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时间间越越久久，，西西方方对对俄俄态态度度越越分分裂裂

本月7日至8日，没有了普京
的2015年七国集团（G7）领导人
峰会在德国举行。虽然普京不在
会场，但他却是这次峰会前后不
折不扣的话题人物——— 被与会
各国领导人频频谈及，或言辞激
烈或语调平和。

西方大国跟俄罗斯闹别扭
不是一天两天了，自打乌克兰危
机爆发、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以
G7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就勒紧了
对俄制裁的绳索。然而，多轮制

裁过后，俄罗斯不但挺过了经济
寒冬，反倒对西方显示出咄咄逼
人的架势。显然，这让处心积虑
搞垮普京的西方国家很不高兴。

这次G7峰会召开前，加拿
大总理哈珀5日就直言：“我不认
为在普京任职期间俄罗斯将返
回G7，加拿大将非常强烈地反
对普京再次回到这张会谈桌。”
哈珀总理的一席话，或许多少代
表了美国的心声，可大西洋这边
的欧洲大国却不这么认为。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４日表
示，G8不应长期处于七国模式，
G7需要同俄罗斯一起为世界范
围内地区冲突寻求解决方案。8

日，G7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在伊
核问题谈判、解决叙利亚危机等
国际问题上，俄罗斯是长期伙

伴，在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方
面，G7需要与俄罗斯合作。

德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法国等欧陆主要国家的
观点。毕竟，与大西洋那边的美
国、加拿大隔岸观火不同，与俄
罗斯闹僵后，德法等欧洲国家无
论在经贸还是能源领域都承受
着巨大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孤悬于东亚
的西方七国之一日本，在对俄态
度上也正经历着纠结。因追随西
方对俄施加制裁，2013年4月安倍
晋三访俄后，没能等来原本商量
好的普京的回访，日俄关系遭遇
寒冬期。这次G7峰会上，安倍不
得不与同僚们表决心——— 坚持
对俄制裁，可会后他又信誓旦旦
地表示，力促普京年内访日。

抛开欧美之间对俄态度上

的差异不说，其实欧陆内部在这
一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比较典型
的要数中东欧地区的欧盟成员
国——— 波兰及波罗的海三国坚
定地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强调
对俄强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
克则反对对俄制裁加码，外交上
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找平衡。

反俄的几个国家担心俄罗
斯会打着保护俄语人群的幌子，
在本国复制乌克兰危机，这也是
为何这些国家与北约不断强化
军事合作、大搞联合军演。而匈
牙利等国之所以玩平衡，很大程
度上缘于自身与俄罗斯之间的
能源和军工往来。比如，匈牙利
此前与俄罗斯签署了100亿美元
的贷款协议，根据协议，俄罗斯
国有企业原子能公司将在匈牙
利核能工厂再建造两个反应堆。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美俄、欧
俄等双边或多边关系，大体上是你
好我好大家好的状态。可危机爆发
后，出于所谓道义或国际准则被破
坏的考虑，欧美国家尤其是西方大
国统一步调对俄制裁。但这一出发
点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毕竟自
身的国家利益才是外交决策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不难理解
如今欧美各国在对俄态度上表现
出的差异化了。

而这，或许正是普京算盘里
的一步，借此打散西方国家阵
营，同时弱化类似G7这样的机制
的作用，反过来强化俄罗斯参加
的诸如G20、金砖国家等机制的
影响力。可以说，围绕乌克兰危
机，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博弈依
旧处于胶着状态，这一过程互有
胜负，但平衡尚难打破。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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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一一间间众众筹筹的的房房子子摆摆在在你你面面前前
□崔滨

电影《大话西游》里，至尊
宝在烟雨江南的庄园，对紫霞
说出了那段穿越前世今生的著
名表白，“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
情摆在我的面前……”话说俩
人为何前生没在一起，没办法，
那时候至尊宝还是个蹲山洞穿
兽皮的屌丝，没房没钱怎么养
妖精。

如果至尊宝能用月光宝盒
穿越到现在，他会发现只要区
区1000块钱，就能拥有万达集
团开在城市繁华地段万达广场
的部分增值收益，而且，据称年
化收益率不低于12%哦。

这种集合众人小额资金，
从而完成募集重大项目资金的
方式，便是众筹。5年前源自美
国的这一基于互联网思维的融
资方式，现在正成为中国房地
产商拿来救市的“续命神丹”。
在去年下半年远洋地产和京东
商城小心试水后，今年万达、万
科、保利、远洋、碧桂园等众多
房企，纷纷拿出花样百出的众
筹玩法，逗引屌丝们的购房热
情。

不知道同样是IT人的于凌
罡，看到如今高潮迭起的房地

产众筹会是怎样的心情。2003

年，被帝都高房价困扰的于凌
罡在互联网上发起了集资建房
的倡议，其模式与现在的众筹
极为相似。但受制于彼时的政
策环境和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
认知，这一中国式的“平民众筹
房地产”遗憾夭折。

虽然迟到了12年，中国房
地产众筹还是来了。毕竟在眼
下高昂的房价面前，能买得起
房子的人早就不缺房了，而买
不起房的人，也基本上断了买
房的念想，专心修炼成精等待
下辈子找紫霞表白了。如今，众

筹的出现，好像一下拉低了投
资房产的门槛，让每个屌丝都
有机会拥有物业，迎娶女神。

不过，看看人家众筹发源
地美国的玩法，其创下最高单
次众筹记录1550万美元的智能
手表生产商Pebble Time，靠的
是其强大的功能和使用体验征
服了6万多粉丝，甘心为这只手
表支付179美元。但在中国，想
让用户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粉
丝可不容易，不骂你奸商就不
错了。所以，中国的房产众筹，
或者是带有“认购”、“预售”性
质的营销噱头，或者是像眼下

万达集团这样，以面向小散投
资者的理财方式，募集资金好
开发商业地产。

这样的房产众筹，要么变
相降价，要么许以高收益，而且
大多只针对特殊房源，不仅数
量少，质量往往也不好，像去年
年底远洋地产在京东商城上试
水的众筹购房，就没有达到预
期而半途而废。

那么，房产众筹应该怎么
玩？今年2月美国纽瓦克市的众
筹建房，也许值得国内同行们
学习。为了改善当地“全美最危
险的地区”无人愿意居住的窘
境，该市推出了最低1千美元即
可众筹购买宅基地的刺激计
划，连建房款也可以通过网络
众筹的方式募集。

显然，有意愿在纽瓦克居
住的，都是想要有安身之所又
负担不起高房价的善良穷屌
丝，纽瓦克通过众筹的方式找
到了这些人，而这些人也利用
众筹获得了在城市安家的机
会，这也许才是众筹精神的本
质——— 集合众人之力，帮助有
梦想却受困于资金的人。

所以，当以后如果真的有
一间众筹的房子摆在你面前
时，你要不要珍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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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脸书网的存在并不
意味着我自然而然地拥有好友，
脸书网似乎并不能让你生活幸
福。”

———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脸书
的官方网页得到了超过100万个
赞，但她认为不必夸大社交网站
脸书的作用，在真实生活中与朋
友见面是更好的社交。

“我们必须认识到，俄罗斯人
的确有一种被包围并受到攻击的
感觉，我们不希望进行不必要的
挑衅。”

———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认
为西方有可能与俄罗斯进入新冷
战时代。

“我计划到贵国观看2018年
世界杯。”

——— 在米兰世界博览会俄罗
斯日开幕仪式上，意大利总理伦
齐微笑着对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
京说。

“你会爱上她们，她们会爱上
你，被你批评时她们会哭。”

——— 72岁的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得主蒂姆·亨特本月9日在
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称，实验室
里有女性时会出现三样麻烦，招
致严厉批评后宣布辞去伦敦大学
学院荣誉教授职务。

“我希望自己年轻40岁，并且
是一个中国人。”

——— 高盛CEO贝兰克梵本月
10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权这
么做。你看，美国不也是向世界各
地派遣它的军舰吗？中国有权派
遣自己的军舰。”

——— 伊朗外长顾问韦拉亚提
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

“凡是对生活在这个国家有
意见的人应该拿起护照离开。”

——— 埃及亲政府的电视节目
主持人塔梅尔·阿明建议那些对
物价飞涨、电力短缺等社会问题
有怨言的人都出国。

“叙利亚已不复存在，巴沙尔
可以坐在他的总统府里，但他与
这个国家已不再有关系。伊拉克
也已经解体，90%目前已被‘伊斯
兰国’控制。”

——— 以色列国防部政治和安
全司司长吉拉德8日说。

“在您出任菲律宾总统的最
后一年中，我们希望实现应有的
正义。阿基诺三世先生，我们会一
直关注您，直到您的任期结束。做
好准备吧!”

——— 菲律宾在12日迎来独立
日，但当天有黑客侵入菲律宾国
家历史委员会网站，并在页面上
发布信息“叫板”菲总统阿基诺三
世。

（赵恩霆 整理）

财富三明治

《大宪章》800年，国王为啥没赖账

下周6月15日，是英国《大
宪章》签订整八百周年的纪念
日，对于这部被视作现代西方
宪政制度鼻祖的文件，英国人
向来引以为豪，想来一定会举
行大型仪式庆祝这一纪念日。
不过，这部文件签订之初，远没
有如今所表现得那样光彩。恰
恰相反，《大宪章》签订的场面
很尴尬，后续执行也不怎么给
力。这样一部法律怎么演变为
今天宪政制度的基石呢？今天
我们来讲讲这个故事。

签署《大宪章》的“乙方”英
国国王约翰，在英国历史上也算
个有名的角色，他成名的原因不
是因为他是啥有道明君，而是因
为此公是有名的“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没够”的主儿。在他继承
王位时，英格兰本来在法国领有
不少封地。然而经过他上台后几

年的穷折腾，约翰成功地将这些
封地通过战败的方式都“退”给
了法王，因此约翰被送了个外号

“无地王”。按说欧洲大陆那边的
领土输光了，好好退回来经营英
格兰本土也不错。然而这位爷又
不甘心，成天琢磨着厉兵秣马

“反攻大陆”。想打仗，当然是要
花钱的，于是英国当时的税收，
一时被加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甚至连造个盾牌都得单独给国
王交一笔钱。在外面败成这样，
回来还敢窝里横，国王手下那些
贵族们表示不能忍。于是在1215

年6月15日这一天，40多个贵族
呼呼啦啦冲向伦敦，刀架在国王
脖子上，逼着他签了一份承诺今
后不再乱收税的保证书，这就是
所谓的《大宪章》。

不过，严格说来，约翰当时
被迫签的这份《大宪章》跟今天
英王认账的那份其实是两码
事，《1215年大宪章》的条款几
乎剥夺了国王所有权利，而且
琐碎得惊人，甚至规定贵族看
国王不顺眼就可以随时起兵，

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说白
了，如果曹操有法律精神，跟汉
献帝签个条约估计也是那么个
样子。这样一份不平等条约，约
翰当然不会服，在贵族离开伦
敦各回各家后，约翰立即宣布
废弃大宪章，双方重新开始掐
架，又打了个天昏地暗。

到此为止，有关大宪章的故
事其实都是西方中世纪常见的
狗血剧，国王在形势所迫下跟贵
族签个不平等条约，等势力强了
立刻撕毁，眼看着人类的法制史
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似乎永远前
进不了。然而这个故事的神奇之
处在于后面的神奇展开，就在双
方激斗正酣，国王军稍稍占了一
点优势时，约翰突然在行军途中
吃坏了肚子病死了，继位的亨利
三世是个年仅八岁的小朋友。主
少国疑之际，国王方面不得不退
了一步，宣布愿意重新发布并认
可大宪章。然而，在国王新发布
的这份大宪章中，那些对于国王
不利的条款却被悄无声息地删
掉了。面对这纸“删节版”的大宪

章，贵族们此时估计也是打累
了，表示只要国王还认账，条款
多点少点无所谓。于是一场内
战，就在双方各退一步的基础上
消弭了。而原本是权宜之计的

《大宪章》，就这么阴差阳错地保
留了下来。

在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时不时地发布修订版大宪章
就成了英国国王的习惯，国王通
过对宪章修修剪剪的方式与贵
族们进行着讨价还价，贵族们失
去了不少原先获得的权利，然
而，有一样东西却在这种往来中
逐渐深入人心，那就是国王受法
律约束、“王在法律下”的理念。
这一点成为了《大宪章》给人类
最宝贵的馈赠。

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它
不太可能是某一方占压倒性优
势时一锤定音敲定的东西，一部
经过各方博弈反复锤炼的法律
才是最终有可能传之千古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的生命的确
在于实施，但它的尊严却来源于
协商与博弈。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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