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美古古关关系系解解冻冻撼撼动动不不了了中中古古关关系系

一对邻居，怎么可能老死不相
往来？在双边关系冰封了半个多世
纪之后，美古关系迎来了最具实质
性的进展——— 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
20日访问古巴，成为88年来首位到
访哈瓦那的美国在任总统。

曾几何时的仇敌关系，一下
子被热络的往来所取代，给人的
印象似乎是美古关系不仅仅解
冻了，甚至开始升温，以至于有
声音称这威胁到了中古关系与
合作。真的如此吗？

美古之间一时的“热火朝
天”，无法遮蔽两国间长久累积的

恩怨。自从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
后，美国就对其采取敌视态度。
1961年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猪
湾事件”失败后，美国就宣布与古
巴断交。次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签
署法令，正式对古巴实施经济、金
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虽然奥巴马
与劳尔·卡斯特罗宣布重启关系
正常化后，美古相互释放了多名
在押人员，利益代表处也升格为
大使馆，通邮、通航、美方放松对
古巴的旅行限制、古巴取消兑换
美元10%课税等措施，也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两国交流的便利，但
细枝末节上的示好，无法改变两
国间存在的根本分歧和问题。

奥巴马抵达哈瓦那后，在会
见美国使馆人员时说，“在此设
立使馆意味着能更有效地推动
我们的价值观，更有效地理解古
巴人民的关切。”在日程安排中，
奥巴马还会见了古巴的反政府

人士，称赞他们的“勇气”。很显
然，在长期敌视和颠覆政策失败
之后，美国正试图利用关系解冻
来暗中推进“和平演变”，或者说

“颜色革命”。这恰恰是古巴政府
所提防的。在21日与劳尔·卡斯
特罗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两位
领导人直言不讳地就此展开交
锋，当一位记者就“政治犯”问题
提问劳尔时，得到的是对方的严
厉驳斥。

单从地缘上来看，美国拥有
与古巴拓展交流合作的空间优
势，在这一点上，远隔太平洋与中
美洲狭窄陆地的中国确实无法比
拟。而且，从文化和情感上而言，
古巴毕竟更加亲近自己所在的美
洲。美古关系解冻后，两国企业间
签署了一些协议，一些诸如美国
电话电报公司等美国企业对进入
古巴市场也跃跃欲试，但从目前
来看，取得的进展大多还停留在

旅游业。在电信业方面，虽然奥巴
马批准了美企在古巴经营，但古
巴政府却予以拒绝。相反，中国企
业华为公司成为古巴政府年初启
动的哈瓦那老城家庭宽带计划的
合作方，为那里的居民和商户提
供光纤网络订购上网服务。除了
华为，宇通客车、吉利轿车都跑上
了哈瓦那街头，中国还承建了古
巴圣地亚哥港码头项目，中古间
的金融合作项目正帮助古巴民众
获得贷款，实现自家冰箱、电视机
等家电的更新换代。

从历史上看，虽然中古相距
遥远，但两国关系基础牢固。1960

年中古建交，古巴是第一个与中
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在美古关系
冰封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古关系
打牢了基础。上世纪90年代冷战
结束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习
近平2011年访问古巴时就评价
说，中国和古巴是好朋友、好同

志、好兄弟。2014年7月，习近平再
次访问古巴。去年9月，有可能接
劳尔班的迪亚斯-卡内尔专程来
华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
等纪念活动。不难看出，20多年
来，中古高层交流从老一代到新
一代都是有传承的。

所有这些，是一段时期内美
国所无法比拟的。只要经济封锁
不解除，关塔那摩不归还，古巴
对美国就不会掉以轻心。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此次
奥巴马访问古巴，并未与古巴革
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见面。相
反，2014年习近平访问古巴时，劳
尔·卡斯特罗全程陪同，而且还探
望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如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日所说
的，美古关系改善是一件好事，中
方乐见其成，而中国和古巴有着
长期友好互利合作关系，不会受
到任何第三方的影响。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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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回回家家看看看看，，不不只只是是中中国国人人的的““专专利利””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去
年圣诞节期间，德国一段以“回
家”为主题的广告视频引来无数
人落泪，被称为“最感人的广告”。
视频中，一位神情落寞的老人给
每个子女打电话，邀请他们回家
过圣诞节，但子女都说太忙，没法
回家。不久，子女收到了父亲的葬
礼通知，他们赶回家，却发现家中
准备了一桌大餐。这时，老人安然
无恙地出现，耸耸肩说：“难道还
有别的方式，能让你们都到这儿
吗？”听到这里，儿子女儿都忍不
住红了眼眶，一家人终于坐了下
来吃起团圆饭。其实，这种对“常
回家看看”的提倡，不仅能够打动
中国人的内心，也能在世界范围
内引发共鸣。

这不，在刚过去的这个星
期，就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美国
社交媒体上发酵。来自美国俄克
拉何马州的女大学生凯尔西·哈
蒙在自己的推特上发出一张照
片：一位老人手中捧着啃了几口
的汉堡，表情难过地坐在桌边。
凯尔西写道：“今晚我和爷爷一
起吃饭，爷爷给我们六个孙辈做
了12个汉堡，但只有我一个人来
了。我爱他。”

这张悲伤的照片迅速在网
上火了起来，在半个小时内就已
经获得了2000多的转发量；短短
24个小时内，已经有7万多人转
发。有网友留言说：“我忍不住掉
眼泪了，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爷
爷。”也有人说：“我的心都要碎
了，无论如何，家庭都是第一位
的。”还有善良的人给凯尔西留
言道：“虽然我不认识你爷爷，但
请帮我转告：我爱他，我愿意陪

他吃汉堡。”
凯尔西说，66岁的爷爷对六

个孙辈都很好，但随着他们渐渐
长大，和爷爷聚在一起的时间越
来越少。这次正值春假，爷爷想
借机让大家聚在一起。为了这次
聚会，他不但做了12个汉堡，还亲
手做了孩子们小时候最爱吃的
冰淇淋。“我是晚饭时候到的，但
我俩等了30分钟，也没有其他人
过来，爷爷决定先吃个汉堡。又

过了一个小时，还是没人来。我
看得出来，爷爷很难过。他一直
希望我们孙辈之间能够经常联
系，不要和他离得太远。”

这张照片让人动容的同时，
也对没有出现的孙辈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困扰。凯尔西后来又发出
推特，告诉大家：“爷爷很好，一切
都好，他爱每个孙子孙女，请不要
给我的兄弟姐妹寄死亡威胁！”看
来，还是有些“义愤填膺”的网友
忍不住走了极端。

第二天下午，凯尔西的堂哥
布洛克·哈蒙发了条推特，配上
了与爷爷一起吃饭的图：“各位
不要担心，我来陪爷爷了，还吃
了一个汉堡！”他说爷爷已经原
谅了他，还感谢网友让老人家

“出了一次名”。
当地时间22日，这位爷爷和

六个孙子孙女欢聚一堂，在一家
餐馆里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大
餐。爷爷肯尼首次向公众开口，他
解释说，其实在凯尔西发推特之
后，他的长孙卡莱布也到了。其他
三个孙辈没来，则是因为他们的
父亲工作太忙，忘了通知到三个
孩子。这次，他们围坐在桌前，和
爷爷分享学校里的趣事，还把他
抬到了半空中。在新拍的照片中，
肯尼笑得开心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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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撒谎的克鲁兹居然用了
我妻子以前在《GQ》杂志拍的照
片来制作抹黑我的竞选广告。克
鲁兹你要当心了，不然我也会‘不
小心’说出你妻子的小秘密的!”

——— 美国大选共和党参选人
特朗普22日晚突然发布一条推
特，指责克鲁兹的竞选团队用他
妻子的裸照来抹黑自己。

“特朗普很能讲俏皮话，但他
是一位颠三倒四的参选人，他(若
当选)将成为一位颠三倒四的总
统。他的竞选已经失败，那是一场
彻底的灾难。”

——— 已经宣布退选的共和党
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23日宣布
支持克鲁兹，同时号召共和党人
不要为特朗普投票。

“致为布鲁塞尔祈祷的人们，
宗教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你应该
给诸如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这样
的慈善机构捐款，这才有意义，能
帮助到受害的人们。或者你也可以
把钱捐给反恐组织，来根治恐怖活
动。不要再为布鲁塞尔祈祷了。”

——— 比利时布鲁塞尔22日遭
遇连环恐袭后，很多人在社交网
络上发文为布鲁塞尔祈祷。然而，
美国摆脱宗教基金会的律师安德
鲁·萨德尔日前在“脸书”上发文，
让人们不要为布鲁塞尔祈祷。

“安倍经济学不是为了日元
走软。”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日
在国会讲话中说，自己不希望日
元走软，日本央行行长也没有考
虑通过政策让日元走软。

“感谢普京总统和拉夫罗夫
外长抽空与我进行非常严肃且具
有建设性的对话，我可以说，对话
深刻，而且经过了深思熟虑……
现在我们开始更好地理解普京总
统作出的那些决定，并明白了可
以沿着怎样的道路前进。”

——— 美国国务卿克里25日
称，在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及外
长拉夫罗夫的会谈富有成效。

“无论对欧洲是否有热情，有
关英国退欧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事
实是，英国付出的代价将很小。”

——— 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
前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撰文
称，英国退出欧盟将更加安全，因
为可以对移民有更大的控制力。

“你的食物实在太差，你的员
工没训练好，你们服务客户、处理
反馈的方法实在是欺负人。”

——— 最近，英国士兵在网上抱
怨伙食太差，有生蛆的番茄、发霉
的鸡蛋，还有生鸡肉。据说军队上
级已对这些军人进行警告，称他们
的行为是对餐饮供应商索迪斯集
团的诋毁。不过，索迪斯集团目前
称不会对士兵提起诉讼。

（赵恩霆 整理）

从总统大选看美国“高考”改革
总统大选无疑是当前最吸引

眼球的美国新闻。在铺天盖地的
选举新闻报道下，外人难免忽视
对美国平民百姓实际影响或许更
大的事态发展：3月中旬，美国高
校理事会首次正式引进最新改革
后的标准化SAT“高考”。

SAT标准化考试由哈佛大学
于1934年首次采用，最新一轮改革
把2005年增加的作文考试部分作
为可以不考的选项，而恢复早先
的语文、数学两部分满分1600分的
形式，同时对这两部分内容做出
大幅变动。

今年大选是教育竞争的最好
例证。两党领先的候选人都是精
英教育的产物：耶鲁大学法学院
毕业的希拉里、常春藤宾夕法尼
亚大学毕业的特朗普、普林斯顿
大学本科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双料
的克鲁兹，还有芝加哥大学毕业
的桑德斯。

今年美国大选的首要议题，
是美国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下
降。更广泛地说，这反映了长期主

导美国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
教徒（WASP）族群的衰落。在精英
教育中，“精英统治”原则不妨译
为“惟才主义”。在这一原则指导
下，常春藤名校代表的美国精英
教育日渐向WASP之外的其他族
群开放，尤其是长期受到压制歧
视的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迅
速改变了美国政治和文化精英的
族群组成。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非WASP

族群在经济上的成功，终于在短
短半个多世纪中改换了美国中上
层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族群结
构。不过，WASP族群的衰落并不
限于精英教育和上层建筑。如总
统大选选情显示，不断沉沦的蓝
领中产阶级主体也是WASP族群，
他们失去社会上升渠道的重要原
因，正是在教育竞争中的落后。

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大批
白人父母对教育竞争持续激化抱
有躲避心态，诸如逃离亚裔子弟集
中的学区，以及近年来声调越来越
高的“拒考”运动。美国教育竞争的

终点其实非常明确——— 通过精英
教育进入社会上层，可对越来越多
的白人来说，这一终点日渐“茫
然”。《华尔街日报》在总结WASP群
体不断没落的原因时说得好：“许
多人就是变懒了。”

今年大选领先候选人的教育
背景，说明美国精英教育体系确
实是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这也
包括了SAT标准化“高考”。为什
么“高考改革”之声还是不绝于
耳，以至于出现最新版的SAT考
试呢？这里首先有商业竞争因素。
老牌的SAT考试市场被后起的
ACT考试不断蚕食，2012年ACT考
生人数首次超过了SAT。但美国

“高考改革”的真正推手，是教育
竞争中日渐落后的群体。他们把
教育竞争中的失败归罪于“游戏
规则”，力图通过改革规则，而不
是自身的教育水平和成就，来增
加社会上升渠道和社会竞争力。

20多年来，SAT考试历经三次
重大改革，每次改革都有其特色

“理由”，但总的趋势是“减负”。

ACT考试不断抢夺SAT考试的市
场，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生普遍
认为前者比后者容易获得高分。

“减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降低高
分的门槛，这显然对擅长考试的
华裔和亚裔不利。

最新SAT考试的改革内容值
得特别关注。猜错的回答不再扣
分，以及不再规定必须考试作文
部分，都属于“减负”。传统语文阅
读部分也明显易化，特别是不再
要求考生记忆许多英语不常用的
偏词怪词。新的数学部分虽然出
于“减负”，取消了比较高深的数
学概念，但却出现数学考试的“语
文化”，即出现大量需要详细阅读
的“应用题”。

这是明显的游戏规则改变，
旨在减少以数学能力著称的美国
亚裔尤其华裔的相对竞争优势。
这次SAT考试改革，已不单是帮
助黑人和拉美裔考生，而有提升
白人教育竞争力的意图，后者是
这次“高考”改革的主要动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涨知识

外参
本周外媒那点事儿

22日，爷爷与六个孙辈终于聚在一起共进晚餐，左三为凯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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