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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朝鲜日报》3 0日报
道，因被质疑在入学程序上存在
问题，韩国三星电子副总裁李在
镕的儿子29日主动从泳熏国际中
学退学。近来在韩国闹得沸沸扬
扬的这起“名校入学舞弊案”，终
于有了个说法。

作为韩国第一大企业副总裁
的公子，上个贵族学校竟然还要
走后门，按说这事儿本身就够匪
夷所思了。而此次当事人主动退
学，恐怕也让更多中国人看不
懂——— 要知道，此事虽然在韩国
引起了广泛争议，但究其实，质疑
者们本来很缺乏决定性的证据。

虽然身为富二代的李在镕之子申
请“社会关怀对象”似乎有些说不
过去，但人家申请的理由“单亲家
庭”确也属实。至于在面试中被打
了满分的问题，就 更 好“ 解 释 ”
了。面试获满分者又不只他一
个，如果梗着脖子一口咬定这位
贵公子就是在面试中以其超凡
魅力倾倒了考官，公众恐怕也拿
当事者没半点办法。再说本就是
家族企业的三星公司又不是政
府部门，压根儿没有责任为这种
无法坐实的事情向公众负责。算
来算去，李在镕之子的不打自
招，无异于“倒持太阿，授人以

柄”，把本来捕风捉影的事情搞
成了供认不讳的弊案。

解释韩国这位“富二代”退学
的动机似乎很困难，你说当事者
觉悟高吧，可他身为社会顶层的
幸运儿却非要挤占“社会关怀对
象”的生存空间，这事儿确实是够
损的；但若说如此不打自招也算
缺德，那些死不认错的丑闻主人
公又算什么货色呢？

其实，在韩国，这样“不好懂”
的事情很多。记性好点的中国人
也许还能想起卢武铉因“黑金事
件”(贪腐)跳崖自杀的事。且不说
当时案件尚在调查中，就算真的

结案，肯定也罪不至死。而1988年
辞任的另一位总统全斗焕，在位
时以铁腕著称，最终却主动放弃
权力走上审判台。无论卢武铉还
是全斗焕，细说起来都是标准的

“不打自招”。
韩国人的“不打自招”，根源

在于“耻感文化”，说得通俗点就
是“要脸”。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
韩国人对“脸面”有着近乎疯狂的
挚爱，很多人调侃韩国人夸大历
史、爱整容、韩剧中俊男美女之多
和生活水准之高更是脱离现实，
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些正是韩国人
在乎他人感受的表现。对他人感

受神经质般的敏感，让丑闻缠身
者没有办法顶着汹汹物议装聋作
哑。

可以犯错甚至犯罪，但当错
误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就一定要
为之负责——— 这就是“耻感文化”
的精髓。

比之于明明早已真相大白、
还非要觍着脸“将辟谣进行到底”
的无耻之徒，韩国式“不打自招”
简直该算“正能量”了。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离开俄
罗斯不久，4月份安倍晋三即携20

多亿美元的经济合作项目访问俄
罗斯。在习近平访问非洲三国后，
日本外务省官员即毫不避讳地表
示，在联大事务中，与中国争夺非
洲众多的选票至关重要，并表示6

月1日将在横滨举行第5届非洲开
发会议。5月下旬李克强总理刚结
束对印度的访问，安倍又同到访
的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了首脑会谈
并发表联合声明。国际舆论普遍
认为，为了和日益增长的中国国
际影响力相抗衡，日本的外交方
向始终紧追中国的脚步，每当中
国领导人出访后，日本都竭力淡
化中国的外交成果。那么，对日印
首脑会晤中“将进一步稳固和加

强日印间的全球性战略伙伴关
系”的声明，当作何解读？

日本和印度于2006年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此番双方的上
述声明将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
在此仅举两例即可“窥斑见豹”：
一是重启始于2010年6月、已举行
过3次正式磋商并因福岛核事故
中断的核能协定谈判；二是定期
举行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
联合演习。

首先，印度计划2020年之前建设
18台核电站机组。这对日本是一个
巨大诱惑，因为它或将给日本带来
约9万亿日元的商机。按世界著名原
子核物理学专家、东京大学前校长
有马朗人的说法，日本出口核电既
可以维持自身的核电技术，还可以

在经济上获益。而在印度看来，按辛
格的说法，“我们在海洋安全方面有
共同利益，也都面临着能源安全的
挑战。两国经济之间存在极强的协
同增效效应。”除了能源领域外，双
方的合作还包括地铁、高铁在内的
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对印开发援助
和扩大在印投资等。在经济合作领
域，日本对印度做“加法”意味着对
中国做“减法”，这种“减法”对中国
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须未雨绸缪，
加以防范。

其次，印度在提升其军事实
力的同时，一直寻求加强与日本
的关系。据《今日日本》5月29日报
道，辛格公开表示：“印度与日本
关系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彼此
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因为我们视

日本为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不
可或缺的天然伙伴。”双方还商
定，除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
军频繁实施定期联合演习外，为了
不与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相抵
触，日本考虑将使海上自卫队的
US-2水上飞机先转为民用后再出
口。与之相应的则是，中印边界迄今
仍未正式划定，今年双方还在边境
地区“帐篷对峙”。历史上因边境冲
突引发的战争，迄今印度军方仍耿
耿于怀。《印度时报》5月2 7日报
道，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27日声
称：“印度能够保护国家利益。印
度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印度。”

但是，我们并不能依此判定
印度将和日本联手围堵中国。首
先，尽管中印之间存在分歧，但随

着双方达成“中印互不构成威
胁”、“中印的共同点远远超出分
歧”、“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平等协
商”三点共识，两国关系仍在向前
发展。其次，据《印度时报》报道，
最近印度国防部的报告强调：“在
西藏和新疆地区快速的基础设施
建设，极大提升了中国军队针对
印度的投射能力，并提升了他们
的整体战略和作战灵活性。”中国
实力，印度岂敢小觑？最后，去年
中印仅双边贸易额就约760亿美
元，较之前上升约30%。求同存异
符合印度国家利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关注
日印如何强化“全球性战略伙伴关
系”是必要的，但不必担忧日本拉印
度围堵中国的图谋能够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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