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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离散散家家属属团团聚聚，，朝朝韩韩关关系系的的长长线线坐坐标标

在经历去年中秋和今年春节
前夕的两次波折后，朝韩离散家
属团聚活动终于在本月20日至25

日分两批举行。进入新世纪以来，
朝韩双方陆续举行了17次离散家
属会面活动，这次是第18次，只是
相距上次团聚已经过去3年多。

相比外界经常提及的开城
工业园区，离散家属团聚地金刚
山较少被提及，但作为朝韩关系
晴雨表的作用，两者不相上下。
一定程度上说，起步于2000年的
离散家属会面要比2005年开始
运营的开城园区，更能反映朝韩
关系的紧张与缓和。换句话说，
若将开城园区定位为短期参考，
那么离散家属团聚能否成行可
被视为长期坐标。

其实，朝韩双方早在1 9 8 5

年就曾举办过一次故乡访问团
的互访活动，这可以算作南北
离散家属团聚活动的一个尝试
和雏形。不过，团聚活动真正开
始步入常态化，还要从2 0 0 0年

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柏
林宣言》算起。奉行对朝“阳光
政策”的金大中在宣言中提及
解决离散家属问题，得到朝方
积极回应。金大中与金正日当
年 6 月 在 平 壤 实 现 历 史 性 会
晤，两个月后，朝韩就实现了
离散家属第一次团聚。

自2000年到2003年金大中卸
任，朝韩之间实现了6次离散家属
团聚。接替金大中担任韩国总统
的是卢武铉，他延续了“阳光政
策”，2007年10月初，卢武铉跨过军
事分界线访朝，金正日则在平壤
亲自迎接。在金大中任内朝韩关
系缓和的基础上，卢武铉的5年任
期内，朝韩之间又实现了9次离散
家属团聚。

朝韩之间就离散家属问题的
积极互动，很大程度上是金大中、
卢武铉在任期间对朝缓和政策的
直接体现。虽然朝核危机也是在
此期间爆发的，但从根本上说朝
核危机还是朝美之间的博弈。朝
鲜一直要求与美国签订和约实现
关系正常化，但始终未能实现，因
此它发展核计划的最终目的很大
程度上是应对美国军事威胁。同
时，由于中国的积极斡旋，在金大
中和卢武铉任内，朝核问题六方
会谈较为有效地控制了朝核危机
的走向，使之并未影响到包括离

散家属团聚在内的朝韩交流互
动。

然而，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
离散家属团聚的次数在其任内锐
减至2次，自2010年11月后再未实
现团聚。这种局面一方面缘于李
明博一改前两任的对朝接触和缓
和，转而主张对朝强硬，另一方面
也由于朝韩之间在2010年3月和11

月先后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和延
坪岛炮击事件，导致南北关系一
落千丈。

2011年底金正日去世，金正
恩上台执政后，两次射星一次核
试验，进一步恶化了半岛局势和
南北关系。直到去年朴槿惠就任
韩国总统后，对朝释放出对话的
缓和信号，金正恩也通过新年致
辞等方式予以回应，虽然朝韩近
期仍不时爆发唇枪舌剑，但接触
的曙光已然显现，并最终促成了
此次会面活动。

从缓和到紧张，可以是一夜
之间的事儿，但要从紧张趋向缓
和，却不那么容易。朝韩之间虽
然在新领导人上任后释放出缓
和信号，但在诸如朝核问题、朝
美关系及驻韩美军等问题未获
进展的情况下，朝韩关系热络更
多地还得靠南北领导人的政策
倾向。这恰恰是离散家属团聚频
率和进展所反映出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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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面临着与前苏联
同样的厄运，正试图从我们的国
家逃跑。”

——— 塔利班组织在一份声明
中认为美国正在重蹈25年前苏联
败走阿富汗的覆辙。

“我是最后一位民选总理。”
——— 贝卢斯科尼如此评价意

大利总理换人。

“我真诚地建议他探访中国
的不同地区。北京不是中国的全
部，大城市也不能代表整个中
国。”

——— 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
辉建议其继任者鲍卡斯到中国多
走走，特别是要到偏远地区多看
看，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正在
发生的变化。

“全球变暖是和恐怖主义同
等重大的威胁，或许是世界上最
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就
全球变暖采取行动。

“尽管那些希望颠覆政府的
人希望我遭到指控，并面临下台，
我仍愿合作。”

——— 泰国看守政府总理英拉
2月20日为自己辩解清白，她表示
自己在政府收购和销售大米工作
中并无渎职行为。

“如果有人逾越界限，我们会
与欧洲盟友和国际社会一道追究
责任，这包括保证乌克兰军队不
要介入一系列可以交给平民解决
的问题。”

——— 美国总统奥巴马19日强
烈谴责乌克兰爆发的血腥冲突。

“朝鲜全体人民军官兵和人
民怀着崇高觉悟和高昂的爱国热
情忘我奋斗，将会把朝鲜建设成
为天下第一强国、人民乐园。”

———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致全国所有选民的公开信中说。

“首先，有点老了，不灵活了。
另外得开始考虑下胳膊肘了，还
有时偏偏在要发表国情咨文前，
可能鼻子却受伤了。”

———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参
加电视节目谈老龄化问题，感叹
自己已经“老了”。

(赵恩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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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日新闻》：

日韩对立让美国左右为难

美国政府的亚太路线如今
正 面 临 一 道 始 料 未 及 的 难
题——— 同盟国间的反目。日本和
韩国两国政府间持续不断的对
立令美国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
境地。日益紧迫的难题就摆在眼
前，可日韩两国还是背向而行，
这让美国政府越来越着急。就连
对奥巴马访问一事的态度上，日
韩竟然也能演出一场“争风吃
醋”的戏码来。日本以国宾待遇
盛邀奥巴马正式访问，而韩国就
算短暂停留也希望奥巴马能同
样来访。兄弟争宠的拔河赛中，
美国最终选择了“一视同仁”。

日本不应该拘泥于国宾待
遇这种礼仪形式。相比之下，日
本更应当关注的是美国方面的
担忧，即安倍政权围绕周边外交
缺乏细致缜密的战略规划能力。
一方面呼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
权以强化对美同盟，另一方面却
又做出动摇同盟关系的参拜靖

国神社之举，安倍的真实意图令
美国也深感捉摸不透。

尽管日韩的安全保障均
有赖于美国的保护伞，而保持
这个框架的强度，还是需要日
韩两国各自付出外交努力。日
美韩同盟不仅关系到三国本
身，还关系到整个东亚。日韩
两国政府都应该自觉意识到
这份沉重的责任。

点评：美日韩同盟之所以出
现如今的尴尬，说到底还是因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种种言行。
从对历史问题的狡辩，到意图修
宪行使集体自卫权，无不刺激着
韩国等亚洲邻国。希望韩国自觉
主动缓和，这显然是日本一厢情
愿。历史问题，尤其是慰安妇问
题不给出明确信号，韩国是不会
在韩日关系上松口的。朴槿惠不
能忽视奥巴马的压力，但同时更
不能无视国民意愿。

图上方英文意为“叙利亚
和谈”，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
代表举行谈判，而叙政府背后
的支持者是伊朗和“俄罗斯”，
叙反对派的支持者是海湾阿拉
伯国家和“美国”。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韩国《亚洲经济》：

韩剧掀起中国“炸鸡啤酒”热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风靡
韩国，同时在中国也引起巨大反
响，人气话题双丰收。不仅剧中
男女主角受到万千粉丝的追捧，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在中
国掀起了“炸鸡啤酒”饮食浪潮。

“下雪了，怎么能没有炸鸡
和啤酒？”剧中千颂伊的这句台
词如实地反映了韩国人的夜宵
文化。“炸鸡和啤酒”是韩国最具
代表性的夜宵食品。该剧播出
后，不仅引发影迷的强烈追捧，
包括范冰冰在内的众多中国明
星也纷纷发微博感叹“炸鸡和啤
酒在哪里”。此前，中国并没有

“炸鸡和啤酒”饮食文化，该剧播
出后，不少商家相继推出“炸鸡
和啤酒”，利润颇为可观。一部电
视剧影响如此惊人，竟能引发一
场空前的饮食新文化，不得不让
人瞩目。

无独有偶，几年前韩剧《大
长今》热播，曾在东南亚掀起韩

餐热潮，甚至在几年后的今天，
电视剧风潮虽过，但文化影响
犹存，各处韩餐店屡见不鲜，不
仅宣传了韩食，还为其争得了
良好印象。流行歌曲和影视剧
等基础韩流本身的影响也许只
限一时风光，但衍生效果———
生活韩流的价值则远大于前
者。

点评：虽然近年来韩剧风
头不如以往，但相比美剧、英
剧，韩剧以其独特的文化传播
方式易被国人接受。韩剧之所
以在中国大获成功，不仅靠帅
哥美女演员，更重要的是剧中
包括饮食、服装、社交礼仪等韩
国特色文化内容，能够引起中
国观众的新鲜感和文化共鸣。
更值得学习的是，韩国政府利
用韩流带动旅游、餐饮等产业
发展，提升国家知名度的同时，
建立了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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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层面的离散家庭会面

韩国政府和民间对朝支援及粮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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