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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关系经得起日美两国的拉扯

12日至15日，越共中央总
书记阮富仲访问中国，随行人
员包括4位政治局委员和4位中
央委员。这既是他2017年的开
年首访，也是他去年1月连任越
共总书记后首次访华，而且，阮
富仲此访正值中越建交67周年
之际，反映出越方对此访极为
重视。

1月12日的央视《新闻联
播》，用超过8分钟时间报道了
习近平总书记与阮富仲的会
谈。在会谈之后，习近平还与阮
富仲在人民大会堂澳门四季厅
进行了茶叙，习近平还向他赠
送了胡志明主席1942年手书汉

语诗作《走路》的复制品。这种
特殊安排，既凸显出中方对阮
富仲访华的高度重视，也有助
于两党高层进一步交流。

2013年以来，中越两党两
国高层互动频繁，习近平与阮
富仲曾分别于2013年3月、2014
年1月和2015年2月进行热线通
话，并在2015年实现互访。此
外，两党总书记还曾互派特使
转达口信。两国国家主席、总
理、副总理、军方将领以及议会
交流同样十分频繁。在两党总
书记历次通话和会晤中，都强
调两国间基于传统凝结成的

“同志加兄弟”的友谊，12日的
会晤亦不例外。同时，管控分歧
也是中方多次强调的要点。

虽然南海问题是中越关系
绕不开的话题，并且近年来越
方也曾一度在南海问题上滋事
导致中越关系出现波折，但南
海问题并非中越关系的全部。两

党两国高层的频繁互动一方面
说明南海问题并未影响中越关
系主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双方
在问题出现后积极寻求平息、避
免殃及双边关系大局的考量。

在12日中越两党高层会晤
中，阮富仲的一个表述值得关注，
即“推进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是越南对外关系的战略选择
和长期外交政策头等优先”。在两
党高层会晤为今后两国关系发展
定调的大背景下，越南这一“头等
优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理性判
断后的战略选择。

这种判断基于两个现实：
一是，两国互为邻国，均为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发展理念和道路相近，近些年
来除了两党两国高层政治互动
频繁之外，中越经贸关系也快
速发展，去年越南已超过马来
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
易伙伴，双方拟在2017年将双

边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元。
二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去年
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宣
布将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这让在TPP上投入太多
热情的越南心里一凉，越南总理
阮春福当月即表示停止寻求推
动国会批准TPP。

虽然去年美越政治关系进
展神速，但越南在意识形态和
价值观领域对美国仍心存芥蒂。
同时，越南也从菲律宾这面镜子
中看到，对华关系的好坏会给本
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在中菲
关系全面改善、南海局势趋于平
静之时，越南若再一味地头脑发
热抱域外“大腿”滋事，将会显得
既不合群也很短视。当越南发
现美国等域外势力“远水解不
了近渴”时，与其为特朗普上台
后的不确定性而提心吊胆，还
不如利用与中国既有的深厚政

经关系，搭中国的“便车”来得
更现实、稳妥。

有意思的是，在阮富仲访华
同期，美国国务卿克里13日到访
越南，将其作为任内最后一次出
访的首站。紧接着，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应越南总理阮春福邀请，将
于15日抵达越南访问，这是他2017
年首次出访的最后一站。

随着越南在东盟乃至亚太
地区国力和地位的提升，美日
早已将其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
拉拢对象。在特朗普的亚太政
策尚且模糊不清、奥巴马政府
将要下台之际，日本试图借此
空当期走上前台，通过继续拉
拢亚太主要地区大国，扎紧围
堵遏制中国的围栏。但此次阮
富仲在日美高层到访越南前夕
高调访问中国，并表态对华关
系是越南外交的“头等优先”，
充分说明了中越关系经得起日
美两国的拉扯。

中国造出圆珠笔头，上了外媒的头条

这个星期，“中国造出圆珠
笔头”这条新闻，不但上了国内
媒体的头条，还成了外国媒体关
注的焦点。英国广播公司（BBC）
网站、《财富》杂志网站、美国网
站“商业内幕”等，都发布了这条
新闻。

11日，BBC网站以《圆珠笔
的力量：中国成功造出了自己
的圆珠笔头》为题，发布了中国
造出圆珠笔头的消息。BBC在

新闻开头就提到，中国能往太
空发射卫星，每年能生产上千
万部手机，还能建高铁，但一直
制造不出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
最近，中国太原钢铁集团终于成
功造出了属于中国的圆珠笔头。
此前，每年有无数支圆珠笔在中
国的工厂中被制造出来并卖往
全世界，但圆珠笔的重要组成部
分——— 笔头，由于对钢铁质量和
尺寸精确度的要求高，只能从
德国、瑞士和日本进口。

网友在这条新闻下的留言，
或许可以给我们更直观的体验。
一名英国网友说：“我们总是说
中国制造的东西多差多差，但不
能否认的是，他们造出的东西确
实便宜。”还有人说：“中国人只

负责制造，不管创新。”在这些网
友的眼中，中国还是那个传统意
义上的“世界工厂”：产品数量
多，价格便宜；但质量嘛，都这种
价格了，还对质量奢求什么？

或许，这就是中国一定要实
现自产圆珠笔头的原因，我们
希望摆脱“劣质制造工厂”的国
际形象。外媒显然也看到了这
一点，BBC提到，生产笔头象征
着中国对创新能力、高科技产
业和精细制造上的侧重。美国
QUZRTZ新闻网站在报道这条
新闻时，则用了《小小圆珠笔头
成为中国创新经济新象征》的
标题。一名网友说：“我开始以
为这则新闻是个关于全球化的
笑话，但看完以后我才明白这

项成就的意义：这确实是中国
国内制造能力增强的象征。”

得知中国之前一直不能制
造圆珠笔头，也有外国网友很惊
讶地表示：“真的吗？中国的笔卖
得那么便宜，我一直以为笔头也
是他们自己造的。”也有网友提
出疑问：虽然中国历经数年科研
与实验，才成功造出圆珠笔头，
可这至少说明，中国具备这一
能力，但为什么之前没有执著
于一定要用自产笔头呢？

关于这一点，在BBC的报
道中，香港大学工业与制造系
统工程系一名姓黄的教授说，
中国在精细工程制造方面似乎
总有那么点不足：在国防和航
空这种“大”领域，人们一般会

精益求精，不放过每个细节；但
在类似圆珠笔头、计算机芯片
之类的“小物件”方面，如果自
己不能制造，那依靠进口也没
关系。“我们中国人提倡工匠精
神，但有时这种精神是否能贯
彻到位，也是个问题。”他说。在
脸书网上，一名网友的评论也
有几番道理：“我觉得最重要的
原因是，圆珠笔头不像太空飞
船或者国防武器那样，能起到
明显提升和维持国力的作用。”

尽管国外媒体和网友观点
不一，但中国这次创新确实吸
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中国
人，最开心的莫过于以后在用
圆珠笔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这支笔100%都是中国制造的！

本周，日本现任天皇明仁
将于2019年退位的消息被传得
沸沸扬扬，逼着日本政府赶紧出
来声明称这事儿还在“检讨”
中。自二战以后，日本政府对于
天皇问题的谨小慎微可谓世界
闻名。日本国内有个比喻，说眼
下的天皇制度是个“冰雕花瓶”，
需要小心保护，摸不得碰不得，
说不定哪天还会化掉。天皇虽然
在今天的日本没什么权力，但好
歹也是世界上传承最久的皇室
体系，传了两千多年都没断绝，
怎么如今却这么娇贵呢？这就得
说起当年一桩十来个“天皇”争
皇位的奇闻了。

1946年1月18日，美军机关
报《星条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
条爆炸性新闻，标题那叫一个
耸动：《他才是真正的日本天
皇》。在新闻中，来自大阪的破
产杂货铺老板熊泽宽道先生向
美国记者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
天皇。几天后，美国国内的各大
媒体相继转载了这则消息，又
过了几日，深入日本各地采访
的美国记者们居然相继挖出了
十几位自称“天皇”的日本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奇闻呢？
说到底，这个锅还得美国人自
己来背。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
束，明面上日本人是无条件投
降，但美日私下里其实有个“君
子协定”：美国人战后要放天皇
一马。话虽这么说，但裕仁天皇
在战争中到底干了啥，美国占
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是门儿清的。
不能送天皇上法庭，但羞辱他一
下总可以。于是在麦克阿瑟的逼
迫下，天皇被迫在战后不久登报
发表了著名的“人间宣言”，承认
自己不像之前被吹嘘的那样是

“现世神”，没有召唤神风吹翻英
美鬼畜战舰的超能力。为了增强
宣言的说服力，麦克阿瑟还拉着
天皇陛下合了张影，照片中身
高一米八的麦克阿瑟气宇轩
昂，旁边的裕仁天皇比他整矮
一个头，看起来就一糟老头子。

权威这事儿，讲究个神龙
见首不见尾，如今天皇又是宣
言又是照相，老百姓自然起了

“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思。据说
“人间宣言”一发表，仅东京各
病院就收治了20多名自称“天
皇”的精神病人。

与自称“天皇”的疯子相
比，有些“半疯们”套路比较深。
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位熊泽先
生，嗅到风声后，立刻正经八百
地给麦克阿瑟写了封长信，详
细论述自己更有资格当天皇的

理由：日本历史上出过一次南
北朝，南朝天皇最终是在幕府
将军足利义满(《聪明的一休》里
跟一休逗闷子的那位)的压力下
才削了帝号。虽然如此，南朝天
皇的后裔们一直不服气，自认为
比北朝更正宗。以前是腹诽，如
今美国人来了，自称南朝后裔的
熊泽先生可算找到伸冤对象
了。

不仅如此，熊泽先生还旁

征博引地论证说，日本人为什
么会打二战、跟你们美国人叫
板呢?就因为他们北朝家不仅
篡了位，还从骨子里就好战，如
果美国人愿意扶立我(他自称
熊泽天皇)登基，日本在我的领
导下一定爱好和平云云……

对于这封脑洞大开的旷古
奇信，麦克阿瑟的处理方式很
耐人寻味。他非但没一笑置之，
反而把信抄送给了日本宫内

省，“询问此事真相”。宫内省居
然真去查了档案，结果查出这
位“熊泽天皇”他爹当年曾经找
上门来跟明治天皇攀了次亲
戚，明治天皇还认真接待了。

这个信息，等于认下了熊
泽至少有个“皇叔”身份，于是
麦克阿瑟一本正经地派手下去
见了熊泽，似乎真要扶他登大
位。这下更热闹了，天皇本人当
然紧张，但不干的是“熊泽天皇”
那些近枝亲戚——— 都是南朝子
孙，凭什么你来当啊？于是他那
些兄弟叔伯赶紧效仿熊泽给美
国人写信讲故事，什么“外村天
皇”“三浦天皇”“长滨天皇”“佐
渡天皇”……一时间日本各地登
基称帝的皇上有十来位。得亏有
美国占领军在那儿镇着，要不然
日本只怕是要天下大乱了。

精明如麦克阿瑟者为什么
要纵容这样一场闹剧呢？有分
析认为，其实麦帅是有意利用
此事给裕仁天皇一个下马威，
通过“真假天皇”这出戏，向裕
仁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日
本是离不了天皇，但没说天皇
非得你当啊？这不，想当天皇的
大有人在！”

搞了这么一场戏，裕仁算
是彻底软了下来，对麦克阿瑟
那叫一个百依百顺，和平宪法
等一系列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
下顺利出台的。

十来个“天皇”争皇位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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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天皇熊泽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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