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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拓东进再拉美国，印度越玩越大

印度政府高官最近挺忙：总
理莫迪5月下旬成为15年来首访
伊朗的印度领导人，本月7日他
又在白宫与奥巴马举行会晤，这
是莫迪上台两年来第4次访美、
第7次与奥巴马会面。与此同时，
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在结束
香格里拉对话会后到访越南。

这一轮印度外交小高潮，无
论是从经贸领域观察，还是从防
务合作与地区安全角度来看，可
谓“三箭齐发”，布局一张从印度
洋、中亚到亚太地区的大网。

先说说西拓。5月23日，莫
迪结束了对伊朗历史性的访
问，此访一大成果就是印方为

伊朗恰巴哈尔港投资5亿美元，
这被印方视为印伊关系的“重
要里程碑”。看看恰巴哈尔港的
位置，印度的用意一目了然。这
一港口位于伊朗东南部，直面
阿拉伯海，临近伊朗与巴基斯
坦的边境。从这里沿海岸线向
东大约72公里，就是中方投资
管理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印
度一直在参与恰巴哈尔港的建
设和维护，将其作为通往阿富
汗的中转站。阿富汗此前一直
依靠巴基斯坦卡拉奇港进行对
外贸易，而巴基斯坦拒绝印度
参与其中。2010年，阿富汗决定
用伊朗恰巴哈尔港取代卡拉
奇，作为其货物的出海口岸。

印度早有一个连通中亚与
印度的战略规划，只是囿于中间
隔着“冤家”巴基斯坦而在陆上
无法实现。恰巴哈尔港正好帮助
印度借海路绕开巴基斯坦，加强

对伊朗、阿富汗以及中亚的经贸
联系。就在莫迪访问伊朗期间，
阿富汗总统加尼也到访德黑兰，
三国借此签署了洽谈多年的贸
易运输走廊建设协议。

此外，印度可借恰巴哈尔
港与中国在巴基斯坦经营的瓜
达尔港进行竞争，同时制衡中
国对印度洋日益增加的影响
力，这是印度肯花大价钱投资
恰巴哈尔港的又一大原因。3年
前，《印度快报》就曾报道称，中
国主动向伊朗提供6000万欧
元，用于升级恰巴哈尔港。不
过，当时对伊朗的制裁尚未解
除，伊朗方面也对发展该港口
积极性不足，才未有实质进展。

再来看东进。印度防长帕里
卡尔到访越南，是莫迪上台以来
积极推进“向东行动”的又一实
际动作。印越两国近年来在防务
领域的合作颇多，这次帕里卡尔
出访前，就有媒体报道称，印方

拟向越南出售印俄共同开发的、
射程290公里的“布拉莫斯”反舰
巡航导弹。此前，印度军舰还曾
获邀到访越南港口，并在南海举
行联合演习。

鉴于越南在东盟中的重要
地位，以及其南海争议当事国身
份，印越走近可谓“一箭双雕”：
一方面，新德里借此可以加强与
东盟的联系，拓展经济颇具活力
的东南亚市场，为此印越等国还
成立了“湄公河-恒河合作组
织”，大有与中国争夺东盟的架
势；另一方面，印度可借越南间
接介入南海这一地区热点，提升
自身在东南亚甚至亚太地区的
影响力和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
牵制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
拓展影响力。

最后再看看印美关系。美
国要想重返亚太，仅凭一己之
力难以实现其遏制中国的目
的，必须依靠地区盟友作为支

点，莫迪瞅准了这一机会，于
是，印度在保持自身不结盟外
交传统的同时，顺势强化印美
关系。不管是4次访美还是7次
会面，莫迪与奥巴马的关系如
此热络，实际上是两人各取所
需、相互利用。不过，在这对关
系中，美国或许要稍微多付出
一点：不仅早前与印度签署民
用核能协议，变相承认了其核
地位，这次还明确支持印度加
入核供应国集团；这次会面前，
奥巴马团队还透露，美国承诺
无论是否有一个正式的美印同
盟关系存在，都将帮助印度建
立防务能力，直到其成为亚洲

“真正的安全提供方”。
虽然奥巴马的任期临近尾

声，白宫不久之后就将易主，但
莫迪在台上的时间还长着呢，
对于印美在亚太地区的各种动
作，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
不得不防。

“扶不扶”，在印度也是个问题

近两年，“扶不扶”成了一个
社会话题，见到在路上摔倒的老
人，过路行人总要在心里问问自
己“扶还是不扶”。而在印度，“扶
不扶”升级成了“救不救”，在这
个号称有着“最危险公路”的国
家，平均每小时有15人死于车
祸，其中有些人是在被撞倒后无
人救助的情况下死去的。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刊登了
一篇对印度“拯救生命基金会”
创始人皮沃什·特瓦利的采访。
特瓦利说，他创建基金会的初衷
始于10年前。那一年，他17岁的表
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车撞倒，
很多人从他身边走过，却没人停
下来帮忙，最终“他就在路边流
血而死”。此后，特瓦利成立了这
个致力于道路安全的公共游说
组织，希望人们能勇于上前帮助
那些在车祸中受伤的人。

2013年，印度男子坎哈亚·拉

尔骑摩托车载着妻子、儿子和尚
在襁褓中的女儿驶在路上时，被
一辆卡车撞倒。卡车司机逃逸，
坎哈亚和儿子向路人求助，可视
频监控显示，很多人从他们身边
经过，却没人伸出援手。后来，几
位路过的摩托车车手和警察提
供了帮助，但为时已晚，坎哈亚
的妻子和女儿已停止了呼吸。这
次事件当时在印度引发强烈的
社会反响，有媒体评论称，“公众
的冷漠‘再创新低’”，更有甚者
表示：“人性在这天彻底沦丧。”

与媒体的态度不同，特瓦利

试图从制度层面探讨原因。在他
看来，过路人选择“不救”，不是
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整个体
系不利于人们帮助车祸受害
人”。首先，如果你上前帮忙，警
察会先怀疑你就是肇事者；即使
洗脱了嫌疑，也可能在车祸立案
后作为目击证人出庭，而印度的
诉讼程序是出了名的“又臭又
长”——— 很明显，谁也不想被牵
扯进这么一场本来与自己无关
的官司。另外还有一点顾虑：人
们担心把伤者送进医院后，医疗
费会被算在自己头上。因此，201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人不
愿救助车祸受害人，无论是单独
帮忙还是和其他人一起。

“在一个应急机制正常运行
的国家，过路人只需帮忙打个电
话叫救护车，尽最大努力第一时
间提供急救，安慰伤者就可以
了；而在印度，救护车很少，到得
慢不说，有时车上的装备都不齐
全。这种情况下，没几个人愿意
当‘好人’。”特瓦利说。

去年，“拯救生命基金会”向
印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并促使
其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条款”，
克服对“救不救”形成阻碍的因
素。这些条款包括：允许人们匿
名叫救护车；在警察调查车祸
时，对帮忙救助的路人提供刑事
责任豁免权；禁止医院向把伤者
送来的路人收费。

这几项看似逐条解决了人
们顾虑，但就在颁布后两个月，
德里就又出了“见死不救”的事：
20岁的大学生维奈在骑车时被
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碾过，汽车
司机逃逸，维奈躺在地上，却无
人上前帮忙——— 他就这么死在
了车祸现场。事后，维奈的母亲
调取了监控录像：“他们就这么

眼睁睁看着……”她啜泣着，“如
果有人帮忙，我的儿子可能就不
会死。”

谢利吉斯·德兰今年1月体
验了一把在印度“救人”的过程。
他在印度西部城市普纳帮了一
位倒在路边的老人，当时很多人
围观，只有德兰把老人抱进自己
的车里送往医院。到医院后，医
护人员没有先抢救伤者，而是给
了德兰一堆表格，他花了3小时
才填完。“他们（医护人员）问，你
是家属吗？我说‘不是’后，他们
什么也没做。”德兰说，“他们在
等确定能付医药费的人，宝贵的
急救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最
终，老人因伤势过重去世。

无论是“扶不扶”还是“救不
救”，说到底都是在当前社会规
则或制度下人性的一小块投影：
在完善的社会体系下，人性善良
的一面会使他们对需要帮助的
人施以援手；而当面临繁琐与不
确定的社会规则时，人性自私的
一面会使他们首先选择自保与
规避麻烦。今年3月，印度最高法
院将上述三条“指导性条款”转
为强制规定，但想让路人“想救”
并“敢救”，依然任重而道远。

近几年来，中国的快递业
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而愈
发兴盛，有快递公司的广告语
就说他们“无所不邮”。不过，这
个牛皮在美国人面前可是不好
吹的，因为早在100年前，脑洞
大开的美国人民就已经尝试寄
送过一种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

“邮件”——— 自家孩子。
1920年6月13日，美国邮政

部专门出台一项法令，规定自
该法令生效之日起，邮政系统
将不再接受将儿童视为邮件的
委托。这条今人看来玩笑意味
十足的法案在当年是十分严肃

的，因为“邮寄儿童”十分廉价
而在那时的美国渐成风气，有
人甚至公开写信呼吁政府出台

“邮寄儿童”的具体规格，按当
时报纸评论的话说，如果再不
加以控制，过不了多久，“全美
国婴儿的父母都可能把自己50
磅（约合22 . 7公斤）以下的孩子
寄给乡下的祖母，只是为了让
孩子在奶奶家度个周末。”

说来有趣，在1920年已经发
展到如此地步的美国邮政系统，
在仅仅8年以前还是西方世界最
落后的。1878年万国邮政联盟代
表大会建立了一个国际邮寄包
裹系统，4年后英国议会通过了
一项法案，全面提供邮寄包裹服
务，此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邮
寄包裹业务在法德等主要国家
相继建立。然而，当时的美国邮
政部却拒绝“跟风”，甚至不惜搞

了一个“双重标准”，即只提供国
际间的邮寄包裹服务，拒绝提供
国内服务。

美国邮政部如此“老顽
固”，并不是因为美国硬件达不
到，至19世纪末美国铁路总里
程已突破40万公里，然而正是
如此好的基础建设，让美国人
对开设邮寄包裹业务感到“压
力山大”。因为他们清楚地知
道，只要这个口子一开，便捷的
交通环境将让邮寄包裹的价格
变得十分低廉，民众会发现，从
生产商或批发商那里直接邮购
商品会比从隔壁杂货店买东西
便宜得多。这意味着全美国将
兴起一场“邮购革命”，大量杂
货店、零售业经营者面临亏损
甚至破产的风险。参照一下“网
购革命”给中国实体商业带来
的影响，你就不难理解这个冲

击有多大了。
在19世纪的美国，小型零

售业是个养活了一大批人的行
业。在零售商的游说下，美国政
府一直压抑着国内开放邮寄包
裹业务的呼声。然而，当时的美
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散居各
地、急需该服务的农民，这些人
一旦联合起来，其呼声显然比
零售业主更强大。最终，1912
年，美国国会以专项法案的方
式宣布邮寄包裹“合法”，并于
次年开放了该业务。

果不其然，该服务给美国
零售业造成了毁灭性冲击，美
国人民疯狂地痴迷于“邮购”，
大量零售业主倒闭。然而，正是
在这一冲击的影响下，零售业
主开始琢磨如何压低成本，用
比邮购更便宜的价格将商品卖
给消费者，超级市场、“沃尔玛”

等美式零售业方式应运而生，
并扩散到全世界。

“邮寄革命”甚至还改变了
铁路客运业。此前美国铁路的
客运票价普遍较高，然而，消费
者给自家孩子贴上邮票，当“邮
件”寄回老家的举动，却给他们
提了个醒，于是车票降价了，并
有了儿童票半价的规定。只不
过，当时儿童购票半价的标准
不是身高不超过1 . 1米，而是体
重未达到50磅，为的正是跟“邮
寄儿童”展开价格战。

今天，当你走进机场，会发
现不少航空公司依然提供“邮
寄儿童”的服务，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样的用语其实是一种纪
念，它提醒着我们，一场看似十
分搞怪甚至已被多数人遗忘的
边缘革命，曾经何等剧烈地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

“邮寄儿童”与美国零售业革命

印度交通拥堵严重，是全球交通事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资料片）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