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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移
民局12日禁止前总理纳吉布·拉
扎克及其妻子离境。纳吉布两天
前卸任总理，原打算和妻子出国

“度假”。路透社以两名知情人士
为消息来源报道，马来西亚政府
可能重新调查一桩纳吉布涉嫌
腐败的案件。

马来西亚国会9日选举，纳吉
布领导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败
给92岁政坛老将马哈蒂尔·穆罕
默德领导的反对党联盟，结束连
续61年执政。马哈蒂尔10日宣誓
就任总理。

纳吉布12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他和妻子将出国度假一周。几
分钟后，马来西亚移民局在同一
社交媒体平台宣布，纳吉布和妻
子被列入“黑名单”，不得离境。纳
吉布随后回应，称尊重移民局的
命令。移民局和纳吉布都没有提
及禁止他离境的原因。

马来西亚媒体报道，纳吉布
和妻子原定当地时间12日上午乘
坐私人喷气式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首都雅加达。

纳吉布12日晚些时候在吉隆
坡举行记者会，宣布辞去“马来民
族统一机构”党主席和国民阵线
主席，为选举失利承担责任。

纳吉布现年64岁，2009年4月
出任总理。马哈蒂尔1981年至2003
年担任总理22年。

马哈蒂尔10日宣誓就职后谈
及一桩纳吉布涉嫌腐败的案件，
即“一马发展公司”案。他说：“我
们不是寻求报复，而是想恢复法
治……如果司法裁定纳吉布做过
错事，那他必须面对后果。”

两名消息人士11日告诉路透
社记者，马哈蒂尔打算重新调查

“一马发展公司”案。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与马哈蒂

尔的竞选团队合作密切。他说，马

哈蒂尔将任命一名财政部顾问，
“重新开始调查‘一马发展公司’
案，追回那些钱。”另一名身份为
议员的人士说，马哈蒂尔将在12
日宣布重新启动调查。

在纳吉布倡议下，一马发展
公司2009年设立，以国有资金为

“本钱”从事投资业务。媒体2015
年报道，一马发展公司负债420
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约合672 . 4
亿元人民币）。当年晚些时候，

《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家美国报
纸的记者看到一份文件，显示
26 . 72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约合
42 . 8亿元人民币）由一马发展公
司转入纳吉布私人账户。

纳吉布一直否认自己行为不
当。2016年1月，马来西亚反腐败委
员会宣布调查结论，即纳吉布私
人账户转入的钱与一马发展公司
无关；尽管来源是捐赠者，但不违
反法律、不构成腐败。

本报记者 王昱

“日本”在日本灭绝了

朱鹮，古称朱鹭、红朱鹭，
是东亚地区特有的物种，由于
上下体的羽干以及飞羽略带淡
淡的粉红色而得名。朱鹮在生
物分类学上有一个独特的拉丁
学名叫做“Nipponia nippon”，
直译就是“日本的日本”。以国
名为鸟名，足见这种鸟与日本
的渊源。

事实上，朱鹮的学名之所以
被日本“抢注”，是因为它的色彩
和外貌很符合日本人的审美趣
味。类似于中国人对仙鹤水墨画
般黑白分明的喜爱，朱鹮身上特
有的樱花色也让日本民族尤其
是皇室情有独钟。在成书于公元
720年的史书《日本书纪》中，不
乏“将绥靖天皇葬于倭国桃花鸟
田丘上陵”“将垂仁天皇葬于身
狭桃花鸟坡”“将宣化天皇葬于
大倭国桃花鸟坡上陵”这样的记
载，文中所提到的“桃花鸟”就是
日本对朱鹮的别称。在皇家陵园
饲养朱鹮，应当是日本自奈良时
代起的一种风俗，日本神道教将
该鸟视为祥瑞。

朱鹮脱落的羽毛也被做成
各种武器或仪式用具，在日本
各类仪式上频频出现，比如用
朱鹮羽毛做成的箭矢，是神道
教用于驱魔的礼器，也是平安
京时代贵族的爱物。而自中世
起，日本天皇加冕时，冠冕上都
要用朱鹮的第一根翅羽作为饰
品。朱鹮身上的朱红色也被当
成日本的“国色”。在供奉日本
天皇始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
宫，每20年要举行一次“迁宫仪
式”，仪式很繁复，其中一项就
是给宫中之宝“须我流横刀”的
刀柄上缠两片朱鹮羽毛。

不过，在中古时代颇具神性
的朱鹮，到了近代却在日本遭了
殃。在1868年以前的江户时代，
幕府曾经严厉要求民众不得猎
取朱鹮，但随着明治维新的开
始，幕府禁令被废除，民间开始
大量猎杀朱鹮用于食用或获取
羽毛，日本朱鹮的数量在1868年
-1900年间急剧减少。虽然1906
年日本政府重新出台法令，要求
民众不得捕猎朱鹮，但由于化
肥、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对朱鹮
生存环境的破坏，朱鹮数量下降
的趋势并没有被遏制。

之后日本对朱鹮的保护之
路几乎是一场无望的挣扎。

1934年朱鹮被日本政府列为天
然纪念物，当时估计日本本土
朱鹮仅剩100只左右。1952年，日
本在全国大面积进行调查，仅
发现32只朱鹮，分别位于佐渡
岛和能登半岛上。1967年，日本
在佐渡岛设立了保护中心，但
捕捉来的朱鹮因为不适应人工
饲养环境而相继死亡。1981年1
月，日本将境内残存的5只野生
朱鹮全部捕捉，带到佐渡岛保
护中心进行“紧急抢救”，但不
久都相继死去，仅剩的两只也
被判定丧失了繁殖能力，日本
政府不得不于当年3月向公众
宣布朱鹮即将彻底灭绝。该消
息引发日本舆论一片哀叹，

《“日本”在日本灭绝了》是当时
曾引发广泛共鸣的新闻标题。

它是中日关系的见证

巧合的是，就在1981年5
月，在中国发现朱鹮的消息传
来。事实上，自1972年中日两国
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就向
中方郑重提出寻找朱鹮的请
求。此后经过近十年寻找，终于
1981年在秦岭发现了7只野生
朱鹮。当年6月，中日两国签署
了《中日共同保护研究朱鹮会

议纪要》，此后，中方提供人力
和朱鹮，日方出钱出设备出经
验，成为了两国保护朱鹮的主
要模式。

从1985年到1995年，中国
曾几次把朱鹮送到日本，和日
本朱鹮进行“婚配”，但都未能
成功。1992年，日本天皇明仁访
华，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特
意提及希望中方多借朱鹮以供
繁衍的请求。中方对此的回应
出人意料的慷慨——— 1998年，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
日本，一对朱鹮成为他送给日
本的国礼。

此后，朱鹮成为了中方首
脑访日常备的“伴手礼”。2000
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
基访问日本，带去了一只“朱鹮
新娘”，与之前那对朱鹮繁衍下
的后代配对。2007年，时任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访日，再次带去
两只朱鹮。

据日媒报道，目前日本的
朱鹮数量已达500只左右。而据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介绍，
目前中国朱鹮种群数量已由
1981年的7只发展到3000多只，
并重建了野外种群。日本媒体
在报道中不得不承认，两国的
朱鹮种群虽然同步增长，但由

于种群体量上的差距，日本想
要维持朱鹮的种群多样性，依
然有求于中国。

2012年8月，中方曾计划再
向日本赠送两只朱鹮，但由于
2013年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
对立激化，中方决定暂缓该计
划。2014年，该计划一度有望重
启，但又因为两国关系“火候不
到”而最终作罢。中方朱鹮迟迟
不来，急坏了日本国内一些喜
爱这种国宝的人士，曾经担任
佐渡朱鹮保护会长的佐藤春雄
就撰文催促政府尽快与中国恢
复关系，他指出：“看在朱鹮的份
儿上，请不要再刺激中国了。”

所幸，随着中日关系的好
转，耽搁多年的赠送活动终于
在今年成行。应该说，此次李克
强总理送去的朱鹮，既是对中
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40周年的纪念，又是两国关
系重归正常化的标志。而经历
了之前几年的“冷处理”，相信
日本也明白了：日本虽然曾经
对中国具有技术和经验的优
势，但就眼下而言，相比于中国
需要日本，日本其实更需要中
国——— 这种需求，恐怕不仅仅
只是对朱鹮这种中日共有的

“国宝”。

一一对对朱朱鹮，，何何以以体体现现中中日日友友谊谊
李克强总理访日“伴手礼”在日本圈粉无数

马马来来西西亚亚禁禁止止前前总总理理离离境境
新政府或将重查纳吉布涉嫌贪腐案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十分感谢您这次访问送来
的那对朱鹮，愿它们成为日中两
国友好的见证。”5月9日，日本天皇
明仁会见到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
时这样说道。

5月9日下午，李克强总理与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记者时宣
布，此次访问期间，中方将向日方
新提供1对朱鹮种鸟，以体现中国
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谊。一对朱
鹮，为什么可以体现中日友谊？又
为何会让日本天皇在会谈中特意
表示感谢？事实上，朱鹮不仅仅是
一种珍稀的保护动物，更早已成
为中日关系的见证和温度计。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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