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2013年5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尹明亮 美编：许雁爽 组版：庆芳

世界

安倍“拜鬼”，

为何缅甸不生气

阿根廷“200年时间胶囊”完成
内含人类DNA及12TB多媒体数据，200年后重见天日
┬本报特约撰稿 张亚东

经过八万名志愿者长
达三年时间的搜集和积累，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市的“200年纪念时间胶
囊”终于在阿根廷国庆日前
全面完工。预计在近两百年
后的2210年5月25日，胶囊
里面的内容才会重见天日。
届时，将是阿根廷独立400
周年纪念日。

据了解，这个时间胶
囊呈圆柱形，两头略尖，长
度为 2 . 1米，直径为 1 7厘
米，为了能在长达两个世
纪的时间里保证其内部完
好，胶囊表面还覆盖了一
层厚重的钛金属全封闭外
壳。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
有超过80000名当地志愿
者搜集了无数的数码纪念
品：数码照片、音乐视频、
个人传记日记等。最后，这
些多达 1 2 T B的数据信息
以蓝光光盘的方式保存在
胶囊里。其中最为特殊的
是，当地还有1 2名志愿者
捐 献 出 了 自 己 完 整 的
DNA样本，以供后人研究
人类自身的变化。除此之
外，市政府还搜集了不少
树 木 的 种 子 放 在 胶 囊 之

中，供给未来的植物学家
研究。

活动组织方介绍说，刚
开始这只是布宜诺斯艾利
斯市的一个社区组织自发
的活动，想让两百年后的子

孙后代了解我们现代人的
生活是什么样的。虽然都是
一些属于个人的零碎数据
信息，但对于两百年后的人
类来说，现在留下的这笔丰
富遗产算是研究我们这个

时代生活的无价之宝。通过
互联网平台的宣传，后来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个
项目感兴趣，最终，市政府
和当地艺术博物馆牵头进
行了这个浩大的工程。

谷歌用气球争“地盘”
为欠发达地区建无线网络，瞄准广告“潜力”

据新华社电 最近，美
国谷歌公司拟在非洲撒哈
拉以南和东南亚地区建无
线互联网网络，所用技术手
段包括“无线气球”。信息技
术行业分析师认定，这家

“硅谷”上市企业有意拓展
空间，争抢市场地盘。

提及谷歌“新动作”，美
国媒体无多“非议”。

确实，全球范围内，以
地域衡量，超过半数区域和
人口现在没有因特网接入
点，谷歌介入，提供资金、参
与设立和帮助运营无线网

络，看似“好事”。
技术层面上，谷歌打算

采用一些“非常规”手段，其
中之一是建造所谓“高纬度
平台”，即启用卫星和气球，
发射无线因特网信号。

依照美国《个人计算机
杂志》月刊记者戴维·墨菲
25日解读，这种技术手段并
不是由气象卫星承载常规
无线信号路由器，在几百平
方公里范围内实现无线信
号覆盖，而会启用为电视频
道预留的无线电信号波段，
可望穿透地面建筑墙壁、传

输更远距离。
在美国南部至少一个

区域，谷歌正投入资金，建
光导纤维网络，以高速网络
介入因特网接入服务市场。

谷歌以搜索引擎起家，
如今涉足软硬件，多数涉及
移动信息终端，看似不向用
户收取费用，实际运营收入
依赖于应用软件所附广告。

它一段时期以来在美
国和欧洲遭受因特网接入
服务商异议，即借助OTT手
段盈利过程中动用这些服
务商提供的“渠道”，却从来

不与这些渠道“分利”。它于
是着手自建网络，在美国本
土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抢占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先机，避
免与接入服务商再起争议。

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
佩奇先前声称，推广无线网
络出于“非营利目的”。只
是，《华尔街日报》推断，谷歌
向欠发达地区扩张无非是促
使更多人使用这家企业的产
品；在网络接入从无到有的
地区，谷歌任何进取都是“成
就”，可以转化为广告“潜
力”。

25日正在缅甸访问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门
抽出时间参拜“第二次世
界大战阵亡日军墓”。此举
引发在缅华侨、二战老兵
和中韩两国的极大不满。
不过耐人琢磨的是，作为
东道主的缅甸对此却几无
反应，无论是政府官员还
是民间学者，即便偶有批
评之声，也都无一例外“不
愿公开姓名”。

对于想要在缅甸实现
淘金梦的日本来说，首相
时隔三十六年首次访问，
意义之重大不言自喻。安
倍即便再右翼，好歹也是
在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的
政客，如果参拜日军墓地
会引发东道主反感，也不
会挑这个时间去触霉头。
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唯
一的解释只能是早已料
定此举不会引发缅方的
厌恶之情。

事实上，缅甸对二战
中日军的认识，从该墓地
之所以能存在本身就能
看出些端倪。在缅的日军
墓多年来受到当地民众
的保护，因而得以存留至
今。此举也许可以解释为
缅甸民族不计前嫌、尊重
死者。但让中国人心里不
免有些疙疙瘩瘩的另一
个事实是，同样是埋骨缅
甸的中国远征军，其墓地
却早在多年以前就被缅
甸官方夷为了平地。

缅甸和其他东南亚
国家对二战中日本的认
识，其实远比大多数中国
人想象的要复杂。缅甸的
国父昂山将军，在其争取
缅甸民族独立的过程中，
为赶走英国殖民者，曾与
打着“大东亚共荣共存”旗
号的日本长期合作。他曾
接受日本培训，并率领“缅
甸独立军”与日军并肩作
战，击败了驻缅英军和中
国远征军。更鲜为人知的

事实是，装备精良的中国
远征军之所以在第一次入
缅作战中伤亡惨重，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被当地缅族
人看做了英国殖民者的帮
凶。昂山将军虽然在日本
军国主义行将覆灭的最后
时刻最终反正，但无论他
麾下的武装部队，还是围
绕在他周围的政治精英，
都受到了日本深刻的影
响。很多缅甸人更是在日
据时代才逐渐坚定了民族
独立的意识。这段历史造
就了缅甸人对日本复杂的
情感。安倍参拜日军墓地
后立刻会见缅甸反对党领
袖、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
素季，很难说不是瞅准了
这张“旧情牌”。

其实，不仅是缅甸，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等很多东南亚国家多位
国父级的民族独立英雄
都曾与二战中的日本渊
源颇深。日本在占领东南
亚期间，尤其是在太平洋
战争的前期，曾向东南亚
国家提供了大量投资和
技术援助，并宣传所谓

“亚洲价值观”，有意培
植当地民族独立运动势
力。时至今日，仍然有不
少东南亚的政治精英对
日据时代抱有相当的好
感。而这些，也时常成为
日本右翼分子否认侵略
历史的借口之一。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
中的侵略行为，客观上加
速了东南亚民族独立的
进程，这当然是一则极具
讽刺感的历史误会。但在
安倍政府频繁向东南亚
各国示好的当下，只有充
分正视这个误会留下的
遗产，对东南亚国家在自
己国情基础上的历史认
知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才能看清安倍政府的棋
路，下好这局包围与反包
围的棋。

“200年时间胶囊”启动仪式。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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