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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离婚？英国这招有点超前

在结婚时，人们往往是幸福
而甜蜜的；但在离婚时，不少人
却巴不得“死生不复相见”。最
近，英国司法部就推出了一个能
满足这些离婚夫妇要求的方式：
只要在网上注册、登记，填写一
系列调查问题，就能通过网络结
束婚姻关系，而无需在现实中或
法庭上再见面。

这一项目耗资10亿英镑（约
合85 . 8亿元人民币），从5月初开
始正式运行。目前，英国英格兰
和威尔士想要离婚的夫妇可以
通过该系统在网上完成离婚申
请，不用再去法院。

有人可能担心，离婚中涉及
许多法律词汇，看不懂怎么办？
没关系，填表所需的语言都经过
简化，而不是复杂的法律术语，
还可以把证据上传到网上。只要
花费550英镑（约合4720元人民
币），就可以在线申请填表，上传
正式文件后被批准离婚。

这种离婚方式看似“快餐”，

实际上并不草率。即使选择网上
离婚，夫妻双方还是需要填写关
于婚史、财产和收入、对子女安
排等一系列问题。在没有争议的
情况下，申请者将获离婚暂准判
决，并在6周时间内申请永久判
决。由此看来，网络离婚依然给
双方留下了一定的缓冲时间，避
免一时冲动导致的分手。

在该项目正式实施前，英国

政府还进行了试运营：超过1000
对想要离婚的夫妇尝试了在线
离婚，91%的人对此表示满意。伊
莱恩·埃弗雷特就是其中一名试
用者，她说，自己两年前就已和
丈夫分居，这种离婚形式比提交
纸质版的离婚申请方便很多：

“真是不可思议，和我几年前试
图提交纸质版文件申请离婚相
比，这种方式给人的压力更小，

带来的痛苦也更少。之前想通过
纸质文件离婚时，我还被拒绝了
好几次，可烦人了。”另一名叫蕾
贝卡的女性离婚申请人则表示，
她使用了这项服务后，不到12个
星期就收到了离婚判决书。

试用者的反馈，正是英国司
法部推出该项目的初衷。“对那
些正经历困难与痛苦的人来说，
允许申请在线离婚是我们能给
予他们的最好支持。”司法部长
露西·弗雷泽说，“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选择从纸质离婚转向在线
离婚，这能减少损耗，让服务更
快、更安全，也能让人们更好地
适应现代生活方式。”

其实，不只是离婚申请者得
以“减负”，受理离婚申请的工作
人员也获得了“解放”。英国法
庭工作人员发现，当人们在线
填表申请离婚时，他们往往很
少出错；而之前，工作人员每年
光花在处理复杂离婚文件上的
时间就长达1 . 3万个小时，如
今，这么一项“更简单、没多大
技术含量的”在线服务就可以
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这
个系统后，因为申请填写错误
而被退回的离婚文件减少了
95%。”弗雷泽说，“这意味着自1
月份以来，只有0 . 6%的离婚表格

被拒。”正是由于审核效率的提
高，英国《泰晤士报》称，通过减
少处理时间和文书工作，每年能
节约2500万英镑（约合2 . 15亿元
人民币）的开支。

如果在线离婚在英格兰和
威尔士运营得够好，英国政府将
在全国推行。这一举措让英国人
倍感自豪，高等法院家庭事务部
主席、资深法官詹姆士·芒比爵
士说，在线离婚取得了“胜利的
成功”，这样的在线系统“一定是
未来的方向”，“这证明，无论人
们想什么，政府都可以通过信息
技术让它得以成真。”

在这则新闻的评论中，不少
网友对此表示支持，有人说：“在
线阅读，在线商务，在线学习，在
线购票，现在又出了在线离婚，
整个世界都是在线的了！”还有
人开玩笑说：“我已经在等‘在
线结婚’系统了！”不过，更多人
把矛头指向了离婚系统收取的
550英镑：“为什么离婚需要这
么多钱？我以为不会超过买一
个结婚蛋糕的钱。”“550英镑也
太贵了，我觉得50英镑就差不
多了！”不知道随着信息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在线离婚系统的普
及，这笔“离婚费”会不会如网友
所愿降低呢？

英国司法部推出的在线离婚网站。

伊朗的“好人缘”是如何弄丢的？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北京时间5月9日凌晨，美
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
议，并将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
制裁。虽然伊核协议的其他签
约方，包括美国的盟友英法德，
都对美国单方面“退群”的做法
表示反对，但特朗普此次似乎
铁了心想要好好整一整伊朗这
个美国在中东的宿敌。

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伊
朗给人留下的印象，除了核武
器，似乎就只有宗教保守、经济
落后和政治孤立。但你知道吗？
在仅仅几十年前，伊朗还被公
认为世界上“人缘”最好的国
家，甚至举办过一次史上来宾
最齐的“国际狂欢派对”。

1973年，当时的伊朗国王礼
萨·巴列维突发奇想，说要搞一
次庆祝古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

年的纪念大会。令人吃惊的是，
对于这个由头看似有些莫名其
妙的大会，世界各国政要居然都
纷纷买账。在欧洲，各国元首在
英王乔治六世的葬礼后还从来
没有这样整齐地齐聚一堂。在中
东，几乎除了沙特这个伊朗宿敌
未派员参加之外，各国首脑无论
逊尼派还是什叶派也都来齐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也都乐于卖伊朗一个
面子，苏联派出以最高苏维埃主
席波德戈尔内挂帅的庞大代表
团，美国副总统斯皮莱·阿格纽
则代表总统尼克松送来了一幅
华盛顿的画像，将身为君主的巴
列维国王比作美国的开国领袖
华盛顿。

据统计，当时共有78个国
家、地区和宗教组织的首脑或
君主来到伊朗“共襄盛举”，这
在当时冷战正酣的国际格局下
简直是个奇迹。而伊朗仅国宴
和庆祝活动的花费就高达两亿
多美元，当国会抱怨开支过大
时，巴列维国王不无自豪地辩
解道：“这有什么问题，除了我

统治的伊朗，还有哪个国家能
请到如此多的贵宾？”

的确，当时的伊朗不仅国
际人缘好，而且是响当当的石
油富国，对外还十分开放。在巴
列维国王推行的伊朗版改革开
放“白色革命”的影响下，伊朗
成为中东第一个实现女性普选
的国家，在1973年之前的10年
里，伊朗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
达到16%至17%，国民收入从上
世纪60年代初的160美元跃升
至70年代的2250美元，是当时
世界上排名第9的富裕国家。与
此同时，伊朗还是当时美国在
中东的头号盟友，但同时也与
苏联维持着良好关系。经济高
速发展、国际政治左右逢源，我
们可以理解当时的巴列维国王
为何如此志得意满。

的确，直到今天，很多学者
依然认为，巴列维国王当年利
用伊朗特殊地缘优势和资源禀
赋所掀起的“白色革命”是成功
的。但讽刺的是，正是因为这次

“开放”太过成功，反而引发了
后来的“伊斯兰革命”。

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伊
朗原本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全
国80%的农田、牧场被分割在
贫瘠的山区中间。巴列维王朝

“白色革命”的一大后果，是来
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农
产品大量涌入。而在同一时期，
美国等国刚好在进行新一轮农
业机械化革命，其结果是来自
西方的农产品在短时间内将伊
朗的自耕农经济挤对破产。所
以在“白色革命”时代，伊朗工
业在突飞猛进的同时，农业居
然大幅度缩水，迅速沦为农产
品纯进口国。

是的，相比于来钱快的石
油工业等产业而言，在伊朗种
田、放牧的收益实在少得可怜，
但问题在于，伊朗此前一直是
个农牧业国家，这个急转弯让
很多人受不了。

广大农民不得不抛下耕地，
来到城市打工，由于农业失去自
主权造成的粮食价格飞涨让这
些可怜人陷入食不果腹的窘境。
于是，底层民众纷纷将矛头指向
了巴列维王朝的开放政策。反美

宗教领袖霍梅尼正是在这种情
况下趁势而起的。在1979年爆发
的“伊斯兰革命”中，各地的外贸
公司、美国大使馆和巴列维国王
一道成为底层民众撒气的对象。
所以，暴力革命和伊朗之后外交
风格的突变，其实都可以看作伊
朗之前开放模式破产的后果。

不过，“伊斯兰革命”后伊朗
所建立的相对封闭的外交和经
济体制，并没有帮其养好内伤，
反而使问题更加凸显。时至今
日，伊朗依然要依靠石油换食品
来缓解国内不时爆发的粮食危
机。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这条路
走不通，伊朗才试图通过签订伊
核协议的方式尝试重新开放。

对于伊朗的这轮开放，很多
观察者抱有乐观的预期。不过，
回顾一下巴列维王朝当年同样
看似成功的开放历史，你真的认
为伊朗未来的前景十分乐观吗？
应当说，特殊地理环境和产业结
构所造成的某些问题，注定了即
便没有美国人从中作梗，这个国
家的开放之路也要比别的国家
艰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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