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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这个“局外人”为何也来南海刷存在感

3月20日晚，法国总统奥朗
德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
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
双方透露了一则消息，日本海
上自卫队将在5月份首次与法
国及美英两国一道举行四国联
合演习，地点是西太平洋地区
的关岛海域。为此，法国将派出

“圣女贞德”号直升机航母训练
舰队访问日本，该舰队预计将
于4月底穿越南海赴日访问。

这一日法两国防务领域的
动向，被日本媒体炒作成了法
国力挺日本介入南海局势。实
际情况是，法国军舰在过去两
年已经多次现身南海。

2015年4月，法国“拉斐特”

级护卫舰“阿克尼特”号访问马
来西亚；5月，法国“普罗旺斯”号
护卫舰与马来西亚海军举行反
潜演习；11月，法国“葡月”号护卫
舰访问越南并与越海军开展联
合搜救演习，同澳大利亚两艘护
卫舰在越南外海开展联合演练。

2016年5月，法国海军“拉斐
特”级护卫舰“盖普拉特”号访问
菲律宾，并高调加入当时正在南
海巡航的美军“斯坦尼斯”号航
母编队；同期，法国“西北风”级
两栖攻击舰“雷霆”号访问越南
金兰湾并开展联合演习。

这一年的6月，在新加坡举
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法国
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公开表示，要
推动欧盟国家海军力量协调一
致参加南海巡航，以确保欧洲在
该地区“常规和可见的存在”。

虽然法国嘴上说的是欧盟
国家海军力量，但环顾欧盟，有
能力又有“闲心”来南海转悠的
无非就是英法两国。现在回过

头来再看勒德里昂的这番话，
再放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
下，法国在南海时不时地出头，
大有在英国转身离开、德国受
历史因素束缚的情况下，由巴
黎代表欧盟独挑大梁的意味。

法国这个“局外人”积极介
入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亚太地
区事务，有多方面原因和考量。

从历史上看，法国曾是亚
太地区的重要一员。越南曾是
法国的殖民地，虽然法国人从
这里撤走已有数十年，但人走
心还在，法国目前是仅次于日
本的越南第二大援助国，越南
成为法国介入南海等亚太事务
的重要跳板。

此外，法国在印度洋和太
平洋拥有多处海外领地，大量
法国公民生活在这些地区，法
国为此还在西太地区派驻了有
限军力维护海外利益，显示其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奥朗德2012年就任总统

后，法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进一步加强。2013年法国与越
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
法国与菲律宾签署防务合作协
定。防务合作的另一面即为军火
交易，法国的“阵风”战斗机、潜
艇和战舰等均是其军备出口的
拳头产品。印度和澳大利亚分别
向法国订购了“阵风”和潜艇，而
意欲摆脱对俄罗斯或美国军火
依赖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等国，则是法国的重要
潜在客户。法国舰艇频繁到访，
也有向有关国家展示军力装
备、助推军火出口的意味。

奥朗德上任后，法日两国
建立起外长+防长的“2+2”会谈
机制，并在今年1月的第三次“2
+2”会谈中，双方就启动缔结法
军与日本自卫队物资劳务相互
提供协定的谈判达成一致。去
年，法国与日本签署的防卫装
备协定正式生效，两国军备研
发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另外，法国频繁到南海刷存
在感，还缘于其在外交领域的独
立性传统，以及固有的大国思维。
法国将自身定位为“有全球影响
力的大国”，从叙利亚危机到乌克
兰危机，都有法国的身影闪现其
中。尤其是奥朗德上台后，2013年8
月时任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东盟
秘书处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法
国也要转身亚洲”，2015年法国国
防白皮书中提出，“法国在亚太有
特殊的安全责任”。

不过，法国作为第一个与
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其对南
海问题的介入实际上是有限度
的，巴黎方面并不敢也不愿在
南海问题上触及中国底线。鉴
于中法之间业已成熟的政治和
经贸关系，法国军舰穿越南海
等行为料将不会对中法关系造
成实质性影响。对法国而言，无
论是穿越南海，还是与日美等
国在西太地区搞联合军演，象
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文莱王子择偶只要“真诚简单”？你可别当真

嫁一个帅气、多金、出身高
贵的王子，这种“王子与灰姑
娘”般的童话爱情故事，可能不
少女孩都憧憬过。最近，文莱王
子马丁的一条择偶标准似乎点
燃了全世界不少女孩的心：这
名在文莱王室中排行第四的单
身王子说，自己的择偶标准是

“一个真诚的人，简单就好，那
就是我喜欢的人。”

今年25岁的马丁王子可谓
集家世、才气、相貌于一身，是
文莱苏丹国王博尔基亚的第四
子，也是苏丹王位的第五顺位
继承人。据估计，博尔基亚的身
家高达200亿美元。

要说这位王子，那可绝对
是社交网络上的红人，马丁很
喜欢用社交媒体，也乐于在上面
晒出自己的生活。他的Instagram
账号有36万粉丝，上面不乏王子
和幼虎、幼狮等宠物的合照，还

有他身穿军装、骑马涉水、出席
会议、运动健身的照片。看得出
来，马丁王子热爱动物，喜欢运
动，身材更是相当有料。外媒甚
至写出了《马丁王子让人着迷的
八点》这种文章，看起来和咱们
中国的“迷妹”也没什么两样。

那么，到底是哪八点呢？
一、马丁王子有各种各样的制
服装扮，谁不爱穿制服的男人
呢？原来，马丁王子2011年毕业

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
院，穿军装的照片自然不少。
二、马丁王子的气质和电影《五
十度灰》中的男主非常相似。看
来，这种“霸道总裁”的风度，不
管哪个国家的女孩都很吃这一
套。三、马丁王子很爱自己的母
亲。一张王子亲吻母亲手的照
片显示，王子和母亲的感情十
分深厚。在接受采访时，马丁王
子也曾说过：“我有个大家庭，

但我和大哥还有两个姐姐最
亲，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做什么
事情都在一起。我有朋友，但我
不可能从家里走远，家人的爱
和支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四、
马丁王子喜欢小猫，也爱狮虎等

“大猫”。五、马丁王子勤奋好学，
本科毕业后仍不忘深造，2016年
获得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国际
研究与外交专业的硕士学位。
六、马丁王子的朋友，也都是帅
哥啊！七、马丁王子爱打马球，不
但热爱运动，还有一双大长腿！
八、马丁王子一张裸着上身骑马
的照片，“圈粉”了无数“迷妹”。
在那张照片中，王子上半身肌肉
紧实，能看出明显的胸肌，在夕
阳的余晖中侧脸格外精致，也
难怪外媒感叹道：“这就是迪士
尼童话中王子的翻版啊！”

如此一个迷人的王子，择
偶条件竟然只是“真诚”“简
单”，这足以让关注了王子
Instagram的女孩“蠢蠢欲动”
了。不过，想嫁给文莱的王子，
真的是平民家的女儿就能做到
的吗？不如我们先比较一下，看
看其他几位当年的“钻石王老
五”王子都娶了什么样的人吧。

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英
国的威廉王子。和威廉王子相
比，凯特王妃确实是“小家小
户”的平民出身，但要注意的
是，人家和王子相识于圣安德
鲁斯大学，这可是去年英国大
学排名第三位的学校，仅次于
牛津和剑桥。凯特王妃的父母
虽然没有什么爵位，但从小就
格外重视对女儿的教育，上私
立学校、培养优雅的举止和口
音、学习曲棍球、网球、滑雪等
体育运动……一样都没落下。
正是凯特王妃自身的优秀，才
能吸引来优秀的王子。

再说威廉王子的弟弟、去
年刚公开恋情的哈里王子，其
女友梅格汉·马克尔也不是一
般人。虽然梅格汉比哈里大三
岁，还因为拍电视剧时的大尺
度镜头遭人非议，但作为女演
员，梅格汉长相漂亮身材好不
说，还热衷慈善、喜爱运动，穿
衣品位和厨艺也是相当不错。

所以说，对于马丁王子的
择偶要求，你别太当真。但机会
总是垂青于优秀的人，不管是想
嫁入王室当王妃，还是想觅得佳
婿，好好提升自己总不会错！

在今天的世界上，单位
“米”已经成为运用最广泛的计
量单位之一。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单位其实非常年轻，它是
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而且为了
这个单位的制定，还造成了一
桩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1791年3月25日 ,法国国民
议会决定采纳只基于一个长度
基本单位“米”的计量制度。米
以及由它所衍生出来的公里、
公尺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米”的诞生在欧洲历史上
可是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欧
洲根本就没有特别准的固定长
度度量衡。比较通行的度量方
法，是将人一只脚的长度定位为
尺（foot）。可这个脚长到底是谁

的呢？16世纪时的德国人曾想过
一个办法，他们在某个礼拜日守
在某教堂，测量了头16个从教堂
出来的男子的脚长（理由是：这
些人是被上帝选中的），取平均
值得出了所谓的“德尺”。

这还算比较靠谱的方法，
至于流传至今的“英尺”就比较
扯了，英国人规定英尺以国王
的脚长为标准，可国王们的脚
大小不一。每换个国王重量一
遍？这日子谁受得了！所以到了
13世纪，时任国王的约翰在调
解手下封臣因此而起的土地纠
纷时，忍无可忍地在地上踩了
一脚，指着自己的脚印说了句

“都别争了，以后这就是一尺”。
此后的英尺就以约翰的鞋号做
了标准尺码，其脚印的倒模至
今仍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把国
王脑袋砍了，也不咋信上帝了，
再像以前那么个量法显然不合
适。于是，法国人决定玩个大

的：他们要将穿越巴黎的那条
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

（也就是北极到赤道距离的千
万分之一）定为一米。

以地球为标准，这下没人
有意见了吧？但问题是，地球到
底有多大呢？虽然18世纪末的
欧洲人已经对此有个大体的估
计，但精确数值还真没有。于
是，法兰西科学院派出了德尔
布朗和梅尚两位科学家，一个
朝南一个奔北，希望在法国两
端重新进行一遍精确的测量。

两位科学家这一路上走得
相当艰辛，那会儿正是法国大
革命中最为恐怖的“恐怖十
年”，社会极度混乱。往北走的
德尔布朗多次躲过暴民的追
捕，向南的梅尚更是被抓住过
一回，差点上了绞架，但是因为
有着“为世界制定新规则”的理
想召唤，两位科学家最终完成
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当他们回到巴黎时，已经

是拿破仑上台执政，拿破仑像
欢迎得胜归来的将军般为两位
学者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凯
旋式上，这位战神对两人脱帽鞠
躬致敬，并不无羡慕地说：“有一
天，我和我的将军们的胜利都将
成为过眼云烟，但二位的成就却
会永载史册。”拿破仑不愧为一
代英主，这话真的言中了。

故事到此，本来应该是个
喜剧。可惜的是参与测量的梅
尚是个太过认真的人，回到巴
黎后，他还拿着手稿反复演算，
结果发现测量可能有一点微小
的偏差。强烈的负罪感折磨着
这位学者，他整晚整晚失眠，精
神几近崩溃。为修正这个失误，
梅尚在两年后又自掏腰包再次
启程，结果积劳成疾，不幸病死
在半路上。深刻自责的梅尚在
遗稿中还在谈这件事，请求法
国人民和学院同僚们宽恕自己
的失误。

百余年后，人们通过卫星

精准测量，发现从地球极点到
赤道的经线其“理论长度”应为
10002290米，平均到每米，误差
只有0 . 02毫米。更为关键的是，
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现实中
的地球不是标准的正球体，以
梅尚当年所掌握的技术，其实
不可能得出完全准确的结果。
也就是说，梅尚对自己的苛求，
注定是一场无法成功的悲剧。

18-19世纪是人类历史最
昂扬向上的年代，那时的人类
如同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执着
地相信世界存在一个终极真
理，而且通过理性的思辨，我们
可以把握它。正是这种理想，才
有了梅尚的执着，也才有了科学
革命，但也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以
真理之名杀人的乱象，以及梅尚
客死他乡的悲剧。但如果没有那
份“年少轻狂”，人类同样也不会
迎来科学曙光——— 或许我们现
在还在用自己的脚掌，自说自话
地衡量着整个世界。

单位“米”引发的悲剧

文莱王子马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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