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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科尔萨克：

修理“娃娃”是终身事业

娃娃的脸无力地低下，卷发搭在
下垂的肩膀上，小胳膊笨拙地摆动，精
致的脚不自然地张开，这个娃娃看起
来生病了，还有点不高兴。“这一个需
要换线了，可怜的小家伙。”南希·科尔
萨克温柔地把它拿了下来。

66岁的南希·科尔萨克在华盛顿
州的苏奎米什郊区开了一家娃娃修理
店，她自己则在位于凯特萨普县的家
里修理娃娃。窗户下的小小工作台是
她工作的地方，因为其余的空间都被
娃娃占领了。这些娃娃或在架子上注
视着她，或斜躺在一排排的箱子里，干
净的塑料箱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装
满了娃娃的陶瓷腿、玻璃眼珠和残缺
不全的身体。

“我从小就喜欢娃娃，它们是我的
玩伴，”南希说，“我知道别人把娃娃交
给我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所以我修
理每一个娃娃都像对待自己的珍藏。”

因此，每当南希把娃娃放在工作
台上开始工作的时候，她都有一种竭
尽全力把每个零部件恢复原状的责任
感。从马海毛假发到山羊皮鞋底，她从
不马虎。她还收集了很多丝织品和蝉
翼纱，以及从德国进口的玻璃眼珠。

“因为德国的玻璃吹塑是最好的。”南
希解释道。

南希说：“我所做的不仅仅是给娃
娃穿衣服，我的工作是打扮他们。我把
终身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把爱好变成事业的不只南希·科尔
萨克，还有意大利斯科崔提家族。60年
前，他们建立了罗马“娃娃医院”，家族的
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修理娃娃，现
在经营修理店的是52岁的费德里科·斯
科崔提和他82岁的母亲吉索米娜。

他们有一个1902年的娃娃，这个
玩偶成为了无主珍宝，但还有一些娃
娃腐烂在了角落里，喷漆、胶水和溶剂
很容易散发恶臭。费德里科说：“最好
的解决办法就是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好
好工作，这是为顾客负责，不是为了
钱。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说

‘你今天工作了11个小时，你的作品又
完美又漂亮’，这是最令我开心的事
了。顾客开心我也开心，多好。”

据每日邮报、西雅图时报

金尼萨·约翰逊：

捕获偷猎者，也捕获了人心

近日，一名真正的“女汉子”成了
不少潮男潮女心中的偶像。被称为“偷
猎者死神”的她花臂文身，手持狙击步
枪，时刻准备着与非洲偷猎者相战。网
友直呼：“没有什么比这性感的了！”

她叫金尼萨·约翰逊，曾在美国军
队担任了4年的武器教官和机修工，还
曾驻扎过阿富汗。去年，她决定加入一
家保护非洲野生动物的非营利组织。

“当时，他们在寻找一名女兵，来帮助
训练非洲女护林员。我想，没有比这更
适合我的工作了！”

“我们与护林员肩并肩一起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真的学到很多。”不少人
怀疑女性能否担任护林员这样的工
作，她说，“在非洲，我跟很多优秀的女
人一起工作，她们就站在男护林员的
旁边，每一天都在尽心尽责。如果有人
质疑这些出色的女人，只能说他们太
狭隘。”

习惯了战场厮杀，谈起自己的新
任务，约翰逊说：“我们将反对猎捕，杀
些坏人，做些好事。”但谈到自己被称
作“偷猎者的死神”时，她立马回应说，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我的工作就
是追捕他们并扣押，交给法律处理。”

爷们儿外表下，约翰逊也有一颗
少女心。对动物的热爱将她的母性情
怀释放出来，她时常在网络上分享非
洲草原上的动物，感慨万物有灵且美。
有人说她既捕获偷猎者，也捕获了人
心。

约翰逊手持大量武器的照片在社
交网络上疯传，为她带来不少仰慕者，
而她只把这看做工作的一部分。“这个
方法可以帮助组织筹集资金，提高保
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想想你社区里最珍贵的东西永
远不见了，你会是什么感觉？”约翰逊
说。 据红迪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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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桥者扎里夫：

他他把把协协议议带带回回伊伊朗朗

4月3日凌晨，当伊朗外交
部长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从
瑞士返回首都德黑兰时，迎接
他的是数百名挥舞国旗的群
众。人们高呼着：“伊朗外交的
重大胜利，谢谢你，扎里夫”、

“扎里夫，干得好”，来迎接他们
心目中的英雄。

此前一天，经过马拉松式
的艰难谈判，伊朗核问题各谈
判方在瑞士洛桑宣布，伊朗核
谈判达成了框架性协议。这一
成果，对改善伊朗的国际地位
乃至改变中东局势，都有着深
远的影响。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伊朗政界的“知美派”

扎里夫生于伊朗一个信仰虔诚、政治上偏
保守的家庭，父亲是一名纺织商人，家境富裕。
虽然生于伊朗，但扎里夫少年时代便赴美学
习。1976年，扎里夫就读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在
1981年和1983年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
来，他又获得了丹佛大学的法学与国际关系学
博士学位。

早在1982年5月，扎里夫就成为了伊朗常
驻联合国使团中的一员。虽然他没有经过正规
的外交训练，但其流利的英语口语与广泛的美
国人际关系是他的法宝。身为一名年轻的外交
工作人员，扎里夫和美国官方打交道的经历却
并不容易。他曾协调过释放在黎巴嫩被亲伊朗
武装分子绑架的美国人质一事，当人质被释放
后，美国却并未对伊朗表示善意，这让扎里夫
陷入危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扎里夫在伊朗外交
事务中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位。2002年到2007
年，扎里夫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其间，他与许

多美国政要私交不错，还与现任美国副总统拜
登、美国前任国防部长哈格尔等人举行过私人
聚会。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至2005年，扎里夫
是伊朗核谈判团队的成员。当时担任首席谈判
代表的，正是如今的伊朗总统鲁哈尼。或许正
是在此次合作中，鲁哈尼发现了扎里夫出色的
外交能力，因此担任总统后，他向议会提交的
新政府成员人选名单中，外交部长一栏写的正
是扎里夫的名字。

2013年8月，扎里夫被鲁哈尼提名担任外
交部长，并得到伊朗议会的认可。在美国生活
了大半辈子的扎里夫，对美国的情况了如指
掌，在政界、学术界和社交界都有出色表现，可
谓伊朗政界中的“知美派”，不少人因此对伊朗
核谈判的前景格外看好。

前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萨迪克·哈拉齐表
示：“扎里夫看待国际事务的观点真实而准确，
总能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他深受总统信任，
是推动美伊关系正常化的最佳人选。”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
员会的副会长也对扎里夫给予高度评价：“扎
里夫不仅外交经验丰富，而且学识渊博，具备
很高的专业学术水平，这些都是他的亮点。不
少人认为，如果鲁哈尼希望重建与美国的关
系，继续进行政治谈判，扎里夫绝对是完成这
一任务的不二人选。”

与克里散步是工作需要

不过，也正是因为扎里夫“知美派”的形
象，让部分伊朗人对他心存怀疑。这样一个在
美生活多年、两个孩子都出生在美国的人，会
不会在伊核谈判中态度暧昧?能不能坚定立
场？

其实多年来，扎里夫一直没有取得美国居
民身份，也从未打算这么做。他是伊朗国家利
益的坚定捍卫者，与美国政客交往密切，也完
全是出于工作需要。扎里夫可以称得上是世界
各国外交部长中，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相处时间
最长的一位。2014年，扎里夫就与克里多次会

面，就伊朗核问题进行商榷谈判，但由于双方
意见难以统一，达成协议时间一拖再拖。

过去3个月里，扎里夫与克里多次举行会
晤，两人甚至一起在日内瓦湖边散步，如老友
般互致问候。最新一轮伊朗核谈判于3月26日
在瑞士洛桑重启，伊朗核问题六国均派代表参
加。当天上午，扎里夫就和克里举行了约两个
半小时的会谈，虽然取得了部分实质进展，但
在重要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

4月2日，经过马拉松式艰难谈判，伊朗核
问题谈判终于达成框架协议，各方对限制伊朗
核设施规模、分布等具体事宜做出约定，提出
国际社会帮助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方案，同时
承诺将终止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
裁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制裁决议。这
一协议的达成，扎里夫功不可没。

未来仍是未知数

“扎里夫有独特的能力来架起两个世界间
的桥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卡
里姆·萨迪加布如是说，“他或许是唯一一个能
定期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双方都进行会面的人。”

回到德黑兰后，扎里夫对哈梅内伊的支持
表示感谢。不过，哈梅内伊表示，他对伊核谈判
取得的最新进展持谨慎态度。他说，伊核问题
谈判现有进展既不能保证各方达成最终协议，
也不能保证谈判能够走到终点。他担心，参加
谈判的西方国家“会在细节问题上让伊朗落入
陷阱”，并强调，“只有通过细节才能看到核谈
判的总体走向。”

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取消制裁是签署最
终核协议的前提。目前，尽管框架性协议已经
达成，但伊朗和美国在对一些问题的解读方面
尚存争议，包括取消制裁的速度和范围。

与会各方正在为6月30日的最终协议做准
备。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言语温和、结交广
泛、能言善辩的扎里夫能否创造外交历史？

对于扎里夫个人来说，扮演这样的角色，
是一个外交官终生都在准备完成的事业。

扎里夫

82岁的吉索米娜

金尼萨·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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