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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闹别扭给了中欧合作新契机

或许只是个巧合：七国集
团（G7）峰会5月27日在意大利
落幕不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5月31日就到访德国柏林，
并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
欧领导人会晤。只不过，对G7
峰会和此次中欧互动的评价和
预期相去甚远——— 德国媒体将
G7峰会形容为“一次彻底的溃
败”，但将李克强总理访欧视为

“中欧新时代到来”。
今年G7峰会完全意义上

的共识只存在于反恐和安全领
域——— 26日峰会发表了反恐声
明。至于27日峰会又发布的联
合声明，除了重申七国在反恐
和安全领域的共识之外，象征
性地写上了推进自由贸易。但

众所周知，在“美国优先”大旗
的指引下，特朗普上台以来在
贸易领域的种种政策都呈现出
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即便在
G7峰会期间也曾指责德国向
美国出口了太多汽车，批评德
国“真坏，太坏了”。

除了在贸易领域貌合神
离，在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问
题上美欧分歧也很明显：特朗
普已经决定退出中美欧等各方
通力合作才达成的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在难民问题上，特
朗普的“入境限制令”也曾招致
欧洲盟友的批评；更让欧洲不
爽的，是G7峰会前召开的北约
峰会上，特朗普不厌其烦地老
调重弹，当着众多盟国领导人
的面大谈这些国家应增加防务
开支问题。

这就难怪德国总理默克尔
5月28日就德美关系直言，过去
几天的经历已让她体会到，“我
们能彼此完全信任的时代在一
定程度上已经过去了”。她表

示，在保持与美国和“脱欧”的
英国打交道的同时，“欧洲人必
须真正掌握自身命运”。

好在，被特朗普搞坏气氛
的欧洲，尤其是德国，在5月的
最后一天迎来了远道而来的贵
宾李克强总理。包括中德关系
在内的中欧关系，有坚实的经
济基础：2004年以来，欧盟连续
位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
国也多年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
伙伴地位；具体到德国，2016
年，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贸
易伙伴，德国也一直是中国在
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同时，中欧之间一系列高
层定期会晤机制也让双方关系
进一步巩固和深化。2004年起，
中德就宣布建立总理年度会晤
机制，中欧领导人今年将举行
第19次会晤；具体到中德之间，
自上任以来，除3次过境外，李
克强总理曾8次正式或工作访
问欧洲，3次访问德国，默克尔
上任后也曾9次访问中国，并于

去年9月来华出席G20峰会，创
下西方在任领导人访华之最。

更重要的是，中国坚定地
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而这正
是德法等欧盟国家努力的方
向，却不是特朗普治下美国所
乐见的——— 特朗普多次公开支
持英国“脱欧”，意在通过肢解
欧洲来加强美国对欧控制力和
影响力。

此外，中欧共同主张继续
推进自由贸易，对特朗普政府
表现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
主义倾向均保持着警惕。中国
与德法等国和欧盟一道主张坚
持履行《巴黎协定》，在气候变
化问题上中国与欧洲坚定地站
在了一起。

显而易见，在欧美存在分
歧的重大国际问题上，中欧之
间几乎都有高度共识。或许正
因如此，默克尔5月31日在与访
德的李克强总理会谈时表示，
德国是中国可靠的伙伴，两国
关系十分强劲，合作良好。

默克尔用了“可靠”一词，
这与她形容美国“靠不住”形
成鲜明对比，可见当初在白
宫 不 与 默 克 尔 握 手 的 特 朗
普，现在把德国乃至欧洲伤
得有多深。

眼下，美欧尤其是美德之
间龃龉不断裂痕加深，将促使
德国和法国领导下的欧洲更加
重视与中国在政治和经贸等领
域的合作，客观上，美欧闹别扭
会有助于中欧关系提升。

但是，也不应过分夸大美
欧分歧给中欧关系带来的推动
作用。毕竟，美国与欧洲仍然是
紧密的盟友关系，再加上美欧
紧密的经贸关系和政治互动传
统，美欧矛盾顶多算“人民内部
矛盾”，双方关系不会发生本质
上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中美欧
之间很难形成类似中美俄这样
的“战略大三角”，中国应以平
常心和既有的坚定步伐，按部
就班地本着互利双赢来推进中
欧交流与合作。

这些奇葩面试问题，你遇到过吗？

进入6月份，一年一度的毕
业季即将来临，又有一批学生
将离开校园走入职场。正在许
多中国毕业生忙着求职的时
候，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
最近的一篇报道显示，有一些
人却拒绝了公司提供的职位，
这是为什么呢？

乔·菲亚特就是其中之一。
当她去一家私人健康俱乐部面
试时，面试官拿出一顶大草帽递
给她，说：“把它挡在你面前，然
后告诉我你为什么想从事这份
工作。”乔很困惑：“为什么要我
这么做？”面试官的回答是：“据
我的经验，像你这样的漂亮女孩
总是太过依赖自己的外表。”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几年
了，但如今想来，乔依然感到非

常受伤。她当时愤然拒绝了这
一要求，但面试官还是亲自把
帽子放到她面前进行了面试。

“当我离开公司时，忍不住哭了
出来，我感觉受到了侮辱。”

面试结果是，乔得到了那
份工作，但她拒绝了。“我现在
想来，是那名面试官对自己没
有信心，他怕我的脸会影响他

的决断。”乔目前已经是公关领
域一名成功的职场女性了。

在面试时遇到这种尴尬问
题的不只乔一个。当37岁的凯
瑟琳·欧文去面试一家公司的
招聘顾问职位时，在小组面试
中，一个面试官说凯瑟琳年龄
太大，可能不适合长时间的工
作。“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年龄太

大了？”这名面试官问道。
曾有参军经历的凯文·赫

尔顿在求职时居然被问过这种
问题——— 面试官说：“我看你以
前参过军，你杀过多少人？”

24岁的弗朗辛则被面试官
问她什么时候打算怀孕，什么
时候打算休产假，这让她感到
很不快，“当他们通知我可以入
职时，我没接受这份工作。”就
在一年前，她在面试时还被人
问过是不是犹太人。“我当时直
接说，这不关你的事。”

在BBC的一份在线调查
中，有1500多人留言表示曾经
在求职时遭遇过这种“不合适”
或“不靠谱”的问题。笔者当年
毕业求职时，也曾被问过类似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怀孕”
的问题，不得不感叹一句，这种
现象在中外还真是有那么点共
通之处。

英国职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彼得·赖利说，如果遇到这些
与面试无关的问题，面试者完
全可以拒绝回答。“你可以告

诉面试官，‘这与工作有关
吗？如果没有的话，请您不要
问这种问题’。”

BBC还列出了一系列面试
者可以“拒不回答”的问题，包
括“英语是你的母语吗？”“你结
婚了吗？”“有孩子了吗？”“你
今年多大？”“上份工作中，你
请过多少天病假？”“你曾有
犯罪前科吗？”“你的宗教信
仰是什么？”“你的性取向是
什么？”“你是工会会员吗？”
等。可见，与性别、年龄、种
族、肤色、宗教、性取向、家庭
状况有关的问题，在面试中大
多属于敏感问题，有些往严重
里说甚至带有歧视意味。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西方
国家面试最好不要问家庭状况
这一条，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行
业内并不算是禁忌。国内一些
公司的招聘表格中，甚至会特
意加上“家庭状况”这么一条；
而应聘者如果来自一个财务状
况不错的家庭，在进入金融等
相关行业时还颇有优势。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美
国大片《加勒比海盗5》毫无悬
念地成为了中国电影市场上的
大赢家，短短三天内就狂揽了
近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的所有非法职业中，海盗肯定
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种。无论
是日本超长篇动漫《海贼王》，
还是连拍五部不收手的《加勒
比海盗》，都把着海盗这个题材
不松手，而观众们还偏偏对此
买账。海盗为何有如此大的魅
力？这恐怕是因为海盗在真实
历史上确实很“酷”。就说《加勒
比海盗》中那个万人迷杰克船
长，这人在历史上其实是有原

型的，那就是著名的英国大海
盗巴塞缪勒·罗伯茨。

巴塞缪勒·罗伯茨在18世
纪最初的20年活跃于加勒比海
上，他的海盗船队最多时有400
艘，几乎能与同时代的法国海
军相媲美。而实力雄厚的罗伯
茨船长跟电影中的杰克船长一
样，也喜欢找自己看不惯的官
军开练，他的旗舰“皇家财富”
号就是抢来的法国军舰。当然，
罗伯茨船长最后也死在与军方
的死磕上，1722年，在一次与英
国皇家海军的激战中，身先士
卒的罗伯茨船长被一颗流弹击
中、当场毙命。据英军记载，船
员们在看到船长战死后，无视
周围的枪弹，“哭得像个孩子一
样”。随着他的离世，“海盗黄金
时代”也落幕了，所以罗伯茨被
认为是最后的海盗王。

罗伯茨如此受人爱戴，是
因为他的确是一位非常“有范”

的海盗：据说他相貌英俊，喜欢
穿着华丽的服饰，因此得到了

“黑骑士”的美名；他喜欢品茶，
却从不喝酒；他禁止船员赌博，
却鼓励他们向上帝祈祷。而罗
伯茨最为人所知的创举，是他
完善、整理了海盗的规矩，出台
了一套“罗伯茨船规”，也即著
名的“海盗法典”。

是的，你没听错，在罗伯茨
的治下，海盗是个标准“盗亦有
道”的团体，他们打劫也是按规
矩来的。而且跟一般犯罪团伙
遵循的“黑道规矩”不同，这套
法律还相当民主、先进。例如：

海盗船上奉行绝对民主
制，每个船员都有权参与重大
问题的决策。船长死亡或遭罢
免后，全体船员集体投票选举
新船长。

禁止女人和孩子呆在船
上。未经妇女同意、调戏妇女的
人将被立刻处死。

在打仗时失去手足或变成
残废的人，将得到赡养，从“公
共储蓄金”里领取800块西班牙
银币；受轻伤的人得到的钱要
少一些。

船长和航海长在分战利品
时要得到2份，炮手、厨师、医
生、水手长分1 . 5份，其他有职
人员分1 . 2 5份，普通水手分1
份。

……
凡此种种，难怪有人说，

“罗伯茨船规”简直像是从美国
宪法上抄下来的。而实际上，美
国宪法要晚七八十年才出现。

问题是，如此公平、民主甚
至充满禁欲气息的法规为何能
被一帮海盗制定出来呢？与陆
地上的山大王不同，海盗船其
实是一个从正常社会中断裂出
来的“小社会”。在茫茫大海上，
一边要打劫商船赚钱，一边要
逃避官军的围追堵截，所以海

盗们必须同舟共济。这就逼迫
着海盗们必须优化他们的社会
结构，找到最合理的规矩处理
他们内部的矛盾，进而发挥团
体的最大战斗力。

仔细分析一下罗伯茨船
规，你会发现，那些看似“高大
上”的法条都有很强的实用性：
民主选举制，是为了保证船长
上任后能服众；对老弱病残的
福利制度，是为了鼓励船员勇
敢战斗；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是为了最大限度调动船员的“打
劫积极性”；至于看似最匪夷所
思的“禁止调戏妇女”，理由则最
简单：在漫长而苦闷的航海生活
中，对于美女的争风吃醋是引发
船员内部火并的最好导火索，一
心想干大事的罗伯茨船长怎么
会允许这种乱源存在呢？

一部“罗伯茨船规”，在今
天看来，其实算得上是一次对
于人类社会治理的微型实验。

加勒比海盗，打劫也要“有法可依”

乔·菲亚特曾经因为外貌受过“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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