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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刺杀的凯撒与易碎的共和

乌克兰、泰国、委内瑞拉，连
日来，从世界不同地方传来的动
乱与政变之声不绝于耳。在这些
冲突中，对抗双方大多都打着维
护共和制度的旗号，要想搞清楚
如此乱象是如何产生的，回顾世
界史上第一场类似的政变就显得
十分有意义。下周3月15日，是凯
撒遇刺的纪念日，公元前44年的
这一天，这位鼎鼎大名的罗马最
高独裁官，被反对他的元老们以

“维护共和”的名义在元老院中乱
刀刺死。

在当时全世界最繁荣、最文
明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里，平素
很有修养的元老们，用街头小混
混打架的方式，残忍杀死了由他
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执政官，是什
么让凯撒如此招恨呢？这个问题
从凯撒被刺死那天起足足打了两
千年的笔墨官司。一派的观点是，
凯撒通过笼络暴民的方式攫取独
裁权力，破坏共和制度。而另一种
观点则将凯撒描绘成了一个为民
众利益而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政
治家，最终因为惹怒了既得利益
集团而被杀害。

凯撒究竟是个独裁者还是个
改革家？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先要
了解当时罗马的社会状态。作为
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国”，罗马共
和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之精妙，让
今天许多国家都为之汗颜。然而

“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随着领土

的不断扩张，大量奴隶的使用让
自由农纷纷破产，加上无良的罗
马贵族们经常趁着平民服兵役时
强行收购他们的田产，大量失地
的罗马公民不得不涌向大城市讨
生活。到了共和国晚期，罗马在强
盛繁荣的同时，贫富差距急速拉
大，当时罗马城几乎就是一个由
少数贵族和数十万“罗漂”组成的
大火药桶，而凯撒则成为了引爆
火药桶的那个火星。

在通过军功获得了执政官地
位后，凯撒在执政期间所做的事
情 基 本 上 可 以 总 结 为 一 个 循
环——— 推动不合法却有利于平民
的改革，获得平民的支持；利用平
民的支持攫取更大的权力；再用
更大的权力推动更大胆的改革。
由于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螺旋
上升的，判断凯撒的最终目的到
底是权力还是改革，就变得十分

困难。不过，无论目的是什么，凯
撒的这种玩法，无疑彻底颠覆了
罗马共和国赖以存在的那套权力
体系，说他扼杀了共和制度，的确
没冤枉他。而凯撒所使用的这种
手法，后世确实被很多野心家奉
为攫取独裁权力的不二法门。

然而，指责凯撒的人往往忽
略的一点是，这套手法之所以成
为可能，正是因为貌似正义的共
和体制内部已经积聚了极大的不
公平。如果没有几十万的罗马平
民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如果不
是罗马贵族们为一己之私将法律
已经玩弄得完全丧失了权威，凯
撒和他的后继者们根本不可能找
到足够的“重力势能”将共和制度
一举击碎。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们再看
一看凯撒葬礼时的情景吧，反对
凯撒的元老们当天发表了长篇演

讲，苦口婆心地提醒民众们，反对
暴君、维护共和是罗马共和国的
立国理念，民众们却不为所动。相
比之下，凯撒的副手安东尼的演
讲简洁却高效——— 他只是宣读了
凯撒的遗嘱，在这份遗嘱中凯撒
赠给每个穷苦的罗马平民一笔
钱，并将自己的花园开放共有。这
份简单的遗嘱胜过了贵族们的千
言万语，民众们最后一次被凯撒

“收买”，掀起了一场要求严惩杀
人凶手的暴动，所有凶手都在之
后的三年内被杀，而罗马的共和
体制也在这场内乱中烟消云散。

当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在民
众心目中的分量已经抵不过一笔
小钱或一座花园，这个国家的确
是没有什么必要存在下去了。终
结罗马共和国的人不是凯撒，而
是这个国家因两极分化而早已被
撕裂的共识。

乌乌克克兰兰乱乱局局下下的的网网战战喧喧嚣嚣

3月6日，乌
克兰南部克里米
亚自治共和国议
会通过决议，决
定以联邦主体身
份加入俄罗斯联
邦，并把有关该
自治共和国未来
地位的全民公投
由本月30日提前
至16日。

至此，始于
首都基辅去年11
月的和平游行，
在蜕变为国家分
裂的道路上又迈
出了一大步。虽
然事态如何发展
暂时不得而知，
但 局 势 演 变 至
今，除了内部原
因和大国博弈，
现代网络尤其是
社交媒体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也不
容小觑。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3月10日—3月16日）

本报记者 王昱

社交网站联系群直播游行示威

比对2004年的“橙色革命”与
眼下持续的乱局，不难发现，大众
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在乌克兰
政局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太
一样。

2004年，人们从媒介获取延
迟且有限的信息。而现在，人们不
仅能实时接收信息，还可以提供
信息。这些信息经由大型网络分
享平台得以快速传播。

去年11月21日乌政府宣布暂
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当天，
一部分年龄介于20岁至30岁的基
辅大学生和工薪阶层开始在社交
网站脸谱网上发帖，称他们打算
去市中心的独立广场抗议。

从11月22日到30日，这些去
独立广场和平游行的示威者在脸
谱网上积极地建立交流群，邀请
网络上的朋友加入。

随着示威的持续，这些社
交网站上出现了固定且大规模
的联系群，比如“急救欧洲迈
丹”、“正义部”、“乌克兰革命欧
洲迈丹”等，并有专人维护和扩
充群员。

这些群接收群员发来的文字
和图片，几乎实时直播示威游行，
并且集中传播对他们立场有利
的事件。另外，示威者还可以利
用推特，实时发送主观性极强
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有专人
把推特上散播的文字和照片通
联至脸谱网，增强互动和现场感
以及真实感。

例如，有个基辅女大学生发

了一张自己被“金雕”特种部队和
警方攻击的照片，配上“我想，我
快要死了”的文字，立即被各大网
群病毒式传播，顿时民愤四起。

当然，支持乌政府的人在发
起示威的同时，也在这些社交网
络上建立相关的群，比如“抵制迈
丹”和“‘金雕’，乌克兰长治久安
的堡垒”等。

另外，示威者还把大量现场
视频分享至“Youtube”平台。这些
视频质量肯定不及专业摄像机的
作品，但数量大、距离近、现场感
强，浏览量过万稀松平常。

相比之下，乌政府在这一方
面逊色很多，政府只是不断声明，
称警方有权依法自卫，但从大部
分视频里，网民看到更多的是警
方殴打示威者的场景。

有意思的是，乌政府部分高
官倒是频繁在“脸谱”上发布信
息。拿已辞职的前总理阿扎罗夫
来说，他在2月14日当天，更新了
30次帖子，阐述他对构建稳定国
家的态度，并积极与网民互动，仅
第一条帖子，就收获了1400多个

“赞”。只是，就在情人节这天，发
布完最后一条帖子“谢谢所有人，
周末愉快，诸事顺遂”之后，他再
也没有更新脸谱网。

而主要的几个反对派领导
人，除了前段时间“重出江湖”的
季莫申科，都少见在社交网络上
活跃。他们更多的是经由旗下的
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和电视台，传
播对他们有利的信息。

俄乌及西方主流媒体各说各话

当然，网络战不仅限于
乌克兰政府与示威人群。现
阶段，更多的网络战发生在
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西方各
大主流媒体之间。

俄罗斯方面，主流媒体
报道重点放在亲俄克里米亚
政府已经掌控了局势；俄罗
斯政府尊重克里米亚人民的
决定；越来越多的乌克兰部
队向俄罗斯投诚；大批量乌
克兰民众涌入俄罗斯，显现
人道主义灾难迹象。另外还
有两点，即俄罗斯多次表态，
乌克兰现政权不具合法性，
而俄罗斯有权在乌克兰动用
武力，只是暂时不想，也没有
侵略乌克兰。

另外，俄主流媒体近期
开始不断主动出击。3月5日，
俄新社播发了一条关于爱沙
尼亚外长佩特与欧盟外交和
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通
话遭泄露的报道，抓住对话
中有关基辅冲突中出现狙击
手的内容，以指认欧盟方面
早就知道狙击手不一定来自
亚努科维奇政权，却故意隐
瞒。6日，各大俄罗斯主流媒
体 再 次 就 狙 击 手 议 题“ 开
火”，一是责问基辅现政权在
狙 击 手 议 题 调 查 上 的 不 作
为，二是严厉谴责西方国家

“明知不问”，搞双重标准。
乌克兰方面，则是不断

经由国内媒体以及西方主流

媒体渠道，向外传递三点信
息：现有政权合法；否认军队
大规模倒戈，俄罗斯正在入
侵乌克兰；请求国际社会制
裁莫斯科。

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则
连篇累牍地报道克里米亚气
氛 紧 张 ，已 经“ 到 了 战 争 边
缘 ”，俄 罗 斯 正 在 入 侵 乌 克
兰。尽管普京几天前首次就
乌克兰局势公开表态时就已
经说得很清楚，克里米亚局
势目前稳定，俄罗斯没有必
要出兵，即便他已经获得议
会上院批准。

而当下中国国内的部分
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通常
跟着西方媒体走，唯路透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马首是瞻”，
播发的不少“短平快”消息都
没有得到相关官方核实。

前几天我在乌克兰采访
时，国内的一些朋友给我发
微信，提醒我注意安全，说克
里米亚已经打得一团糟，而
我正在克里米亚当地的同事
却告诉我，克里米亚局势稳
定，民众日常生活基本没有
受到影响，市政公交商铺运
转正常，更没有出现所谓的
交火或对峙，倒确实有些和
平集会。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
能到现场获取第一手信息，
只是，孰真孰假，不可偏听偏
信。

俄罗斯军队进驻克里米亚半岛，亲俄民众与俄军装甲车合影。 一名乌克兰女子拍摄贴在窗户上的被解职总统亚努科维奇的通缉令。

□本报特约撰稿 蓝迪 发自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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