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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入欧的土耳其，为何要转身向东

24日，欧洲议会以479票赞
成、37票反对、107票弃权的结
果，通过一项建议欧盟及各成
员国暂停与土耳其进行入盟谈
判的决议。虽然这一非立法性
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目
前欧盟成员国中只有奥地利公
开支持停止与土耳其谈判，但
这一近乎压倒性的表决结果，
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在
的欧洲和土耳其已非对方眼中
的菜。而就在前几天，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表示，欧盟不是土
耳其的唯一选项，土如果加入
上合组织，行动上会更加自如。

一心入欧的土耳其，为何突然
要转身向东呢？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
国土绝大部分位于亚洲一侧的
小亚细亚半岛，只有伊斯坦布
尔周围的小片领土地处欧洲，
而且该国还是伊斯兰教逊尼派
占主导地位的中东国家。不过，
这些都没能成为“二战”后土耳
其一心向西的障碍，土耳其早
在1952年就加入了当时刚成立
三年的北约，比德国、西班牙入
伙时间都早。

但土耳其进一步融入欧洲
的努力，从那以后基本上处于原
地踏步状态。加入北约后，土耳
其在上世纪60年代就表达出希望
加入欧盟前身欧共体的意愿，并
于1987年提交申请。但入盟谈判
直到2005年才正式开始。而且，谈
了11年的结果是，在必须完成的
35个政策章节的谈判中，土耳其

只完成了其中的1个章节谈判。
当年，土耳其之所以能在军

事上早早地投入西方怀抱，很大
程度上缘于其重要的地缘战略
位置，扼守黑海与地中海水道，
与高加索地区毗连，同时对中东
事务拥有足够影响力，可谓西方
在冷战时期对抗苏联阵营的重
要支柱。如今，或许也正囿于此，
欧洲国家一直对土耳其充满疑
虑，才使其入盟谈判举步维艰。

这种疑虑的情绪在埃尔多
安上台执政后进一步强化。作
为政治强人，在埃尔多安主政
土耳其的十多年里，伴随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还有他个人
的政治权威。这一趋势，在欧洲
国家看来是谋求集权，与所谓
的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

这种政治上的不认同，在
今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
后变得公开化。未遂政变后，埃

尔多安在国内展开大规模清洗
行动，结果招致欧洲多国和欧
盟的“强烈关切”，指责土耳其
破坏民主和人权，称埃尔多安
打压异己、借机扩权。这些都让
土耳其多少看清楚了自己与西
方之间的鸿沟几乎难以逾越。

这种矛盾还进一步外溢，
影响到了难民危机和中东反恐
战。备受难民潮困扰的欧洲与
难民入欧关键通道之一的土耳
其，艰难达成解决难民危机的
协议，而土方坐地起价索要高
额安置费，以及将之与入盟谈
判挂钩的做法，让德国等欧盟
国家十分不满。

针对在叙利亚、伊拉克境
内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
的军事行动，土耳其与美欧分
歧也很明显。在叙伊北部地区
影响力巨大的库尔德武装，是
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打击“伊

斯兰国”的主力军之一，但这支
武装则被土耳其视为现实威
胁，担心其与土国内的库尔德
工人党等分裂势力合流，威胁
土耳其的安全和统一。

这就不难理解，一直追求
“大国梦”的埃尔多安上周末在
结束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回国途
中透露有意加入上合组织，称
已就此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进行了沟通。对此，中国外交部
也迅速给予了积极回应。

当然，土耳其这一突然的
转向，也可能是在向欧洲施压，
促使后者重新考虑土耳其的诉
求，以此增加在与西方和中俄
打交道时的筹码。但无论是否
权宜之计，土耳其外交政策的
变化从侧面证明，伴随着英国
脱欧和美国大选，国际政治格
局正在深度调整，并将进入一
个重新洗牌期。

为号召人民“造娃”，这些国家也是拼了

前几天，英国的威廉王子
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从一个
单身汉到为人父养孩子，这个
过程让他“时常挣扎”。这句感
叹养娃不易的话，让不少网友
吐槽：威廉王子不用还房贷、不
担心奶粉钱、一年也上不了几
天班，这都感到挣扎，那我们普
通人哪还敢生孩子啊！

其实，这正是欧洲面临的
现实。或许是现在养娃的成本
太高，或许是人们的思想观念
发生了转变，很多国家的生育
率持续走低，意大利、西班牙、
法国、瑞典、德国、希腊等欧洲
国家都备受少子化困扰。其中，
意大利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国
家之一，更是欧盟出生率最低
的国家，去年平均每1000人才
有1个婴儿出生。

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本国的
子女抚养体系有名无实，生了
孩子国家又不帮忙，只能独自
承担养育孩子的重任，那干吗
还要生个娃儿给自己添堵呢？
但这样下去，民众倒暂时还没
发现少子的坏处，国家却已经
坐不住了——— 青壮年不生孩
子，老龄化又越来越严重，在不
久的将来，养老体系赖以维持，
又上哪儿找劳动力去？

为了增加生育率，意大利
阿西西市的酒店推出了一项叫

“祝你好孕”的优惠计划——— 也
就是说，只要你能证明是在入
住酒店期间怀孕的，即可以获
得退还住宿费或者免费住一天
的“奖励”。这项计划的推动人、
阿西西旅游总监古雅杜斯说，
这项活动的目的既是为了振兴
当地的旅游业，也希望能以此
提高生育率。

说起用旅游促进生育，北欧
国家丹麦可谓佼佼者。数据显
示，丹麦的出生率已经连续27年
保持下降趋势了，为了鼓励民众
多生孩子，丹麦从2014年到2016
年连续三年发布鼓励生育的视
频，分别名为“为丹麦而做”、“为
妈妈而做”和“为长生不老而
做”，这个“做”的意思，就不需要
深入解释了吧？这些视频利用统
计数据、诱人的画面、极强的煽
动力和实例，号召人们赶紧“造
小孩”。比如，2014年版的“为丹麦
而做”就举了艾玛的例子，这个
土生土长的丹麦姑娘其实是她
父母30年前到法国度假时“造”
出来的，而数据显示，有10%的丹
麦儿童出生于父母度假期间，因
为丹麦人的性生活次数在度假
时会比平时增加46%。“度假和全
新的经历会改善夫妻关系，让两
人重燃激情。”最后，视频表示，
如果在度假期间怀孕，将为这对
夫妻提供三年的婴儿用品和一
次全家亲子旅游！

而在2015年的“为妈妈而
做”中，视频以循循善诱的方式

告诉那些年纪已经到了奶奶辈
儿的女性：想享受天伦之乐吗？
想抱孙子可是你家儿女不愿意
生吗？你的儿子是个宅男，不爱
出门也不愿意找对象吗？那就
帮你家孩子订一张出国度假的
机票吧！让小夫妻享受二人世
界，让宅男儿子偶遇美女，等他
们度假回来，9个月后你就能当
上奶奶了！结尾处那幕奶奶抱
着孙子的画面，也是格外温馨。

今年，丹麦干脆用了“为长
生不老而做”的题目，极力“推
销”性爱的好处，鼓励那些随着
儿女出生、年龄变大而感情平
淡的夫妻出门度假。视频甚至
还打出了“不是变老让你做不
动了，而是不做让你变老了”的
广告词，鼓励人们进行性生活，
开枝散叶。

如此大力鼓舞人们“造娃”
的热情，丹麦政府也真是拼了。
但你不得不承认，似乎效果还是
有的，因为在2016年的视频中，丹
麦的出生率终于有所上升了。这
个优秀的“案例”，同样着急的意
大利或许可以借鉴一下。

虽然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
定，不过对于即将上位的特朗
普，世界各地的不服不忿者们
还在热衷于寻找攻击他的“槽
点”。本周，英国两位医生别出
心裁地开辟了新战场——— 这家
伙身体不行。英国《每日星报》网
站24日报道：两位心脏病专家发
文质疑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出示
的体检报告造假，认为这位美国
史上“最年长总统”可能无法承
受白宫的压力而心脏病发过
世，熬不过四年任期。

身子骨不行，这确实是个
大问题。在今年选战过程中，特
朗普本人炮轰过希拉里，说她连
演讲时都曾经晕倒，有时出席活
动都得有人扶，这样的身体怎么
能撑下总统任期呢？而希拉里也

针锋相对，说我好歹喜欢慢跑，
不像特朗普，压根儿不锻炼。

从《空军一号》里斗歹徒开
飞机的“特工总统”，到《白宫陷
落》中拳击、枪械样样精通的铁
汉形象，在美国人的文化中，总
统似乎就该是个身体堪比运动
员、特种兵的硬汉——— 虽然真
实的历史上，美国总统们一直

“病得不轻”。
美国人对总统“硬汉”形象

的偏爱，其实起源于他们的开
国总统华盛顿。华盛顿身高1米
90，在当时的营养条件下，这个
海拔让华盛顿比他的任何同僚
都高一个头以上，所以他走到
哪里都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庄
严感———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气场太强大”。军人出身的华
盛顿还精通骑马，号称“全弗吉
尼亚最好的骑手”。

有趣的是，华盛顿之所以
只当了两届总统就卸任，跟他

“硬汉”形象的破灭也有关系。
1794年，华盛顿在骑马时拉伤了
背，他“最佳骑手”的光环没了。

更糟糕的是，此后每次演讲，华
盛顿因为背上有伤，身体都会微
微前倾。这个毛病对普通人没
啥，但配上他的大个头，顿时给
站在他前面的观众一种“大厦将
倾”的恐惧感。反对派借机开始
大肆攻击他“望之不似人君”，身
体都管不好，不如趁早下台。正
好华盛顿受伤病困扰，也有了退
隐之心，于是他于1797年挂冠而
去，两年后就病逝了。

有了华盛顿的样板和教
训，后世美国总统大多热衷于

“逞能”。最拼的当数第九任总
统威廉·哈里森，1841年，此公
上任时也已68岁高龄，但哈里
森觉得自己是当年打过印第安
人的民族英雄，如今也“宝刀未
老”，所以就干了一件特别“作”
的事儿：在就职典礼上，哈里森
身穿一件单礼服对抗美洲大陆
严冬的冷风，还给自己弄了一
篇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演讲———
典礼过后，哈里森就病倒了，最
终因肺炎在上任仅一个月后就
去世，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最

短的总统。
哈里森倒下了，但他的后

继者们却在“逞能”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十九世纪末在位的格
罗弗·克利夫兰，在第二次上任
前就被查出口腔癌，却带病坚
持竞选，上任后才抽空邀请医
生在一艘游艇上秘密进行了肿
瘤切除手术，实情直到他去世
后多年才公布。一战期间任职
的威尔逊总统在开过巴黎和会
后不久就中风了，大量政务由
他夫人代其处理，为了营造总
统依然“身体倍儿棒”的形象，
第一夫人还串通记者伪造了对
总统的访谈。

当然，在隐瞒病情上，干得
最绝的还要数著名的小罗斯福
总统，他虽然罹患脊髓灰质炎，
但在竞选期间，在公众场合一
直拒绝使用轮椅。1943年，罗斯
福已患有包括慢性高血压、肺
气肿、动脉硬化、心绞痛等多种
病症，他的医生断定他一定活
不过下一个任期，但罗斯福依
然执意竞选第四个任期。后来

果然被医生言中，在第四个任
期里，罗斯福只担任了73天职
务就去世了。

当然，有讳疾忌医者，也有
对自己病情出奇坦率的人。
1955年，任总统不到三年的艾
森豪威尔遭遇心肌梗塞，医生
在将他救回后，建议总统对外
宣称只是“感冒”。这一提议遭
到艾森豪威尔的严词拒绝，他
的名言是“民众有知情权，当然
也包括对总统的身体情况”。

《华盛顿邮报》早前曾进行
过统计，在以往的44任美国总
统中，先后有四任总统因病死
于任上，包括肯尼迪、里根在内
的近半数总统曾“带病工作”。
更耸人听闻的是，除了生理疾
病，美国历史上还有近四分之
一的总统可能是“精神病”，像
约翰·亚当斯、安德鲁·杰克逊
等多位开国元勋可能都是抑郁
症患者。看来，美国非但不是

“硬汉治国”，反而是“病人治
国”，但正是这些“病人”，帮助
着美国一步步发展至今。

喜欢“带病工作”的美国总统

威廉王子感叹“养娃不易”，引发网友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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