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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访华，中马还是“老朋友”

在二次上台3个月后，马来
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这位93岁高
龄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于17
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马哈蒂尔上台以来，已叫
停了3个总计220亿美元的中企
投资的基建项目，包括东海岸铁
路项目和两个能源管道项目。本
周一，马哈蒂尔接受了美联社专
访，直言争取取消其中两个项
目，或者至少在任内搁置项目。

实际上，率领反对党联盟
“希望联盟”竞选期间，马哈蒂尔
就多次宣称一旦上台将重新审
查中企投资项目。5月胜选出任
总理后，他迅速兑现竞选承诺，
一时间引发对中马关系走向的
担忧。

但同时，马哈蒂尔又多次
表示，支持并参与中国的“一带
一路”倡议。7月中旬，他专门派
遣马来西亚元老理事会主席达
因访华，后者向李克强总理转
交了马哈蒂尔的亲笔信。马哈
蒂尔在信中表示，马新政府将
继续致力于保持对华友好关
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进一步强化，欢迎中国企
业赴马投资兴业，对马中关系
发展前景感到乐观。

看得出来，马哈蒂尔也担
心叫停中企投资大项目会给马
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因而不
断释放对华关系积极信号，努
力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在不
伤害并且继续强化马中关系的
同时，优化中企等外来投资。

其实，马哈蒂尔叫停中资
项目的动机很明确，一是认为
项目费用过高，不利于马来西
亚削减公共债务，目前马来西
亚的短期及长期债务高达9000
亿令吉 (约合1 4 5 8 3亿元人民

币)；二是认为现有大多中资项
目不能带来技术转让，无法满
足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
业升级的需求，因而他才特别
强调欢迎高科技企业加大投
资；三是认为一些基建项目“多
余”、一些地产开发项目没有给
当地人带来实惠，反倒推高房
价，增加了当地生活成本。

相应的，马哈蒂尔的目标
有三：预防债务危机的发生、继
续经济增长新动力、重拾民众
信心。过去60年来，国民阵线一
直长期执政，今年首次被反对
党联盟挑落，反映出民众对国
民阵线的不满积聚爆发。马哈
蒂尔领导的反对党联盟“希望
联盟”必须做出改变来重拾民
众的信心。

为此，马哈蒂尔在内政方
面搭建内阁、推进反腐（主要是
针对前总理纳吉布等人），争取
一两年内稳定政治格局，同时
在外交上进行多元化调整。

已经93岁的马哈蒂尔明确

表示最多执政两年，因此，他需
要短期内将自己第一次执政时
未能实现的政治抱负重新唤醒，
而外交恰恰是内政的延伸。

中国是马哈蒂尔在东盟之
外首个正式访问的国家，也是
他第8次访华。但在此之前，他
上台后已分别于6月和8月初两
次非正式访问了日本，其中6月
是赴日出席“第24届亚洲未来国
际会议”。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
亚方面刻意低调处理马哈蒂尔
两次访日之行，以此强化马哈蒂
尔访华在马来西亚外交中的重
要程度。

早在马哈蒂尔第一次执政
时期，他就特别看重马来西亚
向日本、韩国学习经济发展经
验，同时重视同中国发展紧密
的经贸关系，即所谓“东方政
策”。他特备崇尚亚洲价值观，
反对西方国家干涉，提出致力
于实现亚洲一体化的“亚洲经
济论坛”，以及连接昆明至新加
坡的“泛亚铁路”。

这些“老调”在马哈蒂尔二
次上台后的3个月里悉数登场，
显示出其欲扭转前任纳吉布过
于依赖中国、与日韩经贸不瘟
不火的局面，转而在不弱化马
中关系的前提下，加强与日韩
的经贸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动
态平衡，进而实现马来西亚的
利益最大化。

从马哈蒂尔接受美联社专
访时那句话也不难看出，他和马
来西亚新政府都意识到，重审中
资项目必须谨慎，不能伤及马中
关系，同时通过与中方谈判磋
商，尽可能降低自身损失，所以
他才说“至少在任内搁置项目”。

过去9年，中国连续成为马
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根据中方
统计，2017年中马双边贸易额达
960亿美元，占中国与东盟贸易额
的18 .7%，今年两国双边贸易额预
计将超过1000亿美元。相信马哈
蒂尔作为一位经验老到的政治
家，清楚一个稳定和发展的马中
关系对马来西亚的重要性。

扎心了！当爹当妈“荣登”最辛苦职业榜

做什么工作最辛苦？相信
每一行的从业者都能给出他们
辛苦的理由，但澳大利亚最近
的一项调查显示，一般不被认
为是一项“职业”的父母和祖父
母，“荣登”最辛苦职业排行榜
的第五名。

这份排行榜的完整版是这
样的：最辛苦职业的“桂冠”由
警察、急救人员和急救医生摘
得，在这项涵盖了1000名对象
的小型调查中，有93%的人认
为该职业最辛苦；第二名是军
人，包括士兵、防卫队等，得票
率9 0%；第三名则是医生、护
士、护工等医护人员；第四名是
教师和儿童保育员；第五名就
是父母和祖父母，有69%的人
认为，这是一项“最辛苦的职
业”。此外，进入前十名的还有
矿工、建筑工人、水电工、飞行
员、高级经理、政治家。

对此，有人评价称，这份

“最辛苦职业”榜单意味着澳大
利亚人对“辛苦”的定义正发生
变化：过去，人们往往认为体力
上的辛苦更艰辛，如今大家更
重视精神上的辛苦和坚韧。从
这个角度来看，当父母或祖父
母，似乎是一项在体力和精神
上都很艰苦的工作。

其实，早在2014年，福布斯
新闻的一篇报道就描写了最辛

苦的9个“领导角色”，“全职父
母”这一领导角色一骑绝尘，力
压大学校长、公司二把手、足球
教练、市长、国会议员等职业高
居第一。当时，美国有500万全
职妈妈，全职爸爸的数量近年来
也增长了三倍。在列举这一角色
的利弊时，利只有两行，弊却有
10行。比如，人们往往不认为在
家当全职父母是一项“工作”，而

且如果你把孩子带偏了，你的下
一代就会成长为未来的“精神患
者”；就算你带得好，孩子总有
一天要“离巢”，你就等着成为
空巢老人吧。还有一条理由是：
明明这份工作的价值相当于年
薪10万美元，你却两手空空，只
能看着你那领着薪水的配偶炫
耀他/她的高薪，或者他/她为
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这话真的扎心了。家里有
两个男孩的博主柯尔斯顿·布
伦纳说，她在没生孩子时就听
说过“带孩子是最艰苦的工作”
这一说法，但当时她还很自信，
认为自己可以一边带娃一边“做
点剪报”。事实是，当她有了第一
个孩子后，根本没时间弄什么剪
报，“你很快就会发现，即使是晚
上，也没法离开‘工作场所’，午
休时间、下午茶时间都是不存在
的。每次想睡点觉时，都会突然
被吵醒，睡眠不足还会让你的情
绪在大喜大悲间起起落落。”她
这样形容自己带娃的感受。

最终，布伦纳的丈夫承担
起了养家的职业，让她更专注
于家里那两个脏兮兮、流着鼻
涕的“工作”——— 家里的那两个
男孩。布伦纳说，这份“工作”在

未来多年恐怕都会让她忙得脚
不沾地。

看到这里，为人父母（祖父
母）者一定都感同身受。不只澳
大利亚人，英国人也有同感。英
国《每日快报》网站近日也刊登
了一篇类似报道：一项针对
1500名英国父母的调查显示，
有31%的人说，在家带娃比上
班累多了；一半的人承认，带孩
子是件“艰苦的工作”，20%的
人说带孩子“非常难”，不过也
有体力和精神上都真正强大的
父母——— 有25%的人觉得看孩
子“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当父母也不全是艰
辛，这同样是一份很有成就感
的工作。正如《每日快报》调查
中所显示的，有了第一个孩子
后，近一半（48%）的新手父母
感觉组建家庭是一种“完美的
经历”，41%的人认为孩子拉近
了夫妻间的距离。组织该调查
的婴儿护理专家丽贝卡·班尼
特说：“成为父母是一种很棒的
经历，但我们必须明白，进入人
生的新篇章必然带来压力和焦
虑。无论你怎么照顾孩子，你总
会担心这是不是对的，会不会
被别人评判。”

翻看世界地图，你会发现，
拉美各国虽然语言相通（除巴西
外都说西班牙语）、人种相近、文
化相似，却国家林立，小国一堆
一堆的。与之相比，美国、加拿大
却是以统一的大国形象出现在
地图上的，同样是新大陆国家，
为何差距就这样大呢？这种奇怪
对比的背后，其实是一段超级
大国胎死腹中的悲情史。

1850年8月17日，被誉为拉
美解放者、阿根廷国父的圣马
丁孤独地死在法国小城布洛
涅。这位大英雄撒手人寰时的
心境，颇有几分“死去元知万事

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感慨，
因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统一拉
美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梦想
最终没有实现，反而亲眼见证
了拉美走向分裂和动荡。

所谓“大哥伦比亚共和
国”，是拉美人梦想已久的一个
蓝图。在独立运动前，整个拉美
地区，除了巴西，几乎都是西班
牙的殖民地，仅仅以不同的总
督区作为区分，而各总督区之
间经济也高度依存。这种结构
导致了这些殖民地不独立则
已，要独立就最好一起独立。事
实上，革命者们甚至连这个新
生大国的国名都提前想好了，
就叫“大哥伦比亚”，以纪念哥
伦布对这片土地的发现。

在这一理想的感召下，独
立运动的开头似乎也很顺利，
美国独立运动只产生了一个

“国父”华盛顿，拉美独立运动

居然一下出了俩：他们分别是
在阿根廷起义的圣马丁和活动
于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两人
当中，玻利瓦尔的革命激情和
运筹帷幄的战略更胜于华盛
顿，而圣马丁则人品高贵，道德
感召力与华盛顿类似。在两位
并世之杰的彼此应和下，拉美
迅速摆脱殖民统治。至1822年，
大部分地区已经革命成功，于
是在这一年7月，圣马丁和玻利
瓦尔成功会师，并进行了一次
长达五天的秘密会谈。

在这场会谈中，两人究竟说
了什么后世无从知晓，但从两人
之前的政治倾向看，估计谈得不
甚融洽。因为圣马丁的革命主张
较为温和，甚至认为拉美独立后
可以依然奉西班牙国王为名义
上的宗主，以便减缓内外压力。
而这种主张是激进的玻利瓦尔
所不能接受的，此公革命的理念

就是不要国王、不要奴隶制、砸
碎西班牙人的一切旧制度。

但吵翻了其实也不要紧，
前文我们说过圣马丁人品高
贵，他在会谈后紧接着就做出
了一件证明其人品高贵的壮
举——— 毅然宣布下野并远走海
外，终身不再回拉美，而将自己
在革命军中的一切权力转交给
玻利瓦尔。很显然，圣马丁虽然
不认同玻利瓦尔的理念，但赞同
他的理想，更钦佩他的战功，如
果拉美的革命只需要一位领袖，
圣马丁宁愿放弃一世功名。

然而，这位高风亮节赛过
华盛顿的圣马丁，还是把人性
想简单了。他的出走的确避免
了拉美革命“一山不容二虎”的
尴尬，但问题是，当年跟着他

“闹革命”的手下们却未必会对
玻利瓦尔心悦诚服。在圣马丁
出走后，阿根廷、秘鲁等他领导

的“革命区”顿时谣言四起，认
为是玻利瓦尔“挤走了”他们伟
大的英雄。这些地区开始不再
服从大哥伦比亚政府的管制，
纷纷闹起了自己的二次独立。
而玻利瓦尔对这一动向的应对
则是加强中央集权，此举又引发
了自己势力范围内委内瑞拉等
地议会的非议。最终，拉美各地
纷纷宣布独立，本已初具雏形的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轰然解体。

时至今日，阿根廷、秘鲁等
国依然奉圣马丁为国父，而对
玻利瓦尔颇有非议，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则视玻利瓦尔为英
雄，对圣马丁无感。圣马丁若泉
下有知，不知对此会作何感想。

这就是拉美的故事，这片
得天独厚的土地，原本应当在
一位英雄的领导下争取独立，
但上天却给了它两位，这不是
幸运，而是一场悲剧。

拉美为何国家林立？都是这俩英雄闹的

把两个儿子戏称为“工作”的布伦纳和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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