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领导导人人的的存存在在感感可可不不是是白白刷刷的的

普通人每天刷朋友圈的一重
含义是告诉大伙：“我刷故我在。”
各国领导人也是人，他们也需要时
不时地刷刷存在感，只不过除了玩
玩社交媒体，他们刷起存在感来，
方式方法更高大上。而且，他们想
表达的也绝非“故我在”这么简单。

18日的黑海海滨，给了63岁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位硬汉乘坐一艘潜水器，下潜至
83米深的海底。玩潜水对他来说已
不新鲜，开飞机、玩赛车、骑马、柔
道、狩猎、垂钓，这年头拼“综合素
质”在普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这次普京潜水地点值得

玩味——— 克里米亚的黑海海滨。
放在之前，到这儿玩耍算出国游，
如今这里是俄罗斯的“自留地”。
普京此次前往克里米亚，主要工
作是主持召开国务委员会主席团
会议，讨论俄罗斯旅游业的发展
问题。同时，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也
在克里米亚出席一个青年论坛。

这已是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之
后，普京第三次前往这里出席活动
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克里米
亚刷存在感，实乃有意为之，不断
强调和强化俄罗斯对这块土地的

“主权”。附带着，择机继续对内对
外展示自己的硬汉形象。

再看他的搭档梅德韦杰夫，虽
然没在克里米亚玩潜水，但却在当
地表示，有意于近期访问与日本存
在领土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

“北方四岛”）中的择捉岛，去出席
一个青年论坛。

对俄方这一举动，日本自然很
不爽。但由于“北方四岛”处于俄罗

斯实际控制之下，它也奈何不了俄
罗斯领导人的访问。如同普京到克
里米亚站台一样，梅德韦杰夫等俄
高级官员时不时地到日俄争议岛
屿刷存在感，无疑是在对日表明

“这地儿我控制，来去我随意”，在
解决领土争端中不断强化主动权。

63岁的普京到克里米亚的时
候，65岁的印度总理莫迪正忙着访
问阿联酋。这是印度总理34年来首
访该国，也是莫迪去年5月上任后
首访中东国家。

就在出访阿联酋前两天，莫迪
还会见了伊朗外长扎里夫，承诺印
度会与伊朗共同开发察巴哈尔港。
扎里夫则表示，无法忘记印度在伊
朗困难时期提供的支持。到9月，莫
迪将在新德里迎接来访的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他还将于11月前往
土耳其参加G20峰会。今年晚些时
候，莫迪还将访问沙特。此外，印度
总统慕克吉将于10月访问以色列。
16日在阿联酋接受采访时，莫迪直

言海湾地区对印度的经济、能源和
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印度70%的油
气资源依赖进口，中东对稳定印度
的能源供应意义重大。同时，海湾
富油国资本丰富，这对急于振兴制
造业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但又缺
钱的印度而言，拥有巨大吸引力。

正如扎里夫在访问印度时所
言，印度是中东地区的重要玩家，
而这也符合莫迪上台以来大玩周
边外交的定位。莫迪近期频赴中东
刷存在感，除了推行既定外交方
针，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之外，深度
介入中东事务也可提升印度的大
国地位和影响力，这可谓历代印度
政府的“夙愿”。

再看看咱们“一衣带水”的邻
邦日本。一向行事低调的日本明仁
天皇，今年快被那位安倍首相“烦
死”了：由于安倍政权在右倾化道
路上狂奔不止，在这样一个特殊年
份，对历史问题遮遮掩掩，惹得邻
国和国际社会一片谴责声。

于是，明仁天皇发声了，而且
从年初至今，连发三声：今年1月1

日发表新年感言时说，日本应“充
分学习这场战争的历史，思考日本
今后走向”；6月3日为到访的菲律
宾总统阿基诺举办晚宴时说，“二
战期间，日美在菲律宾发生激烈战
斗，导致不少人丧生。这是日本人
必须以深刻的痛悔感长期铭记的
事，我向当时所有失去生命的人表
示最深的哀悼”；8月15日出席日本
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时发表致辞，

“在回顾过去、对先前战争深刻反
省的基础上，我殷切期盼战争惨祸
不再重演。”

明仁天皇怒刷存在感，而且在
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措辞一次比一
次深刻，在“8·15”追悼式上首次使
用“深刻反省”一词，无疑是在一次
次敲打安倍政权，同时尽可能为日
本在历史认识上挽回些许颜面。上
了年纪的领导人们，为了国家利益
也是拼了。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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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缩缩，，通通缩缩，，再再通通胀胀？？日日子子咋咋过过？？
□崔滨

眼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让外
国经济分析师越来越看不懂了。
11日，央行突然宣布进行人民币
汇率改革，进一步放宽对美元的
汇率浮动区间，使得国际汇市的
节奏被陡然打乱，不仅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连续3个交易日大幅贬
值，降幅创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的最大，连带马来西亚、哈萨克
斯坦等周边国家，都忙不迭下调
本国货币汇率。

尽管此后又有连续4个交易
日的上扬，但人民币兑美元还是
跌破了6 . 4：1的关口。要知道，去
年3月17日，央行同样宣布实行
类似扩大浮动区间的汇改时，市
场的表现可是十分淡定。《金融
时报》评价，中国政府这是在主
动进行货币贬值，以应对经济增
长放缓的挑战。

《华尔街日报》在看到7月
份中国各项经济数据后担忧地
分析，“PPI连续40个月下跌，制
造业疲软；股市低迷不振，央行
连续降息降准，中国正面临通
货紧缩的压力。”

但中国经济学家看到的另
一些数据，则让他们做出了截然
相反的结论，中国可能正处于下

一轮通胀的隐忧中。
比如，在猪肉价格强势上

涨中，7月份中国的物价指数创
下年内最高涨幅，让经济分析
师惊呼“二师兄，你是CPI请来
的救兵吗”？要知道，猪肉可是
中国人最重要的动物蛋白质来
源，每一轮价格调整都会带来
整体物价的波动。

另外，全中国最昂贵的生活
消费品——— 房子的价格，在连续
13个月下滑后，近期又连续3个
月上涨，代表中国楼市风向的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已然填
平了此前一年的降价波谷，重新

进入上涨区间。
这让《金融时报》用一个少

见的“再通胀”来描述中国经济。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再通胀”可
是一种在通货紧缩时期却存在
着隐性通胀的复杂经济状态。此
时的物价普遍呈抗跌性,且货币
运行与物价运行完全呈背离状
态。只要经济形势稍有回暖,隐性
通胀立马就会转化为显性通胀。

但这正是中国经济的现状，
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
强调了中国经济正处于同时应
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
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

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让中
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
制定充满了挑战。

连决策者都头疼不已，普
通百姓如何度日就更加复杂。
夹在通胀与通缩之间的“再通
胀”中，一边要小心地让资产保
值增值，对抗物价上涨；同时又
要谨慎地消费，以防真的进入
通缩，物价一路下滑，把自己的
投资套在山腰。

还好，《华尔街日报》以“中
国式通缩来袭”为名，向全球投
资者建议，在经济走向不定时，
现金为王永远是最优的选择，

“若出现通缩，银行利率就将为
正，可以把现金转变为存款；而
通胀时，价格上涨，则可以把现
金投入股票、房产等抗通胀产
品，保值增值。”

最富有经济衰退周期生活
经验的，非我们的邻国日本莫
属，在其长达近20年的经济通缩
日子里，日本人养成了谨慎消
费、注重储蓄，同时又积极寻求
投资渠道的生活习惯。但也许最
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日本人无
论何时都勤奋工作的积极态度，
毕竟和泡沫时代相比，钱赚得没
那么轻松了，哪怕是波澜不惊地
过日子，也要努力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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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囚犯一事没有受到白
宫任何压力，美国法律规定，国防
部长拥有批准转移关塔那摩湾囚
犯的最终权力。”

———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
卡特20日表示，他全力支持转移
关塔那摩湾的囚犯。

“现在很清楚，谁是敌人谁是
朋友。民盟将和朋友站在一起。”

——— 缅甸最大反对党全国民
主联盟总书记昂山素季18日暗
示，将与遭解职的执政党巩发党
主席吴瑞曼结盟。

“中国货币由于与美元挂钩，
已经升值很多，这给中国经济带
来压力。”

———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
17日在华盛顿参加讨论会时表
示，中国近期在汇率方面的举
措正在向让市场决定汇率的方
向发展。

“朝鲜军队预算为40亿美元，
韩国军队预算为300多亿美元。如
果朝鲜决定进攻韩国，那么显而
易见谁将获胜。”

———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朝鲜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叶夫根尼·
金18日表示，朝鲜声称其拥有独
特武器是政治高调。

“如果不能及时评估出后果，
美国就不应卷入国际冲突。并且，
美国不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
训。”

———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

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利益》杂志采
访时表示。

“今天的美国需要一位强有
力的领导人，杰布在担任佛罗里
达州州长期间经受了严峻的挑
战，实现了目标，他当选总统后也
会这么做，他将是一位了不起的
总统。”

———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日
为弟弟杰布·布什发出首封筹款
邮件，呼吁支持者为杰布捐款25

美元至100美元不等。这是杰布正
式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小布什首
度公开发声为其筹款。

“我认为，他（俄罗斯总统普
京）对奥巴马的厌恶影响了整体
关系。如果我胜选，那么我会跟他
处理好关系。”

“了不起的领导人，有人认为
她（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当今世界
上最聪明、最伟大的领导人，说这
话的人对她非常了解，跟她打过
交道。”

———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
人、地产大亨特朗普近日在接受
采访时称，能与普京搞好关系，赞
默克尔是最伟大领袖。

（赵恩霆 整理）

财富三明治

“8·12”天津爆炸案的硝烟，
引发国内关于消防员制度的讨
论。不少人介绍国外的各种消防
制度，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过，讨论者似乎很少想到这个
问题：如今世界各国种类各异的
消防制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说起来，消防队是一种伴
城市而生的产物。在房屋鳞次
栉比的街区里，一屋起火、延烧
百家，实在是毁灭城市的大杀
器。人类历史上第一支公共消
防队，就于公元前1世纪诞生在
人类史上首个人口超百万的城
市罗马城中，由大军阀克拉苏
自己掏腰包组建。不过，克拉苏
此举并非因为他是个大善人，

而是为了敛财——— 城里有人家
着火时，该消防队到达现场后
不是先灭火，而是找事主开个
极低的价格把其房产买走，由
于火灾如果不救横竖要把家产
烧没，邻居又在一旁施加压力，
事主往往会忍痛贱卖家产。一
来二去，这种消防队最终成了
其所有者压榨平民的手段。与
其说这是在消防，不如说是趁
火打劫。

古罗马式的消防队，虽然很
不人道，但直到近代保险制度成
形，人类才告别这种野蛮的消防
方式。不过，新的消防方式在我
们的观念里其实也未必接受得
了：1720年，伦敦火灾保险公司
组建了12支消防队。担心火灾的
人们可购买这家公司的火灾保
险，而保险公司则在买主的门前
镶上铭牌，一旦发生火灾，消防
员到场先看的不是火灾大小，而
是房主门前是否有铭牌，有就立

即灭火，没有则掉头就走。
这种消防队如果出现在中

国，可能会被指责为“灭绝人
性”，但英国人却不这么想。事
实上，正因英国人普遍能够容
忍这种“先看牌，后看火”的消
防队，消防公司才得以有越来
越多的盈利，开始培养终身从
事消防工作的消防员，欧美近
代的职业化消防就此起步。而
职业化的消防反过来又促使越
来越多的市民购买消防保险，
最终，当消防保险成为伦敦所
有市民的共识时，消防保险最
终被纳入伦敦市政税收体系，
伦敦消防员“看牌不看火”的消
防理念就此消失。

因为这段历史，英美等国的
消防员本质上并非公务员或军
人，而是公司职员。享受高薪的
他们因而具有高度的职业素养
和敬业精神。不过，时至今日，供
养这种消防队依然需要一笔不

菲的支出，对于那些没有对“未
雨绸缪”达成共识的社区来说，
以居民个人的形式购买消防保
险的情况仍时有发生。2010年，
美国田纳西州真就出现了消防
队因为居民未交保险而坐视大
火吞没其住宅的事件。对此，美
国社会主体却体现出了理解，正
如伦敦市民当年容忍“先看牌，
后看火”的消防员一样。

人类是渺小的，因此在灾难
面前，人类需要团结成一个群体
才能应对，而群体是需要共识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消防队正
是这种共识的产物，一个社会具
有什么样的共识精神，就会产生
什么样的消防队。因此，当今天
不少舆论在畅谈中国应该学习
西方职业化的消防理念时，有个
问题恐怕不得不问——— 我们的
社会，真的已经达成了足够的共
识，能够容忍一支“先看牌，后看
火”的职业消防队了吗？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始于古罗马的西方消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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