种适得其

反的不严谨言论。作为一名外
交政策评论人士和担任澳大利
亚的外长是有很大差别的，理
解这一点很重要。”

她说：“我们的最大利益反
映在与我们的朋友中国和日本
都发展密切关系上，而且还反
映在我们确保中国和日本更好
地理解彼此上。”

显然，任何贸然的言行，都
无益于地区稳定，也没法在地
区关系中为自己加分。

美日的“坚强盟友”
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曾形

容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的“协警”。而对于与日本的关
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也曾
直言不讳地表示，“日本是澳大
利亚在亚洲最好的朋友。”

7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访问澳大利亚之际，安倍晋三
与阿博特将日澳两国定位为

“特殊关系”，显示了两国关系
的紧密性。

中澳方面，过去10年中两
国间的贸易额增长了大约十
倍，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需要
大量的原材料，比如澳大利亚
的铁矿石。而今，中国已经成为
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如何看待和盟友
以及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关
系？对于澳方在中国设立东海
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言行，阿
博特表示，“我们是美国的坚强

盟友，我们是日本的坚强盟友，
我们持有相当强烈的观点认
为，国际争端应该以和平和法
治的原则来解决。如果有地方
没有遵守这一原则，或者没有
适当地遵守这一原则，我们将
说出我们的看法。”有人担心这
一态度可能损害中澳的潜在经
济关系，阿博特则反驳说，“中
国跟我们做生意，是因为与我
们做生意符合中国的利益。”

连澳媒也称其“越线”
去年11月公开抗议中国单

方面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的经
历，让毕晓普坚信，与其被误
解，还不如直言不讳。

不搞“突然袭击”的澳大
利亚，去年做了件出乎许多
人意料的事。在中国宣布设
立包括钓鱼岛空域在内的东
海防空识别区后，澳大利亚
随后召见中国驻澳大使“表
达关切”。毕晓普还指责中国
的举动，“中国宣布的时机和
方式无助于缓和当前地区紧
张局势，不会促进地区稳定，

澳大利亚已清楚地表明，反
对任何改变东海现状的强制
性或单方面行动。”

其实，澳大利亚与此事并无
直接关联，反应如此强烈，连澳
媒也称其“越线”。

2013年12月6日，毕晓普出
任外长后首次到访北京，和中国
外交部长王毅共同主持首轮中
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在媒体在场
的情况下，王毅当面对毕晓普
说，澳方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
别区问题上的言行，损害了双方
互信，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

展，中国社会各界和中国人民对
此深为不满。

听到王毅的批评后，毕晓
普显得有些惊讶。经澳大利亚
驻华大使的提醒，才开始回应
称“我会与你谈这个问题”，开
始阐述立场。

随后，毕晓普和王毅会面4
个小时。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
毕晓普说：“作为朋友，澳大利
亚可以和中方坦率交流。”澳方
尊重中国就此事表达意见的权
利，但也希望中方能尊重澳大
利亚的话语权。

□本报特约编译 曾宪姝

“萝卜集团”的15岁总裁
托马斯和任何一位加利

福尼亚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一
样精明，不到发布那一天绝对
不会透露有关产品的信息，这
就是所谓的“保密模式”。如
今，他正在研究一种 3 D 打印
机，一旦研发成功，打印速度
要 比 他 家 现 在 使 用 的 那 台
MakerBot快上10倍。

托马斯从不浪费课后时间，
他不是在研究如何改进3D打印
技术，就是在为智能手机或谷歌

眼镜编写新的应用程序(这就是
他谷歌眼镜不离手的原因)。他
在11岁时开发出自己的第一款
APP，并开设了公司——— 萝卜集
团 。他 目 前 最 出 名 的 产 品是

“Bustin Jieber”，这是苹果手机
上的一款游戏，玩家通过击中流
行乐手贾斯汀·比伯的头像而得
分。这款游戏深受广大“果粉”喜
爱，获得许多5星评价，但谁也不
会想到，这款游戏的开发公司背
后的总裁才15岁。

学校怎能不开科技课？
托马斯年纪轻轻能有此成

就，和加利福尼亚的开放氛围有
着巨大关系。加利福尼亚州左拥
好莱坞，右抱硅谷，这里的孩子们
很早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公司。但
是，十多岁就当公司老总，会不会
太早熟？是否需要过早地承受普
通孩子无需承受的压力？

有记者问托马斯，你年纪轻
轻，还是个孩子，不应该出去爬
爬树，骑骑单车？成天宅在屋里
编程不闷得慌吗？他笑道：“总有
一种莫名的力量敦促着我，让我
继续前进，继续创新。我觉得，我
的兴趣爱好就在科技这一块。也
许我是应该多出去走走，但我就

是喜欢宅在家里编编应用程序，
研究科学技术。”

他认为，他的学校以及其他
加利福尼亚的公立学校不开设
更多科技课程是错误的。

“我很多同龄的小伙伴都想
学，但是无处可学。学校又不教
编程，其实挺无语的。我们学校
就没开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科技
课。我真的认为学校应该开设那
些课程。”

为了填补学校教育这块空
白，他集结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
伙伴开设了应用程序俱乐部，为
大家相互帮助创造游戏和新应
用程序提供了大本营。

一所培养企业家的学校
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市，

有一所育才学校，这里众多学生
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亿万富翁。整
个学校看起来就像一家新成立
的硅谷公司，墙上贴着鼓动人心
的标语，桌子上摆着笔记本电脑
和平板电脑。不同的是，这里使
用和创造科技的人群都在11岁
到13岁之间。你问问这个学校的
孩子们他们长大后想干什么，几
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答道：

“想自己开公司。”
在课堂上，老师经常以电子

游戏的语言来介绍美国商界的

一些术语；他们不说毕业，说“升
级”；师生们在课堂上讨论学校
柠檬水吧的盈利战略。

洛杉矶育才学校不仅鼓励
孩子们开设公司，它还打算在不
久的将来，把创立公司设为必修
课。“我们学校以培养企业家为
主题。我们鼓励孩子们从零开
始，创建新公司。我们把自己当
做初学者，所以要不停地改进、
实验，以及调试自己的产品，以
此创造一种孩子们真正想要的
教育方式。”该学校的创建者和
首席教师贝特女士说。

当问及她是否担心这样的教
育会助长孩子们的贪欲，或教授
商业课程对十几岁的孩子是否为
时过早，贝特女士答道，学校的教
育理念是培育企业家精神。

“我们希望孩子看待这个世
界的时候会说‘这里还有点问
题，我要去解决它。但我需要运
用什么工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育才学校的孩子们都有远
大的梦想，希望成为未来科技界
或娱乐界的扎克伯格或斯皮尔
伯格，11岁的海蒂·蒙德兹已经
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她在学
校习得的技能了。

海蒂的妈妈原来是个宠物
狗美容师，下岗之后开创了自己
的宠物美容业务，海蒂也积极参
与。她妈妈亲身体会到，自己虽
然知道如何处理宠物，对网络、
广告和社会媒体却一无所知。海
蒂就帮妈妈设计商标，还建立了
网站。

“我已经把一些想法写在家
里的白板上，但我还想把它们放
到网上。我在学校学了。”海蒂
说。

托马斯·苏亚雷斯

毕晓普（左）和阿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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