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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纪事

美“朱姆沃特”舰：

海上幽灵
本报国际观察员 尹明亮

最近，美国第二艘“朱姆
沃特”级驱逐舰“迈克尔·蒙苏
尔”号开始铺设龙骨，这种被
称为“人类战舰史上的一次大
革命”的海上幽灵距形成战力
更近了一些。

作为美国在21世纪最先
进的战舰，“朱姆沃特”级驱逐
舰从一开始便吸引着人们的
目光。正如美国各式智能隐身
飞行器引领飞机潮流一样，

“朱姆沃特”驱逐舰也引领着
海洋战舰的新趋势：高度智能
化、舰体隐身化、人员最少化。

集众多先进设计于一身
的“朱姆沃特”级驱逐舰特点
明显，与美国现役最先进的

“阿利·伯克”级“宙斯盾”驱逐
舰相比，尽管没有装备美国最
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但
并不影响它的先进性。

事实上，虽没有宙斯盾系
统同时处理上千个目标的能
力，但“朱姆沃特”级有更强的
跨平台信息整合、作战能力，
其装载的Akcita作战系统，整
合程度与自动化程度远比宙
斯盾系统要高，在整个船舰的
寿命周期中都只需要一人操
作整个火炮系统。正是高度的
智能化，“朱姆沃特”级的舰载
人员也降到了最低，其舰载人
员目标是减少到125人，与“阿
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上345

人的人员编制相比，少了将近
三分之二。

之所以成为幽灵，或许更
多还是因为“朱姆沃特”级驱
逐舰出色的隐身性能。“朱姆
沃特”级驱逐舰的外形十分奇
特，没有旗杆，没有天线杆，甚
至没有闪烁信号灯，宛如行驶
在大洋中的一个幽灵。而这也
恰是“朱姆沃特”级驱逐舰隐
身性能的体现，虽然体形比

“阿利·伯克”级大40%，但是
雷达反射面比一条渔船还小。

有分析人士认为，“朱姆
沃特”级驱逐舰一旦服役并参
与作战，这种海上幽灵也必将
如F-117、F-22等隐形战机一
样，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震
撼。而事实上，“朱姆沃特”级
主要面向对陆攻击的功能定
位本身也体现了美国海军巨
大的优势：当今世界，已没有
哪国的海军能在大洋上成为
美国海军的对手。

《波茨坦公告》，
是共识不是谜语
□本报记者 王昱

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访问德国波茨坦会

议旧址时发表讲话，强调了

《波茨坦公告》的重要意义，

并称“日本必须归还所窃取

的中国领土”。该讲话后，中

国外交部和日本官房长官菅

义伟就《波茨坦公告》、《旧金

山和约》等连续进行了几个

回合的辩论。而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珍·普萨基5月30日接

受中国记者采访被问及《波

茨坦公告》时，也顾左右而言

他，拒绝对其法律效力进行

定义。

作为订立二战后亚太地

区秩序的基石，《波茨坦公

告》本来是白纸黑字的共识。

然而现在，它似乎变成了一

个谜语，不仅日本歪曲它，订

立它的主导者之一美国也拒

绝对之进行解释。

《波茨坦公告》，究竟是

不容置疑的共识，还是任人

随意解释的谜语。了解了它

的前世今生，就不难做出解

答。

波茨坦会议旧址。

大西洋宪章

“永久和平”的梦想

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
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一艘军
舰 上 会 晤 ，签 署 了 一 份 联 合 宣
言———《大西洋宪章》。在当时法西
斯最为猖狂的时刻，《大西洋宪章》
却在用胜利者的口吻规划着未来
和平世界的蓝图。两国在宪章中保
证：两国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他
方面的扩张，不希望看见任何与人
民意志不符合的领土变更。更重要
的是，在战争后的世界里，两国认
为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有机
会在同等条件下发展，而无任何歧
视，并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必须
放弃使用武力”。

与当时世界的黑暗相比，这份
宪章光明得有些不切实际。然而，
这份看似“不着调”的宪章实则反
映了罗斯福等人的深谋远虑。当时
美国的国力已经远远超过德日等
法西斯国家，一旦美国参战将毫无
疑问地赢得这场战争。所以，法西
斯的兴起只是一时之痛，如何反思
一战战后和平秩序建立失败的教
训，建立“永久的和平”才是长远之
计。

一战后的巴黎和约仅让人们
享受了20年和平的原因是，其体现
的依然是旧式战争后“成王败寇”
的思想。战败的德国在新建立的国
际秩序中成为二等公民，领土被分
割，人民被离散，故而总想打翻身
仗。用刀剑获得利益最终会被刀剑
夺回，而在这你来我往的争夺中，
世界将永无宁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斯福的
药方是希望二战后对世界格局的
分配尽量平等，达到惩罚侵略者目

的的同时，不让战败国感受到太多
的不公，以当地民众意愿而非国家
实力划分国界。这一计划一直被贯彻
到了二战后联合国的理念之中，造就
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和平——— 至少，
直到新的问题出现为止。

开罗会议

埋下隐患的疏忽

旨在建立永久和平的《大西洋
宪章》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二战
后秩序一旦确立，再想像过去那样
用枪炮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将不再
那么容易，这意味着二战中盟国召
开的协商订立战后秩序的历次会
议至关重要。

但是，1943年11月，当蒋介石
前去埃及参加开罗会议时，他显然
没有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充分
的认识。11月23日晚，蒋介石携其
智囊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罗
斯福突然提出了一个出乎蒋介石
意料的问题：“琉球系列许多岛屿

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用不正
当手段抢夺该岛的……贵国如想
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
理。”蒋介石对此问题毫无准备，考
虑了一会儿，回答：“琉球在历史上
同朝鲜一样只是中国藩属国。我觉
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
两国共同管理为好。 ”

此回答被罗斯福认为是中国
不想要琉球群岛的表现，在两天后
再次提出时得到类似的答复后，罗
斯福放弃将琉球交给中国的想法。
故在会议之后的开罗宣言中仅要
求日本“放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后，在太平洋上夺占之一切岛屿。
并将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
等归还中华民国”。

波茨坦公告

宣告的是胜利也是和平

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承诺
了二战中战胜国对战败者的处置
态度，1943年的《开罗宣言》细化了

反法西斯国家对日本的具体要求。
《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对以上两项
宣言的追认与重复，它既重申了

《开罗宣言》中日本需归还中国领土
的主张，同时也承诺，日本一旦“依据
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
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盟国军队即
行撤退，不对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提
出其侵略所得之外的领土要求。

由于《波茨坦公告》是对《开罗
宣言》的追认与重复，当年蒋介石
放弃对冲绳的领土要求为日本在
钓鱼岛问题上的诡辩提供了空间。
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依据

《开罗宣言》它当然应被归还给中
国，但由于在地理上其离冲绳列岛
更近，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钓鱼
岛问题出现争议之前，美国一直将
之作为冲绳的附属岛屿进行“托
管”，后又随冲绳一起交给日本进
行管理，这让钓鱼岛问题成了一个
难解的死结。

在钓鱼岛这个死结面前，我们
如何重新认识《波茨坦公告》的精
神呢？如上所述，二战战后体系分
配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史无前例地
打破了历次战争后“成王败寇”的
思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战败国
领土的尊重。面对这样一个算得上

“仁至义尽”的分配制度，作为战败
国的日本应当知恩，用尊重他国领
土的态度回报二战中盟国对其权
益的尊重。而今天，日本却为了非
法窃占钓鱼岛不惜破坏这来之不
易的和平，此种行径，已然是对波
茨坦公告精神的背离。

《波茨坦公告》，是一份共识，
而不是一个谜语。它宣誓的是盟国
的胜利，更是对和平的追求。谁为
了一己私利的领土野心破坏这一
追求，谁就是对这份公告、对二战
战后成果的可耻背叛。

波茨坦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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