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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纪事

日本防卫省日前正式宣
布自卫队新一代反潜巡逻机

“川崎”P-1开始装备部队，让
这种一直在低调中研发的战
机展现在了阳光之下，日本
加强军事装备力量，尤其是
针对周边国家进行军事部署
的战略也再次浮现。

实际上，在P- 1曝光之
前，日本已是仅次于美国的
世界第二反潜强国，日本海
上自卫队拥有数量高达1 0 0

架的P-3C反潜机机群，也组
建了空中、水面、水下立体的
反潜体系。

与购自美国的P-3C相
比，P-1在性能上有了很大提
高，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先进
的反潜机型之一，与P-3C装
备螺旋桨发动机不同，P-1装
备4台涡扇发动机，最大速度
超过900公里，巡航速度也超
过830公里，巡航高度可达到
1 . 1万米，在续航能力和飞行
高度方面，P-1是P-3C的1 . 3

倍，从日本基地起飞最远可
到马六甲。此外，P-1在世界
范围内首次使用新型光纤控
制系统，在电磁脉冲和核爆
破作用条件下，新型系统的
稳定性更强，效率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先
进的性能相比，P-1最大的特
点便是日本完全自主研发生
产，而且在研发中，P-1还有
个“双胞胎”兄弟 C - 2 运输
机。许多专家对日本自主研
制P-1反潜巡逻机提出了一
些质疑，认为其价格与美国P
-8基本相当，性能在一些方
面还稍逊一筹，从日本军备
的传统来看，购买美军装备
更合算。但实际上，日本军方
拒绝美国向日本供应P-8新
一代反潜巡逻机，而完全自
主研发P-1反潜机，这背后恰
恰是日本工业界日益膨胀的
野心和日本力图实现军队正
常化的一个方向。

专家分析，P-1反潜巡逻
机的研发和装备，其针对性
都十分明显，机上不仅装备
各式反潜武器，还带有攻击
水面舰艇的反舰导弹，再加
上其广阔的作战范围，P-1已
经不是单纯地应对外来威
胁，而是已经对周边国家构
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P-1的速度快、航程远、
滞空时间长，从冲绳起飞，P
-1可以将作战半径延伸到中
国黄海以北海域，也可以在
中国钓鱼岛上空滞留6个小
时以上，形成对相关海区不
间断地控制。机上装有日本
自行研发的光波探测器和红
外线深海探测器，对中国近
年来装备的大潜深潜艇的形
状、声响特征和性能有着更
好的判别能力。

日本防卫政务官左藤章
甚至公开表示：“鉴于中国船
只侵犯尖阁诸岛 (即中国钓
鱼岛)附近日本领海等事态，
形势愈发严峻。相信P-1将为
确保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安全
发挥核心作用。”

日P-1反潜机，

周边新威胁
□本报国际观察员 尹明亮

“鹰”或“鸽”，这不是问题
□本报记者 王昱

继有“中国鹰派”之称的几
位解放军将校进驻微博引发网
友围观之后，近日，媒体对于中
国鹰派的讨论，再次将公众的视
线聚焦在这个多数人还很陌生
的词汇上。或许，对于正在发展
中的中国来说。对“鹰”与“鸽”的
纠结是早晚要度过的一段“青春
期”。然而问题在于，当下的国人
对于这一问题，正如青春期的孩
子对于爱情一样，探讨的热情有
余，却认识不足。

利剑还是橄榄枝———

发展的难题

利剑与橄榄枝，哪一种对一
个正在成长中的国家更有“营
养”？相对于这个古老的命题本
身来说，“鹰派”与“鸽派”的称呼
显得十分年轻。19世纪初，走过
了立国前期那段风雨飘摇岁月
的美国终于站稳了脚跟，有了一
点心思打量一下它所立足的这
块美洲大陆。它发现，自己急需
的生存空间已经被老牌帝国主
义国家们占满了。新生的美利坚
该怎样劝动这些老牌帝国们为
自己腾出地方？议员们成天在国
会吵吵着到底该用枪还是用钱，
于是“鹰派”与“鸽派”这两个名
词，在双方夜以继日的掐架中诞
生了。

这样一个诞生背景，注定了
“鹰派”与“鸽派”与早他们二十
年诞生的另一对双胞胎———“左
派”与“右派”相比，有着根本的
不同：其一，“鹰派”与“鸽派”只
涉及对外方针的不同，而不讨论
国内事务。其二，也是更为重要
的一点，“鹰派”与“鸽派”归根结
底只是手段之争，最终目的统一
于国家的发展，而不像“左派”和

“右派”那样有着目的的分歧。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

途。着重定义手段而非立场的特
性，决定了真正的智者往往在

“鹰”和“鸽”之间变换自如。孙子
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
伐兵，最下攻城。”这样的论述似
乎属于一颗鸽子的头脑，然而

“千里破楚、五战入郢”的战绩却
展示了雄鹰的铁腕。

与“鹰派”和“鸽派”同时代
生人的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个人
物，从学生时代起就热衷于打架
的他，就任普鲁士宰相后用铁血

缔造了德意志帝国。晚年的俾斯
麦却游走于欧洲各国之间大搞
和平外交。年轻气盛的德皇威廉
二世很不喜欢老宰相的新政策，
终于在1890年俾斯麦独揽朝纲
26年之际炒了他的鱿鱼。

说说这位德皇威廉二世，由
于先天发育不全，他的左手严重
萎缩，被称为海豹手。贵为一国之
君的他对此很忌讳，所以现存的
所有照片和画像中，我们都只能
看到他右臂向前的侧身像——— 而
且，为了强调自己孔武有力，这只
右手往往紧攥着拳头。这个动作
与威廉二世的对外方针无意中不
谋而合，这位29岁就登基的德皇
对外似乎也永远只会展示他挥舞
拳头的那只手。这样的政策最终
引来了覆灭德国的一战，有兴趣
的读者可以找来一战时双方参战
国数量对比图看一下——— 平心而
论，一个国家人缘能混得惨成这
样，真是不容易。

其实，战与和的尺度，不仅
威廉二世拿捏不清，就算是玩惯
了外交手腕的大英帝国也曾阴
沟里翻船。一战之后，英国人惊
奇地发现自己虽然打赢了战争，
国际地位却不升反降。痛定思
痛，英国人决定改改过去一语不
合就抄家伙的臭脾气。不料人算
不如天算，一心想做和平鸽的英
国偏偏碰上了法西斯德国。当绥
靖主义引来的战争终于无可避
免时，丘吉尔正在议会里不留情
面地讽刺着即将卸任的张伯伦：

“在战争与屈辱之间，你选择了
屈辱。而你将来还是要选择战
争！”不过讽刺归讽刺，二战过
后，日不落帝国还是日落西山
了。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
不可不察也。然而，究竟该如何
在利剑与橄榄枝之间取得平衡？
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会诞生孙武
和俾斯麦那样的天才。战与和的
抉择中，无数的国家折戟沉沙、
强国梦碎。

“问答无用”———

撕裂共识的亡国之音

1 9 3 2年5月1 5日，深夜，东
京。

当他一脚踹开客厅的拉门
时，青年发现被称为“国贼”的老
者端坐在榻榻米上喝着茶，没有

表露出丝毫的惊奇。“把鞋脱了
吧。”老者开口说道，仿佛在招待
久等的客人。“请坐，好好谈谈的
话，你会明白的。”看他愣神，老
者接着说道。他彻底慌了，眼前
这个和善的老者，是长官对他描
述的那个“卖国贼”吗？

正迟疑间，后面的同伴冲了
进来。“废话什么(问答无用)，开
枪啊！”不等他反应过来，同伴照
着老人当胸就是两枪。声音惊动
了正在楼上休息的老人妻子，赶
来查看的她看见血泊中的丈夫
惊呆了。

年轻人对着这副场景顿觉
无言以对，这时，从小受到的礼
仪教育起了作用。“对不起，打扰
您休息了。”年轻人本能地鞠躬
说道。

上述的场景发生在日本“五
一五事变”中，那个看起来既普
通又有些“文艺”的青年是一位
日本少壮派军人，而那位老者是
时任日本总理大臣犬养毅。当天
夜里，包括他在内的数名日本高
官遭杀害，罪名是一样的：“软弱
卖国”。

二战中日本为何会对美宣
战是一个谜，美国人口是日本的
2倍，钢产量是日本的5倍，国民
收入是日本的 7倍，煤炭也是 7
倍，汽车产量是80倍，造船是200
倍。就连东条英机也私下里对心
腹佐藤贤了说，对美作战是取死
之道。但日本最终还是滑向了战
争的深渊，原因何在呢？

“五一五事变”中，少壮派军
人的那句“问答无用”道出了其
中的玄机。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
鹰派与鸽派完全无法交流的社
会。由于当时日本军人一般自幼
就进入军事教育体系培养，他们
完全无法理解穿西装的外交官
们的思维方式。这种不解在他们
的军事化头脑里迅速地被异化
为敌我矛盾，而对于敌我矛盾，
这些武士后裔们的解决方式是
简单而粗暴——— 肉体消灭之。

从“五一五事变”到“二二六
事变”，一批又一批相对温和的
政治家被干掉，当日本面临对美
开战的抉择时，已经没有人敢说
软话了。

既然示弱有生命危险，那就
一条路走到黑吧！向着万劫不复
的地狱。从犬养毅的“有话好好
说”被“问答无用”的一声枪响打
碎之后，日本的覆灭就注定了。

左墙定律———

覆灭源于沟通障碍

什么是左墙？一个醉汉从酒
馆里踉跄地走出来，他右面有一
道沟，左面有一堵墙。他随机地
向左右迈动步子，他会掉到沟里
吗？如果时间足够长，会的。因为
醉汉如果移动到墙边就不能再
向左走，因此他只能累加向右移
动。天长日久，总有一个时刻，他
会栽进沟里。

左墙定律的模型解释了大
多数国家在强硬与怀柔的选择
中所以会惹下大祸的原因。威廉
二世的穷兵黩武、张伯伦的绥靖
政策、旧日本少壮派的问答无
用，形形色色的鹰派和鸽派虽然
观点迥异，却都在同一个问题上
犯下了错误。那就是他们偏执于
自己的观点，而对来自另一端的
声音筑起了一堵墙。屏蔽了一种
声音的社会必然会向着另一个
极端疾驰而去。而无论在过分的
强硬还是过分的怀柔的顶端，都
存在着一道导致国家覆灭的壕
沟。那些给国家带来祸患的“鹰
派”和“鸽派”们，其失败的根源
其实不在于他们的观点，而在于
他们的偏执，源于他们的时代因
共识被撕裂而建起的“左墙”。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看“鹰
派”与“鸽派”的发源地——— 美
国。在国会中的“鹰派”与“鸽派”
刚刚分席而坐的时候，它还只是
个只有十三个州的大西洋边的
小国。短短两百年里，购买路易
斯安那、美墨战争、西进运动、购
买阿拉斯加、美西战争、一战、二
战。在一次次选择中，这个国家
似乎有一种智慧，总能把对外政
策软硬拿捏得恰到好处。美国的
智慧仰赖的并非俾斯麦那样的
天才，毋宁说这样的天才从未在
美国诞生过。美国依靠的是它的
鹰派与鸽派之间充分的争鸣与
讨论，依靠的是它立国以来从未
被撕裂的共识。

今天，美国的鹰派与鸽派们
依然端坐在国会里，如两百年前
一样，谁也没有消灭谁。分席而
坐的他们争吵着、妥协着，如振
动的两只翅膀，推动着他们的
国家从一个外敌林立的小国一
飞冲天，飞上了世界头等国家的
宝座。

●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鹰派与鸽派完全无法交流的社会。由于当时日本军人

一般自幼就进入军事教育体系培养，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穿西装的外交官们的思维

方式。这种不解在他们的军事化头脑里迅速地被异化为敌我矛盾。

●那些给国家带来祸患的“鹰派”和“鸽派”们，其失败的根源其实不在于他们

的观点，而在于他们的偏执，在于时代的共识被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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