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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地爆发

反种族歧视示威

据新华社专电 数以千计的
示威者４月２９日走上美国多座城市
街头，抗议警方暴力执法和依照肤
色区别对待的行为。抗议的导火索
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名非洲
裔青年日前被警方逮捕后“非正
常”死亡。

在巴尔的摩的抗议规模最大，
数千名示威者涌上街头，其中大部
分为青年人。在一场主要集会中，
示威者从市中心行至市政厅，导致
这座城市的多个街区几乎瘫痪。

另一起抗议活动发生在巴尔的
摩火车站，示威人群中既有黑人也有
白人。法新社报道，大多数示威者为
中学生和大学生。一些抗议者挽着手
臂，高喊：“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不
消除种族主义者，就没有和平！”

一些示威者手举标语，上面写
着：“杀人的警察应被关进牢房。”

１９岁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学生乔纳森·布朗说：“我们抗议警
方的不公正行为，特别是在对待黑
人的时候。警方随意动武，我们需
要停止这一行为。”

除巴尔的摩外，纽约、首都华
盛顿、波士顿、休斯敦、弗格森和西
雅图等多座城市也出现了不同规
模的抗议活动。

美国监听计划

或受德国暗助

据新华社专电 德国一直把
自己刻画成美国监听行为受害者。
不过，德国媒体４月３０日报道，德国
其实也是“帮凶”，替美国情报部门
实施政治间谍活动，监听对象为欧
盟领导人和法国政府官员。

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德国
联邦情报局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
实施政治间谍活动，监听欧盟以及
邻国法国领导人的通话。具体监听
对象包括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法
国外交部和爱丽舍宫官员。

《南德意志报》说，德国联邦情
报局还帮助美国监视一些欧洲企
业。这些监视行为仅在企业被疑

“非法出口”情况时才实施。
报道援引德国联邦情报局内

部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一问题的
核心是，德国对欧洲邻国和欧盟机
构实施政治间谍活动。”

德国政府和联邦情报局尚未就
这则报道作出回应。法国外交部一
名发言人说，法方正与德方就监听
传闻沟通，德方表示将予以澄清。

由于德国一直把自己形容为
美国监听行为的受害者，这起事件
恐置德国政府于尴尬境地。媒体
２０１３年披露美情报机构在德展开
大规模监听活动、尤其可能监听总
理默克尔的移动电话后，德美关系
一度紧张。

新生代大学

排行榜出炉

据新华社专电 英国《泰晤士
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２０１５年度

“全球百所建校５０年内大学排行
榜”（100 Under 50 Rankings），瑞
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韩国浦项科
技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又译高
等科技学院）位列前三名。“亚洲军
团”还包揽了第四和第五名，分别
是香港科技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

这个排行榜自２０１２年推出，每
年发布一次。排行榜挑选全球校龄
在５０年或以下的大学，依据１３项指
标，从教学、研究、学术影响力、知
识成果转化和国际化程度等五大
方面评估院校实力。榜单主编菲
尔·巴蒂说，衡量指标与考核全球
百大高校的标准一样。“这份前瞻
性的排行榜标示出了全球各地有
望成为下一个哈佛或牛津的新生
代大学。这些大学在短短几十年里
就跻身顶尖之列，而不是用了几个
世纪”。

忏忏悔悔，，但但只只针针对对美美国国
安倍在美参众两院演讲，未提对中韩道歉

美国当地时间4月29日上午，安倍
晋三在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
准备已久的演讲。在演讲中，安倍对美
国表达了“忏悔”之情，但却没有就历
史问题对中韩等国道歉。

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的演讲采用
英语，时间接近45分钟。岸信介（安倍的
外祖父）和池田勇人作为日本首相都曾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但日本首相在参
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尚属首次，
安倍显然不想放过这个“名垂青史”的
机会，对于演讲的练习很是用心，常苦
练到深夜。不过，从正式演讲看来，安倍
依然采用了标准的“日式英语”，想听懂
很困难。好在NHK电视台随即公布的
日文版演讲稿，让人总算得知了这位首
相到底讲了啥。

安倍在演讲中表示，战后日本“胸
怀对过去大战的深刻反省一步步走到
今天”。同时表示“不能将目光从给亚
洲各国人民造成痛苦的事实上移开。
对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与历届首相完全
没有不同”。

安倍在演讲中使用了村山富市谈

话中“深刻反省”，强调了继承历代政
府历史认识的想法。不过，他没有提及
中韩关心的“侵略”、“道歉”等字眼。

不过对于美方的安抚工作，安倍
却不吝惜言辞。安倍在演讲中提到了
珍珠港等过去大战的战场，他还称，他
在演讲前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二战纪
念碑，“心中怀着深切的忏悔之情”，并
在那里“默默祈祷了一会儿”。他还“以
诚挚的敬意”向在二战中阵亡的美国
人“献上永恒的哀悼”。

随后，安倍话锋一转，谈起了战后
日本的国际贡献，安倍暗示日本引导
了整个亚洲在战后的复兴，并使中韩
等国在其中获益。

展望未来，安倍向美国国会推销
起了自己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表示

“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决心比以前
更加积极地承担责任”。

日式英语，避重就轻

如果抛去安倍在演讲中对于战争
罪责本身的避重就轻不谈，不得不承认
这篇精心准备的演讲稿确实富有一定
的感染力。在演讲过程中，美国国会议
员们多次全场起立鼓掌。美方的这种表
态，除反映了对日本这个“坚定盟友”的
重视，也与安倍的“秀情怀”不无关系。

安倍在讲演的一开始，引用了他的
外公岸信介在1957年作为日本首相第
一次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
话：“日本之所以能与世界的自由主义
国家合作，是因为确立了民主主义原则
和理想。”这一段话，不仅点名了安倍与
岸信介的关系，暗示了安倍家两代人
为日美同盟关系发展所做的努力。

安倍还回忆了自己当年留学美
国、在一户寡妇家居住的往事。他回
忆说，房东太太亲切和明快的性格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美国真是
个了不起的国家”。为增强说服力，安
倍不惜拿自己的妻子开涮：“相比之
下，我太太昭惠总是说我，让我不得

不经常装聋作哑。”
在总结日美关系时，安倍特别请

出了坐在二楼的两个人，一位是当年
攻打过硫磺岛的美国老兵、海军陆战
队中将斯诺登。另一位是当年守卫硫
磺岛并战死的日本军司令官栗林忠
道大将的孙子、日本国会议员新藤义
孝，在两人亲密的握手时，安倍趁热
打铁说道：“过去曾是激烈相战的敌
人，如今已经成为心连心的好友。”以
此暗喻美日关系。

不过，安倍此次演讲虽然讨好了
美国人，但在日本国内却遭到批评。
据日媒报道，日本最大反对党民主党代
表冈田克也发表谈话说，安倍在美国国
会，而不是在日本国会承诺将在今年夏
天完成安保相关立法，这是对日本国民
和国会的极端漠视，丧失了作为内阁总
理大臣的最起码职责立场。他表示：“民
主党将在国会要求安倍就此作出解
释。”相比于在美国的顺风顺水，安倍真
正的“磨难”，恐怕要等到回国以后。

小秀“情怀”，博得掌声

对于安倍的此次演讲，一些日本问题专
家表示，安倍对侵略历史轻描淡写的同时，在
演讲中对美国大打“感情牌”和“利益牌”，重
在加强和发展日美同盟。虽然演讲没有明指
中国，但字里行间里透出针对中国的意图。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王少普
说，安倍此次演讲重点在于强调日美同盟，并
向美国发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即日本是
美国的忠实盟友，愿意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展
开合作，支持美国的战略。

安倍在演讲中说：“我们明确支持美国
‘再平衡’，从而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我们身先士卒、坚持到最后并且全程
支持美国的努力”。中国外交学院副教授牛仲
君认为，安倍演讲意在向美国人表明，日本始
终都是美国的小兄弟，甘愿配合实施美国的
战略。他注意到，对于日美为何要加强同盟，
安倍没有明确说明，但在字里行间里透出针
对中国的意图。比如，安倍阐述了他对“亚洲
水域现状”的原则，声称决不能“为了实现
自身主张而使用武力或强制措施”；在说到
ＴＰＰ谈判时，他又称这一协定应当构建
一个“不受任何国家武断意图支配”的市场。

针对安倍希望加强日美同盟的意图，王
少普认为，安倍在表态支持美国的同时，也希
望借助美国达成自己的目的，即所谓的“借船
出海”。但考虑到美国对于日本一直施行控制
加利用的策略，美国国内一直不乏批评安倍
的声音，安倍的小算盘恐难如愿。

据新华社

日本表忠心

是为“借船出海”

分析

安倍访美

“对表”

本报记者 王昱 编译

4月29日，“慰安妇”幸存者、韩国人李金
洙在听取安倍的演讲。 新华/法新

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发表演讲。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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