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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浪漫，从“红桃K”开始

这几天，法国总统奥朗德与
他女友们间纠结的家务事，让世
界各地的小报们兴奋了一把，媒
体从路易十四、拿破仑数落到密
特朗、萨科齐，痛说法国领袖们的
滥情史，结结实实地调侃了一把

“法式浪漫”。其实，真要说起“法
式浪漫”，其历史可比这些报道数
落的要悠久得多，其“开山鼻祖”

甚至可以上追至法兰克王国的开
国皇帝——— 查理曼大帝。1月2 8

日，刚好是这位爷逝世1200周年，
我们不妨借此机会说说他的艳情
史，以及法国人的“浪漫精神”是
咋来的。

查理曼这个名字，对很多
中国人来说也许很陌生，但只
要你打扑克，他的画像你肯定
见过——— 扑克牌上四张老K，分
别代表西方世界四位最伟大的
君主——— 黑桃K是大卫王，梅花
K是亚历山大大帝，方片K是凯
撒，红桃K 就是这位查理曼大
帝。作为“名垂扑克牌”的君主，
查理曼是当之无愧的，正是他
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东征西讨，

把西欧天主教世界(当时大体也
就法德那点地儿)重新收拾成金
瓯一片。不过，扑克牌制造者在
给这位大帝作评价时，也没忘
本 着“ 狗 仔 队 精 神 ”娱 乐 了 一
把——— 红桃这个花色在牌语中
本就指“爱情”(所谓“桃色”即源
于此 )，如果你再细细比较一下
四个老K的形象，会发现其他三
位都是胡子拉碴的大叔，只有
查理曼是下巴溜光的(其实查理
曼真容也长胡子 )，一看就是个
花花公子。

之所以如此安排，设计者显
然是在调侃查理曼的私德——— 此
公一生中最喜欢干的事情，除了
打仗，就是不停地换老婆，光正妻

就换了五个，外加侍妾数名、绯闻
女友若干，这位爷追女孩的劲头
儿一点也不输给其治国安邦的抱
负。一直到58岁时，查理曼还笔耕
不辍地写情书，对象是东罗马帝
国女皇伊伦娜，而且其吃嫩草
的理由十分“伟光正”，中心思
想是这样——— 查理曼在信中耐
心地开导这位美女，说如今你
领导着东罗马，我重整了西罗
马，咱俩要是结婚，欧洲就统一
啦！为了百姓的安康、为了圣体
(指基督教会)的完整、更为了世界
的和平，你就嫁给我吧。

情书竟也能写得这么大义凛
然，也真算费了心了，无奈伊伦娜
女皇不仅美丽还很聪慧，回了个

“呵呵”之后，再没下文。
求婚虽然失败，但从这个故

事里，你可以看出一生戎马的
查理曼在追女孩方面是多么得
肯用脑，绝非只会用强的赳赳
武夫。在皇帝的带头示范下，他
高超的泡妞技巧开始被他的骑
士们所模仿，这就是后世所谓
的骑士精神，而这帮骑士的传
奇则成了“法式浪漫”的最初起
源 (“浪漫”一词的语源，即法语
中的“传奇”)。

所以，今天广大的光棍男青
年们，当你们决心开始玩浪漫、追
女神时，建议买副扑克，抽出红桃
K来好好拜一拜。扑克上的此公，
可是“泡妞学”的祖师爷。

同同盟盟的的边边界界
——— 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

本报记者 王昱

天上掉下个“干爸爸”

1901年年初，时任日本驻英
公使林董兴冲冲地给日本国内
拍了一张绝密加急电报。该电报
被立刻呈到首相伊藤博文桌前。
没想到，老首相刚看了电报一眼
就骂开了：“外务省人死绝了吗，
派了个‘八嘎’去当驻英公使。”

伊藤如此大动肝火，是因为
电报上就写了一句话：“请速速
检讨日英同盟的可能性。”

跟英国结盟？这是日本做梦
也不敢想的美事儿。大英帝国是
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可谓万事
不求人，怎么可能放弃其“光荣
孤立”的政策呢？就算英国想找
个小兄弟，又怎么可能看上日本
呢？要知道，日本当时还在为吃
饭问题发愁呢，论工业能力，连
个头等战列舰都造不出，放在国
际舞台上，连个二流强国都算不
上。所以，曾在英国混过多年的
伊藤博文想都没想，就把这封密
电扔一边了。

然而，世界还真就有这么疯
狂的事。看见驻英大使抛媚眼无
效，英国干脆自己上门来“提
亲”。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
正式在伦敦缔约。消息传回日
本，东京一片欢腾，市民们打着
灯笼彻夜游行。大作家夏目漱石
后来辛辣地讽刺说：“就好像佃
农家的小儿子，突然被过继给大
地主一样。”这话翻译成现代流
行语，就是“认了个干爹”。

“认爹”的兴奋劲儿还没过，
日本就立刻尝到了“拼爹”的甜
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英国
虽然表面保持中立，却全程为日
本撑腰，不仅第一时间给日本拨
了巨额贷款，还在沙俄波罗的海
舰队远征东亚的路上全程使绊
子。在“干爹”的全程陪护下，日
本竟然打败了看似不可一世的
沙俄帝国。

在整个英日同盟期间，日本
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以至
于在一战后一跃成为“五大国”
之一。然而，顺风顺水的日本自
始至终没有认真“检讨”过那个
基本问题——— 英日同盟的“可能
性”何来，世界首强为何如此青
睐日本？

半由天功半由己

在19世纪末西伯利亚旷野
上，西伯利亚铁路正在修建。这
条从莫斯科一路修到海参崴的
干线，使横亘在北亚的千里冻土
自此天堑变通途，沙俄下一步眼
看着就要把手伸向曾经遥远的
东亚。北极熊的这一谋划，可让
英国绅士们急了眼。要知道英国
在远东有巨大利益，那几年却偏

偏国力下降，正处于左支右绌犯
难之际。远东突然多了这么大一
个竞争对手，于是英国人开始琢
磨改改过去的“高贵冷艳”，在东
亚带个小兄弟。

从地缘政治上看，英国当时
的这一政策转向是一种必然。一
个以海权立国的霸主，当它面对
崛起的陆上新兴强国时，首先想
到的是沿着海岸线寻求代理人，
把潜在的竞争对手锁死在亚欧
大陆这个世界岛上。从这个角度
看，在东亚再没有比日本更合适
的“小兄弟”。这个国家仿若一条
链子，把东北亚内陆各国进出太
平洋的出口堵了个结结实实，是
海权霸主最完美的“防波堤”。所
以，无论当年英国主动找上日
本，还是今天日美关系“情比金
坚”，最大的因素都是地缘政治
作祟。

不过，玩惯了制衡战略的英
国人，最初设想是在东亚寻找一
对“小弟”，既能联合抗俄又可互
相制衡，让其在战略选择上留有
余地。英国当时对中国与日本是
一起“培养”的，这就是为什么北
洋水师军官们与日本海军同行
大都有同窗之谊，都曾拜在英国
的门下学艺。有时，英国甚至更
偏袒中国，一直到甲午战争中，
英国驻中国的舰队还将日本海
军的动向秘密透露给了北洋水
师。后来日军攻克威海，缴获这
些材料后，还抗议英国“偏心”。

甲午海战后，英国迅速将赌
注全部押到了日本一方。由此看
来，日本当年能获得英国的青

睐，与其今天在美国西太平洋的
众多盟友中能稳坐头把交椅一
样，可谓“半由天功半由己”。

“缰绳”转眼变“绞索”

不过，早已洞穿了日本野心
的英国人，更加明白饲虎应防
反噬的道理。英国人之所以放
心大胆与之结盟，是因为瞅准
了驾驭日本的一条缰绳，如果
日本尾大不掉，缰绳就立刻会
变为绞索。

这条缰绳就是“海权”，作为
跟日本一样的岛国，英国深知这
一地缘的劣势所在——— 与陆上
大国不同，岛国的图强首先需要
获得海外资源，其次还要有能力
将海外资源运回国内。这两个条
件中，后者其实更难达成。虽然
对于海权霸主来说，日本是理想
的盟友，但对日本来说，与海权
霸 主 结 盟 却 是 它 的 唯 一 选
择——— 除非它妄想自己成为第
一海权强国，而作为当时海上头
号强国，英国也只需防着这一点
即可。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读懂
英国为什么会在一战后转变自
己的对日政策，由之前的一味放
纵突然变成了闹着要分手。发生
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情节给了我
们很好的提示，该会议主要就签
了三个条约，其中，《四国条约》
是以英美法日协约为英日同盟

“安排了一场体面的葬礼”，而
《华盛顿海军条约》主要规定为：
美、英、日等国主力舰的总吨位

之比为5：5：3——— 可以说，正是
因为日本一战前后急速增长的
海军实力和海权野心，踩上了英
国的心理红线，让其十分干脆地
结束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参照英日同盟当年猝然而
至的分手，美国对安倍上台后的
提防就很好理解了。虽然在当前
国际环境下，美日同盟存在的前
提依然牢靠，但安倍在军事上
表现出的野心，显然让美国人
感到紧张。美国这个继承英国
衣钵的霸主，在控制日本的手
法上其实是相似的。日本是不
是有野心再次膨胀其军力，尤
其是海军实力？还会不会踩上
盟主为其设下的红线？这恐怕
是美国急于要弄清的问题，安
倍的野心有多大，将关系到美日
同盟的寿命预期。

与世界霸主结盟的方式有
两种，一种是一心一意谋发展，
待天下有变，突然抢班夺权，就
像当年美国跟着英国混一样；另
一种是甘当大哥的一块砖，哪里
需要哪里搬，就像今天英国跟着
美国混一样。百年以前，不信邪
的日本偏偏想走第三条路。二战
后日本人聪明了些，安倍的姥爷
岸信介就曾私下里训诫说日本
要效仿美国当年的战略，走第一
条路。无奈安倍掌权后却一再鼓
吹“夺回强大日本”，不知安倍所
谓“夺回”是想回到哪里。如果是
想备战扩军，效仿当年搞砸了英
日同盟的那批“前辈”，则不仅在
道义上当受谴责，在策略上，也
实在不及乃祖多矣。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1月27日—2月2日）

本报记者 王昱

自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去年12月26日参
拜靖国神社后，美国罕
见表态称“失望”。据

《华尔街日报》1月24日
报道，美国正寻求日本
保证安倍晋三将来不
再参拜靖国神社，并要
求他考虑重申日本此
前在二战问题上作出
的正式道歉。同一天，
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
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拉塞尔双双
奔赴日本，与日本政府
就当前局势展开协调。

美日近期的微妙
互动，让人们在其同盟
关系中，看出了一道若
隐若现的裂缝。美日这
对盟友，是否真的会

“友谊地久天长”？
回首百年前，日本

也曾与当时的头号强
国英国结盟。从日英同
盟的达成到破裂，其中
的种种细节，能够帮助
我们读懂日本与首强
间同盟关系的内在逻
辑。

在20世纪初的一幅德国漫画中，作者指出英日结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制衡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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