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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向中国靠拢，西方别吃醋

11月30日至12月3日，由中
联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
素季11月30日起应邀访华出席
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缅甸政府11月27日宣布昂
山素季访华行程时，缅甸国防
军总司令敏昂莱刚刚结束对中
国为期6天的访问。这轮缅甸军
政高层密集访华，引发国际舆论
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

中缅作为拥有深厚传统胞
波情谊的邻国，两国高层互动
一直较为密切。2016年3月30日
民盟政府上台后，昂山素季作

为民盟主席和国务资政兼外
长，分别于2016年8月访华、2017
年5月访华出席“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此次中国之
行是她上台后第三次访华。

民盟政府上台次月，王毅
外长就率先到访缅甸；2016年9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访
问缅甸；2016年10月底，缅甸国
防军总司令敏昂莱访华；今年4
月，缅甸总统吴廷觉访华；今年
8月中联部部长宋涛访问缅甸。
此外，去年11月，中缅外交和国
防“2+2”高级别磋商首次会议
在缅甸举行。

昂山素季这一次访华之所
以备受关注，缘于今年8月下旬
发生的缅甸若开邦罗兴亚问
题。当时，与孟加拉国相邻的缅
甸若开邦的警察哨所遭罗兴亚
武装组织袭击，缅甸军队和警
察与之发生激烈交火，缅甸政
府随后展开了对罗兴亚武装组

织的清剿行动。受此影响，当地
有超过60万罗兴亚人逃到孟加
拉国，由此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导致缅孟两国龃龉不断。

自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赢
得大选上台执政以来，缅甸与
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美
国历史性地解除对缅甸的经济
制裁，西方多国政要到访缅甸，
昂山素季也成了美欧国家的座
上宾。但罗兴亚问题的发生打乱
了缅甸政府的阵脚，也撕下了西
方国家的面具。缅甸政府和军方
的做法招致西方国家一边倒的
批评和谴责，作为民盟政府的实
际领导人，昂山素季这位西方眼
中昔日的“民主斗士”成了众矢
之的：美国、欧盟甚至联合国纷
纷发声指责昂山素季政府践踏
人权，昂山素季的母校牛津大学
撤下了她的画像，牛津市更是撤
销了其“荣誉市民”称号。美国国
务卿蒂勒森甚至批评缅甸军方

和政府在处理罗兴亚问题上等
同于“种族清洗”，明确表示将研
究重新对缅甸实施制裁。

此时，对缅甸政府处理罗
兴亚问题的立场持一定程度理
解的中国，让缅甸军政领导人
发现，还是中国靠得住。

中国不仅没有像西方国家
一样隔岸观火横加指责，还在
10月派出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
特使孙国祥访问缅甸会见昂山
素季和敏昂莱，在充分了解情
况的基础上发挥调解作用，为
解决罗兴亚危机提出了“三阶
段”解决设想。

11月18日至19日，王毅外
长又先后访问孟加拉国和缅甸
进行穿梭外交，协调两国在处
理罗兴亚难民问题上进行磋
商，11月23日两国就罗兴亚难
民遣返问题签署谅解备忘录。

中国在缅甸这场危机中展
现出的积极姿态和卓有成效的

斡旋，无疑是为饱受西方指责
与制裁威胁的缅甸政府和军方
雪中送炭。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敏昂莱11月27日就在社交媒体
脸书上就罗兴亚问题向中方表
达了感谢之情，同时，他还提到
对“一带一路”倡议充满期待。
想必昂山素季访华期间，也会
与中国领导人就罗兴亚问题的
后续处理、两国关系、经济走廊
建设等议题进行沟通和磋商。

“缅甸向中国靠拢”，西方
媒体如此评价罗兴亚危机后缅
甸外交的新动向，可见其没少
吃“酸葡萄”，可这些“酸葡萄”
都是西方国家自己种下的。中
缅关系本身就具有传统友谊，
两国又互为邻国，“远亲不如近
邻”，更何况事实证明西方国家
这些所谓“远亲”在关键时刻并
不靠谱。在缅甸政府和军方心
中，谁是真朋友，谁是假仁义，
早就有数了。

“电子溜号”真让社会生产力下降了？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你
有没有发现自己花在手机上的
时间越来越多了？吃饭时，很多
人边看手机边吃；上下班的公
交车和地铁上，不少人在用手
机聊天或看视频。有时候家里也
经常发生这样的场景：家人人手
一个手机，互相之间反而不怎么
说话。这些可能只是生活中的小
插曲，但如果你在工作时还对手
机念念不忘，老板可能就会找你
麻烦了，因为这说明你在不知不
觉中进行了一次“电子溜号”，
影响了工作的生产力。

“电子溜号”这个听上去很
新奇的词，来自英国媒体11月
26日的一则报道。英国《星期日
泰晤士报》网站报道称，英国英
格兰银行资深分析师达恩·尼
克松说，随着智能手机应用渐
广，人们在上班时查看无关网

站和应用的时间增加，就会发
生“电子溜号”，甚至会导致整
体生产力下降。

尼克松在一则发布在英国
银行内部的博客上写道，过去
１０年间，欧洲国家的生产力增
长明显萎缩，这一趋势和智能
手机销量的大幅增长成正比。
根据他的研究，自从2008年金
融危机后，员工每小时的生产
力几乎是一条平直的线，而且
英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已经开始
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而就在这

几年间，智能手机的生产开始
激增。因此他得出结论，越来越
多的职员在工作时花过多时间
查看社交网站个人账户内容，
这种“电子溜号”现象正在影响
社会的整体生产力。

报道说，以前人们将生产
力不再提升归咎于管理者、缺
乏技能和新技术等，但实际上
应该为此“背锅”的是智能手
机。研究显示，一旦手头工作被
打断，每名办公室职员平均需
要花25分钟才能重新集中精力

工作。还有数据显示，工作日下
午２点到６点期间，购物网站访
问流量最大。尼克松还警告说，
一些手机应用令人“上瘾”，会

“劫持”人们的注意力：“一天之
内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多了，
这一天都是注意力不集中的。
如果你因为外部刺激而分心
了，你的思想也都散了。”

对于智能手机让人分心的
说法，马来西亚《星报》网站也
在11月29日做了一篇更加详细的
报道。《星报》援引一份2013年的
调查结果称，人们平均每天会查
看手机150次，几乎每6 . 5分钟就
会查看一次。最近的另一项研究
显示，智能手机用户每天差不多
要在手机上花费2 . 5个小时。

《星报》的报道说，“注意力
危机”可能是当今时代最严峻
的问题，而且该报道引用了一
张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佩恩
表，用更直观的方式证明了生
产力增长和智能手机销售的趋
势。在佩恩表中，自2007年以
来，生产力增长从1%开始下
降，一度降到了负值；而全球智
能手机的出货量则从几乎不存

在，增长到了近15亿部。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0年以后
的某个节点开始，生产力增长
的数值开始增加，从负值重新
回到了正值。

可见，在一段时间内，生产
力的增长确实在随着智能手机
的出现而下降，但目前已经呈
现出了增长的趋势。智能手机
的普及，并非一无是处。

《星报》的这篇报道承认，
智能手机所带来的注意力不集
中确实会对生产力造成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的信息
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是一个非
常宏观的话题，它当然会促进
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以前人们
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找
到的资料，现在只要在网上搜
索一下就能获得。

实际上，看了这两篇报道，
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智能
手机对生产力的影响，主要反
映在智能手机分散了人们的注
意力上。如何应对“电子溜号”，
如何不被手机分散注意力，是
智能手机使用者面临的问题，
而不是智能手机的错。

马克思出身报社编辑，他
写的文章其实颇善“怼人”，最
为著名的“惊天一怼”，莫过于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的那句名言：“一切伟大的世
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
两次。当它第一次出现时，是一
桩悲剧，当它第二次出现时，是
一桩闹剧。”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的，是
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
（即拿破仑三世）在法国登基称
帝。正如伟大革命导师所言，这
一幕确实带有强烈的模仿秀气
质，因为在48年前的1804年，同
样是在12月2日这一天，拿破仑
一世加冕为法兰西皇帝。

这个路易·波拿巴与大名

鼎鼎的战神拿破仑一世之间究
竟有啥关系呢？这说起来可有
点复杂。从父系那边论，拿破仑
三世得叫拿破仑一声“二大
爷”，因为他的父亲是拿破仑一
世的亲弟弟；但从母系那边说，
他的母亲又是拿破仑的继女，
所以拿破仑一世又成了他的

“继姥爷”。好在西方人不怎么
讲究辈分关系，要不然这种又
是大爷又是姥爷的亲缘关系，
光听听就够乱的。我们姑且还
是把这位路易算作拿破仑的侄
子吧。

身为拿破仑侄子的路易·
波拿巴从小就有一种“舍我其
谁”的使命感，把复兴拿破仑家
族和法兰西帝国作为自己的人
生追求。而他追求复兴的方法
也很奇葩，那就是疯狂对拿破
仑本人搞“模仿秀”，以便让法
国人认为他真的被自己的二大
爷“灵魂附体”了。

比如说，在1836年，路易来

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在一群死
忠粉的帮助下，走到一群炮兵
中间发表演讲，号召士兵们起
来推翻现政府，拥护自己上台。
仅仅几个小时后，警察就把他
当疯子带走了，并在不久后把
他赶到了美洲。

还有一次，他从英国租了
一艘汽船，让自己的几十个随
从穿上军服，在法国上岸后，这
几十个人胡乱开了几枪，宣布

“起义”，并模仿拿破仑百日复
辟的行为想要“进军巴黎”。不
到几小时，当地治安官员又把
这伙人全部抓获，路易·波拿巴
这次被判处无期徒刑。

可以看得出，凭借路易·波
拿巴对他二大爷的拙劣模仿，
就是搞上一百次政变也不会成
功。可到了1848年，革命之火席
卷欧陆，法国当时的政府被推
翻，刚从监狱中越狱出来的路
易看准时机，在巴黎大量散发
印有他本人和拿破仑形象的火

柴盒。这些形象宣传起到了出
人意料的好效果，病急乱投医
的法国人民真的信了他的宣
传，路易·波拿巴很快当选议
员，过了几年又竞选总统成功，
成为法国历史上的首位总统。
又过了不久，路易干脆学他大
爷发动政变，把自己从总统变
成了皇帝。

到此为止，这似乎是一个
有志青年不断创业并最终完成
自己梦想的故事，但正应了马
克思的神预言，这事儿终究是
一出闹剧。由于路易·波拿巴是
借着他二大爷的名号变成拿破
仑三世的，所以他登基后法国
上上下下都热盼着他打仗，但
拿破仑三世又深知以法国当时
的国力这仗打不起。于是，他就
秉承“老大打谁我打谁”的战
略，专注于跟在当时的世界霸
主英国人屁股后面捡漏，相继
参与了打沙俄（克里米亚战争）
和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获

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最后，当
碰上不得不面对的强敌普鲁士
时，他的帝国被打得头破血流。
普法战争后，拿破仑三世被迫
下台，他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
束了。

有历史学家分析说，拿破
仑三世的执政能力其实不差，
尤其是搞经济很有一手：正是
在他的执政期间，法国完成了
工业化，国力迅速成长，今天巴
黎那宽敞整洁的街道网就是他
执政时期奠定的。可以说，在经
济建设方面，路易·波拿巴甚至
超过了他所崇拜的拿破仑本
人。

如果路易·波拿巴在当选
总统后能放下幻想，脚踏实地，
他本可以以“法兰西首任总统”
的名义在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
的精彩一笔，但很可惜，他偏偏
选择做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成
为拿破仑”的梦想一度成就了
他，但最终又毁了他。

拿破仑三世的人生模仿秀

在办公室里刷手机已经成为很多职场人士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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