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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仁保保健证 (山东省保健局
制发，证号：6000261)挂失，特此声
明。

印度恒河

惊现百具浮尸

难以辨识

这些尸体出现在恒河的一处支
流上，靠近距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大
约２８公里的帕里亚尔村。美联社报
道，村民们１３日开始注意到这些尸
体，因为不少尸体搁浅在河岸遭狗
和鸟啃食。

一名官员估计，迄今已发现８０
具尸体，但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

地方行政长官绍姆娅·阿加瓦
尔从温瑙地区经由电话告诉法新社
记者：“可能有大约１００具尸体，但我
们尚没有得到确切数字。”

阿加瓦尔说，这些尸体高度腐
烂，难以进行尸检和辨认，正进行脱
氧核糖核酸（ＤＮＡ）检验以确定尸
体来源，“我们已经派一队医生前往
现场，收集尸体样本。”

另一名官员萨尤阿·舒克拉说：
“我们一旦完成所有法律手续，这些
尸体将被掩埋，以避免疾病传播。”

来自哪里？

暂不清楚为何如此多尸体同时
出现在恒河上。警官拉姆·钱德尔·
萨胡说：“这些尸体似乎在水中漂了
很长时间了。”

阿加瓦尔说：“似乎是河水水位
下降，这些尸体浮出水面。我们正在
调查原因。”

警方高官萨蒂什·加内什说，事
发地靠近一处火葬区，这些尸体可
能是在河流上游的火葬区被水葬，
后困在浅水处。

官员们不怀疑这牵扯犯罪。美
联社报道，尽管在河中处理尸体不
合法，但印度一些地方的习俗是未
婚女孩不火葬而水葬。另外，也有不
少印度穷人因付不起火葬费而选择
水葬。

引发担忧

在一个地方一下子发现如此多
尸体，引发部分人士对环境和健康
的担忧。

致力于保护恒河的一非营利组
织成员马利克·巴诺特说，因恒河建
水坝等原因，没有足够的水流把尸
体冲走或帮助其分解。

“事实上，（把死者放入河中）这
些传统正变成一种健康危害，因为
尸体不是被冲走而是在河中腐烂。”
她告诉印度CNN-IBN电视台记者，

“先前，这些尸体会被冲入河中，而
鱼和其他东西会把它分解掉，那是

（自然界）和谐生存的事。”

日日本本““无无性性夫夫妻妻””近近半半数数
比例稳步提高，日媒惊呼“无性时代”近在眼前 印度恒河上突然出现大约

１００具漂浮的尸体，包括多具儿
童尸体，引发民众疑问和对恒
河健康的担忧。当局１４日正式
展开调查。

这项调查是由日本专门研究
生育问题的医师团体“日本家族计
划协会”于1月14日公布的。该机构
去年9月对日本全国16岁以上49岁
以下处于生育年龄的已婚男女进
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4 . 6%
的人表示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与
配偶过夫妻生活（即所谓的“无性
夫妻”），这一比例较2013年的数
据增长了3 . 3个百分点，而相比于

10年前的2004年，则足足增加了
12 . 7个百分点。更为可怕的是，在
最近10年中，这一比例始终保持增
长趋势，丝毫不受经济、政治等外在
因素影响。照此发展下去，预计再过
不到十年，无性夫妻就将超过半数，
日本将正式迈入“无性时代”。

在回答为何对夫妻生活缺乏
积极性时，男性中表示“工作太累”
的 人 数 最 多 ，占 2 1 . 3 % ，另 有

15 . 7%的男子表示是因为“妻子在
怀孕中，生产后多少做一点”，只有
11 . 2%男性“精力旺盛”，表示“妻
子生产后立刻就做”。

相比之下，女性们的态度则更
不容乐观，认为“太麻烦了”的女性
最多，占总数的23 . 8%，其次是认
为“工作太累”，占17 . 8%。总计有
超过四成的女性并非因为正在怀
孕期而拒绝夫妻生活。

男的嫌累，女的嫌烦

一个曾经
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担心
自身人口密度
过大而鼓励民
众节制生育的
国家，最终会
因为所有夫妻
不做爱、生不
出孩子而“亡
国灭种”吗？这
听上去像是个
只有在科幻小
说里才有的假
设。然而如今，
日本却有不少
人开始认真思
考 这 一 问
题——— 权威机
构新近公布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日本已有
44 . 6%的夫妇
沦为“无性夫
妻”。

“少加班”能换“多做爱”？
“（无性夫妻数量增加）是目

前少子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这一数据，主导该调查的日
本家族计划协会理事长北村邦夫
显得忧心忡忡，“数据表明工作时
间过长与‘无性夫妻’增加有关
系，全社会都有必要注意到这个
问题，（帮助育龄夫妻们）维持工
作与生活间的平衡。”

鼓励年轻夫妇“少加班，多做
爱”，北村邦夫的提议本身似乎符
合调查所得出的数据，但具体是
否可行，却要打个问号，因为这一
思路其实已经在日本实行多年。

事实上，2010年，日本政府就曾要
求企业鼓励员工“享受家庭生活”，
用相对委婉含蓄的言词表达了这一
意愿。也许是看到含蓄的规劝没有
起到明显效果，日本厚生劳动省干
脆制作并分发了题为《慢慢做爱》的
提示小册子，“指导”夫妻们如何享
受夫妻生活。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
挽救日本“无性夫妻”的比例以及生
育率稳步下滑的趋势。

事实上，福利待遇多寡、休息
时间长短这些数据是否真的与日
本目前的“无性夫妻”“少子化”问
题有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研究

者的质疑。统计显示，日本经济腾飞
的上世纪60-70年代，职员工作时间
和福利待遇都远不及当下，然而，日
本职员们却仍然在加班后不忘跟妻
子亲热，导致当时的日本政府不得
不通过鼓励避孕来控制生育率。这
一今夕对比，似乎是对“少加班，
多做爱”口号的最好反驳。

不少日媒还注意到，日本目
前出现的无性婚姻问题在中韩等
邻国也相继显现，甚至有一种观
点认为，此类现象可能是东亚国
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遭遇的

“症候群”。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事实上，日本目前婚姻无性

化、生育少子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
不小的恐慌，北村邦夫就曾警告
说：“这样下去大和民族将要灭
亡。”

目前，“无性婚姻”对于日本人
口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日本厚生
劳动省刚刚公布数据显示，2014
年日本人口初估减少约 268000
人，减额再创历史新高。去年11月

公布的报告显示，即便日本生育率
维持在现有的 1 . 4不变，预估到
2060年日本现有的1 . 27亿人口将
减少近三分之一，到2110年将减
少三分之二；就算生育率在2030
年升至2 . 07并维持在这一水平，
日本人口在接下来的50年内都将
持续呈现缩减，随后才有可能持稳
在略低于1亿人的水平。

而人口下降又进一步使日本

经济“雪上加霜”，2014年3月卸任
的日本银行前总裁白川方明同年5
月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
院发表演说时指出，日本经济的主
要问题不是通缩、而是人口结构；
劳动人口减少、生产力下滑才是日
本经济增长趋缓的罪魁祸首。这样
看来，无性、少子导致的经济衰败，
恐怕会真的有可能成为一场令日
本难以摆脱的“慢性绝症”。

▲一对日本
新人正在举行传
统的日式婚礼，
在日本传统观念
中，延续后代被
视为婚姻的第一
要务。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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