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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马越三国在南海搞军备竞赛？先别激动

旅美大熊猫疑似怀孕，这可难坏了动物园

最近，美国华盛顿国家动
物园传来了一个消息：定居在
那里的中国大熊猫美香可能怀
孕了。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
叫“可能”怀孕了，难道熊猫怀
孕没怀孕还判断不出来吗？事
实还真是这样，因为人们已经
有过太多次熊猫“假孕”的前车
之鉴了。

这个星期，美香表现出了
明显的怀孕症状。“她开始筑
巢，食欲下降，嗜睡，对噪音反
应很敏感。”动物园说，“她还经
常交叉着爪子！”

因为美香在3月1日刚接受
过人工授精，所以工作人员都
对此非常重视。然而，想要判断
美香是不是真的怀孕，动物园发
言人表示，可能还要等到下个
月，“判断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

超声波检查看到胚胎的存在”。
发现美香疑似怀孕后，动

物园暂时关闭了她所在的熊猫
馆室内展馆，让美香安心静养。
想要观赏大熊猫的游客，依然
可以在室外展馆看到雄性熊猫

“添添”，以及添添和美香的儿
子“贝贝”。

动物园之所以如此谨慎，
是因为美香自从2000年从故乡
四川抵达美国后，这18年里已
经出现过5次假孕现象了，最近

的一次是去年9月。出生于1998
年的美香今年已经20岁了，如
果这次真的怀孕，可以说是“超
高龄产妇”。憨态可掬的她，当
年和添添一起旅居美国，成为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里的“镇园
之宝”，深受美国民众欢迎。

虽然美香假孕的次数多，
但她真正怀孕的次数也不少。
迄今为止，她已生过三次宝宝
了。2005年，美香通过人工授精
第一次怀孕产仔，当年7月9日

生下儿子“泰山”，这是第一只
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出生的大
熊猫，当时就引起了轰动。2010
年，泰山被中国接回故乡，美香
和大儿子就此成了异国母子。

2012年，美香第二次产仔，
但幼仔后来不幸夭折。如今仍
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贝贝是
美香2015年第三次产仔生下
的，当时美香生了两只幼仔，只
有出生较早的贝贝活了下来，
如今已经3岁了。

今年20岁的美香已经进入
生殖周期的末期，工作人员希望
抓住她生殖期的“尾巴”帮她再
度怀孕。去年，动物园也曾对美
香进行人工受孕，但并未成功。

其实除了美香，其他一些
大熊猫也出现过假孕的症状。最
有名的可能就是在日本出生的
大熊猫“爱浜”和被报道为“蹭空
调”的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
了。2014年8月，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不得不取消了向全球
直播大熊猫生产的计划，因为

“爱浜”在近48小时的镜头关注
下并没有生下宝宝，事实证明这

只是一次假孕，大熊猫的假孕现
象也是由此被人们熟知。2015
年，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闹了一次
乌龙，事后园方宣布大陆赠台大
猫熊“圆圆”被确认为假孕，因为
圆圆此前一年怀孕过还产下一
仔，有过住单间的经历，所以工
作人员认为她只是为了享受更
好的生活条件而出现了假孕症
状。有网友开玩笑说，大熊猫原
来也很有心机，会假装怀孕“蹭
吃蹭喝蹭空调”。

考虑到大熊猫特殊的繁殖
情况，可能它们并不是故意要
假孕的。刚出生的熊猫幼仔发
育非常不成熟，它们身体呈粉红
色，带有稀疏的白毛，体重只有
成年大熊猫平均体重的千分之
一。这么小的熊猫幼仔，在大熊
猫体内又怎会很容易就被观测
到呢？所以，只有到大熊猫的怀
孕末期，或者是预产期之前，人
们才能通过超声波判定她到底
是真怀孕还是假怀孕。美香也是
如此，但所幸大熊猫的怀孕周期
并不长，只有83-200天，让我们
祈祷美香再次当妈妈吧。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才真正逼急了美国

生活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旅美大熊猫“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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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中国与东盟国家落
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5次
高官会在长沙结束，各方肯定
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的良好
势头，重申全面、有效落实《宣
言》的重要性。各方表示，将继
续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
南海争议，坚持通过地区规则
框架管控分歧，坚持通过合作
增进信任、防止海上意外事件，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这次会议给有关南海局势
近期再起波澜的言论泼了一盆
冷水。南海周边一些国家最近进
行军事装备更新换代确有其事。
菲律宾国防部官员上周透露，总
统杜特尔特已经签署一份5年计
划，准备斥资56亿美元用于军事
现代化建设，目的聚焦于国内安

全和保卫海上边界。马来西亚最
近也宣布，将对海军舰艇和航空
能力进行转型升级，包括新造军
舰、采购军机等内容。同时，越南
近年来也在不断更新军备，尤其
是海军舰艇和潜艇。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23
日称，马来西亚升级海军的同
时，鉴于越南和菲律宾也在采购
新武器，说明一场军备竞赛正在
南海上演。言外之意，这些国家
搞所谓“军备竞赛”的目的是抗
衡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长期以来，南海域内外个别
国家和舆论似乎看不得南海局势
趋稳，总是试图对地区国家的一
些军事动向捕风捉影，生拉硬套
地将之与南海局势、与对抗中国
联系在一起。事实真是如此吗？

先看菲律宾，只关注其升
级军备意在包围海上边界，恐
怕太过片面。相比之下，杜特尔
特政府可能更加看重维护国内
安全和局势稳定。之所以这么
说，看看去年那场打了5个月的
马拉维反恐战就一目了然了。

杜特尔特家乡达沃市所在
的菲南部棉兰老岛，长期以来
一直被境内外恐怖分子和反政
府武装势力袭扰。去年5月，随
着“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溃
败，其各地分支开始活跃起来，
该组织在东南亚的分支就攻陷
了棉兰老岛上的马拉维市。杜特
尔特不得不在上任不到1年之际
出兵打响反恐战。这一战暴露出
菲律宾政府军的诸多短板，其中
之一就是武器装备不仅数量不
足，而且质量也严重落伍。

因此，维护国内安全环境，
更好地推进基础设施重建和引
进外资，才是菲律宾政府拿56
亿美元搞军事现代化的初衷。
而保卫海上边界的目标绝不局
限于南海，相比之下，杜特尔特
政府更注重南部苏禄海地区的
反恐、反偷渡和贩毒工作，为此
他曾多次表达希望中国参与海
上巡逻的意愿。

至于域外势力揣测的菲律
宾要蓄力与中国对着干，杜特
尔特前不久在一次演讲中再次

直言，“我不会去打一场注定失
败的战争，不会让菲律宾的士
兵白白送死。”跟中国宣战的后
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都玩完”。

对此，马来西亚看得也很
清楚。前些年南海局势紧张之
时，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跳
得最高，其次是越南小动作不
断，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就低调
了许多，始终在南海问题上谨
慎避免与中国出现对抗，从而
确保中马经贸合作和中国对马
投资顺利推进。

在马来西亚宣布升级军备
之前，二度上台的马哈蒂尔曾
声称要就南海问题重新与中国
展开谈判。看上去似乎是马来
西亚要在南海出头，但实际上
可能恰恰相反，马哈蒂尔是位
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会冒着搞
僵中马关系的风险在南海掀起
波澜。更何况，他声称的也是要
与中国对话磋商，而非硬碰硬
对抗。而且，新加坡媒体近日报
道，马哈蒂尔方面正与中方协
商尽快实现访华。

如此看来，南海周边一些
国家更新军力，很大程度上缘
于本国军队现代化需要这一内
生动力，也是根据各自国内形
势和军事发展周期性规划的结
果。即便存在涉及南海的相关
考量，恐怕这种诉求也只是“副
产品”，绝非主流。

正如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在介绍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5
次高官会的情况时所说的，当
前，在中国和地区国家共同努力
下，南海局势趋稳降温，不断展
现良好积极势头。各方将继续保
持对话和合作势头，争取更多成
果和积极进展，为巩固当前良
好形势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

在这一大趋势面前，个别
域外国家以及相关舆论借机炒
作，试图给中国与南海周边国
家管控妥处分歧、共谋合作发
展添堵的行为，暴露出的是唯
恐天下不乱的险恶用心，是试
图通过恶化亚太地缘政治环境
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徒劳之举。

对于地理、经济环境得天
独厚的美国来说，想把它逼急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近现代
史上，美国真正在和平时期跟
某国“急眼”只有一次，那就是
1941年7月日本进驻法属印度
支那。梳理一下这件事的前因
后果，你会明白，把美国逼急可
一点都不好玩。

时间回到1941年年初，当
时，美国对日本在东亚肆意侵略
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当时罗斯
福总统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是
个对日本的铁杆“鹰派”，此公几
乎每周都要谴责一下日本侵略
中国所犯下的累累暴行，威胁要
断绝对日贸易。

奇怪的是，虽然赫尔屡放狠
话，但美国对日贸易却照常进
行，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原油和废
钢铁成为日本赖以维持其工业
运转的主渠道。仅原油一项，日
本每年就从美国进口约300万
吨，占其总消耗量的90%。按日本
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的话说，
没了美国的原油，日本海军就是
大洋上任人宰割的稻草人。

美国人明明把着日本人的
命根，但就是不掐断，天长日久，
反而让日本产生了一种错觉，觉
得美国不敢跟日本撕破脸，于是
下至媒体上至政府都开始说昏
话，东条英机的小喽啰，曾经当
过日本驻美武官的佐藤贤了就
拍着胸脯保证说：“美国人的精
神意志很薄弱，国家体制缺乏凝
聚力，不敢与日本一战。”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
军国主义者当然更加有恃无恐，
他们很自然地盯上了法属印度
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这块

“肥肉”。当时法国在欧战中已向
德国投降，日本人觉得自己作为
德国在远东的盟友，接收法属印
度支那顺理成章。更关键的是，
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日本距离
富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就只有
一步之遥了，偏巧荷兰当时也是
德国的手下败将。在日本人的算
盘里，如果接收法属印度支那顺
利，下一步就是照葫芦画瓢接收
荷属东印度，一旦占领了后者，
日本就不用担心美国再用石油
对其“卡脖子”了。

于是，1941年7月，日本打着
与维希法国“共管”的名义进驻法
属印度支那。孰料，这边日军的屁
股还没坐热，那边就传来了美国
人震怒的消息。在罗斯福总统一
周内两次召见日本驻美大使“谈
话”无效后，美国于当年8月1日正
式宣布对日本实施“禁运”，什么
石油、废钢铁统统没有了。此外，
美国还联合英国、澳大利亚等国
冻结了日本的海外资产，彻底把

日本的对外贸易封了个瓷实。
日本在获知美方这一态度

之后真的慌了神，时任首相的
近卫文麿发表所谓“近卫呼
吁”，几乎是以哀求的口吻乞求
美国人放日本一马。而美国对
此的回应则是“赫尔备忘录”，
该备忘录给日本开出的价码
是：日本必须立即退出包括满
洲在内的中国和法属印度支
那，放弃在当地的所有一切权
益，并退出德意日联盟。

对于当时已经被军国主义
冲昏头脑的日本来说，这样一
份苛刻的协议当然是不可接受
的。到此为止，日美之间太平洋
战争的爆发及其最终结局就已
经敲定了。

日本对中国侵略那么多年
美国都不吭声，对法属印度支那
仅仅是进驻怎么就把美国逼急
了？据美国国务卿赫尔后来回忆，
原来，当时的美国一直在对日本
实行“有限绥靖”政策，由于美国

社会的主流关注点还在欧战，美
国政府的战略也是先稳住日本，
等到解决了欧洲问题再回头处理
美日关系。因此，美国给日本画下
的红线，就是不允许日本获得“石
油自主”，以防止日本脱离美国控
制。而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无
疑踏过了这道红线，于是美国外
交应急机制随即启动，日本被推
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与曾经称霸世界的大多数
帝国都热衷于领土扩张不同，美
国操控世界的秘诀在于“掐命
脉”——— 通过对一两个关键环节
的垄断，牵制和操控各个区域强
国，使其无法挑战美国的霸权。
而想要挣脱美国的这种“霸权
术”，就必然要冒逼急美国的风
险。二战中的日本，在对这种后
果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仅凭军国
主义的狂妄和“美国不敢撕破
脸”的自我催眠，就贸然对美国
画下的红线发起挑战，结果自
然撞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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