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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金刚山时发火，金正恩意在敲打文在寅

继一周前登上白头山之
后，朝中社23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又视察了金
刚山。不过，与在白头山兴致勃
勃骑白马不同，金正恩在金刚
山上发了火。

位于朝鲜南部朝韩边境附
近的金刚山素有“朝鲜第一山”
的美誉，因其雄奇险峻的山势、
种类丰富的植被和众多历史古
迹而闻名。此次，金正恩视察了
金刚山旅游区内多处韩国方面
承建的项目，但他对这些服务
设施极为不满，直斥建筑物没
有体现民族性、太落后，像灾区
的草棚或隔离病房一样，“乱七
八糟”“极为破烂”。

金正恩在视察中对当地提
出批评并不鲜见。自去年4月朝
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将战略
路线调整为集中全力进行经济
建设以来，金正恩频繁视察民

生领域和经济建设一线单位，
既有表扬也有批评，但像这次
这样措辞如此强烈，在朝鲜官
方媒体公开报道中比较罕见。
这反映出金正恩对加快朝鲜旅
游资源开发的紧迫感，对高效
利用朝鲜旅游资源、高标准建
设配套设施的重视。

近年来，旅游业成为朝鲜
经济建设布局中的突破口之
一，重点规划和建设三池渊、元
山葛麻海岸旅游区、马息岭滑
雪场等新的标志性项目。在这
一背景下，已被搁置十多年的
金刚山旅游区，设施陈旧、服务
跟不上，自然会招致金正恩严
词批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
面，真正令金正恩大为光火的，
是金刚山这一朝鲜旅游金字招
牌因半岛局势和朝韩关系而无
法被充分开发利用。

金刚山一度被视为朝韩关
系的“晴雨表”之一。早在1998
年，朝鲜便与韩国现代集团达
成协议，启动金刚山旅游合作
项目，金刚山成为朝鲜首个对
韩国开放的旅游目的地。主导
这一项目的是朝鲜亚太和平委
员会和韩国现代集团负责韩朝

经济交流的现代峨山公司。后
来，韩国现代峨山公司向朝鲜
亚太和平委员会支付5亿美元，
取得金刚山旅游等七项业务50
年独家经营权。2002年，朝鲜发
布政令设立金刚山旅游区。但
2008年，一名韩国游客因误入
金刚山旅游区附近的军事禁
区，被朝鲜士兵开枪打死，韩方
随即中断了旅游合作项目。重
启无果的情况下，朝方2010年
没收或冻结韩方在金刚山地区
的不动产，并驱逐其管理人员。
2011年，朝方取消同现代集团
所签协议中赋予现代峨山公司
独家经营权条款，改为由朝方
和现代集团方面共同经营金刚
山旅游。随后，朝鲜发布政令将
金刚山地区设为“金刚山国际
旅游特区”，同时宣布2002年关
于设立金刚山旅游区的政令失
效，继而出台《金刚山国际旅游
特区法》，允许外国人到金刚山
投资旅游。

金正恩上台后，朝方先是
在2012年宣布将对所有游客开
放金刚山，接着又在2014年设
立元山－金刚山国际旅游区，
以促进该地区国际旅游业发

展。可见，金正恩早在执政之初
就试图重新擦亮这块朝鲜旅游
的金字招牌。

不过，金正恩这次发火还
有更深层次的暗示。在朝中社
报道中，金正恩不仅罕见地批
评此前依赖别人开发旅游区的
错误政策，还要求与韩方协商，
把“一看就令人扫兴的破旧的
南方设施全部拆掉”。

金正恩还强调，金刚山不
是北南双方的共有财产、北南
关系的象征，不能因为北南关
系没有进展就不进行金刚山旅
游开发建设。而且，根据朝中社
的文字和图片报道，陪同金正
恩视察的不仅有夫人李雪主、
胞妹金与正，还包括朝鲜外务
省第一副相崔善姬。

朝美首脑河内会晤后，崔
善姬在朝鲜政坛迅速晋升，作
为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的她，
今年4月直接跻身朝鲜国务委
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朝鲜国
家最高领导机关。因而，她被一
些媒体视为主导朝美、朝韩对
话的核心人物之一，甚至是金
正恩的发言人。

崔善姬这次陪同金正恩视

察，足见金刚山旅游区在朝韩
关系中的特殊角色并未完全淡
化。如此来看，金正恩在金刚山
发火，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表达
对当前朝韩关系不温不火、双
方商定的各领域交流合作项目
推进缓慢的不满。

今年6月底朝美韩首脑在
板门店会晤后，不仅朝美工作
层面磋商重启工作进展不顺、
对话破裂，朝韩互动也出现降
温和放缓，朝方一度因韩美8月
联合军演而措辞严厉地批评韩
美。7月以来，韩国文在寅政府

“腹背受敌”，先是与日本爆发
贸易摩擦，后有亲信曹国家族
成员涉腐丑闻，被内外问题分
散精力的文在寅自然多少冷落
了北方邻居。这正是金正恩借
金刚山开发问题敲打文在寅的
目的所在，意在提醒韩国拿出
实际行动继续推进朝韩关系。

好在，从韩方的回应来看，
似乎意识到了朝方的暗示。韩
国统一部发言人表示，若朝方
提出拆除要求，韩方将从保护
公民财产、尊重韩朝协议精神、
重启并搞活金刚山旅游的角度
出发，与朝方磋商。

10月22日，日本德仁天皇
的“即位礼正殿之仪”在东京皇
宫宫殿内举行。根据日本媒体
先前的报道，日本政府为这次
即位仪式共列出了160 . 8亿日
元（约合人民币10 . 5亿元)的预
算，虽然相比1990年明仁天皇
的登基典礼提高了三成左右，
但考虑到物价和人工费上涨、
外国宾客增加等不得已而追加
的预算，此次日本政府已经堪
称是“节俭办登基”了。比如，取
消了在野外架设舞台，服装方
面，除德仁天皇和皇弟秋筱宫
两对夫妇的衣服是全新的之
外，其他皇族和宫内厅干部基
本上都是采用上次典礼的服饰
并加以修改，甚至宴会和巡游
都缩减或延期。这样的登基礼，

在战前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
日本历史上曾经举办过的

最大登基典礼是1928年的昭和
登基大典，那场登基典礼吹响
了日本法西斯化的号角，同时
也敲响了这个国家走向疯狂和
灭亡的丧钟。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
正天皇嘉仁去世，其25岁的儿
子裕仁即位，成为日本第124代
天皇，名号为昭和。经过1年的
服丧期后，1928年1月，裕仁正
式登基，举行了盛大的登基仪
式，其规模超过了历代任何一
个天皇。

当时日本经济正处于20世
纪2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阴影
中，老百姓衣食住行都十分捉
襟见肘，尽管如此，日本议会还
是通过了一笔相当于当时736
万美元的庆典预算。

天皇即位庆典耗费这么
多，当然会引起不少人的抱怨。
有气愤至极的左翼人士秉笔直
书：“京都喧嚣的登基大典，
1600万日元，穷苦人的脊背都

被压断了！”但对于这些民间呼
声，日本当局大搞镇压，任何擅
自评论庆典经费的报纸都会遭
到轻则停刊整顿、重则关停查
封的处罚。

当时的736万美元按购买
力相当于今天的约20亿人民
币，这么一大笔钱都花在哪里
了呢？首先，在日本本土和殖民
地大肆修建天皇像供奉所、忠
魂碑等纪念性的工程项目500
多个。其次，登基庆典分践祚仪
式、国家祭典、大尝祭、军队检
阅等许多名目，分阶段进行，竟
然持续整整一年。

此外，日本政府还第一次
使 用 了 当 时 很 前 卫 的 高 科
技——— 无线电广播。在皇室的
支持下，刚刚兴起的新闻传媒
充分利用这一事件进行炒作，
竭尽所能地在全国大肆宣传登
基庆典和天皇的“神威”形象。
很多今天还健在的日本高龄老
人第一次听到广播就是在这一
年。

当然，为显示其“仁爱”，昭

和天皇还不吝啬于小恩小惠，
花费高达几百万日元，800多名
老人收到天皇赐品，60岁以上
的给予表彰，80岁以上的赐酒
杯。

可以说，昭和天皇的登基
大典创造了日本历史上的“登
基大典”之最。当时刚刚遭遇经
济危机、国内外环境都十分恶
劣的日本，为什么要举行这场
规模超前、名目浩繁、耗资巨大
的庆典呢？

这种大操大办的背后，正
体现了日本皇权的虚弱。日本
在经历明治天皇时代的传奇式
发展后，紧接着就遭遇了天皇
的信任危机。明治天皇的儿子
嘉仁（大正天皇）因为患有先天
性的精神疾病，被嘲笑为“白痴
天皇”。天皇因为智力问题只能

“垂拱而治”，其治下的“大正时
代”被认为是日本民主政治的
萌发期，当时的社会思潮井喷，
社会上充斥着社会主义、无政
府主义、现实主义、女权主义等
各种思潮，天皇权威不断被冲

击，在社会和军队中，对天皇的
不敬事件和挑衅越来越显著。
对此深切忧虑的裕仁在当皇太
子时就一再对此表达不满，因
此在登基之后，他迫不及待地
进行了这场规模浩大的“秀”，
以宣示自己的“现世神”的地
位，因此，这场大典同时也是日
本皇权再次复兴的标志。

但历史的讽刺在于，正是
这位想要“大有为”的昭和天皇
一手搞砸了其祖父创下的“江
山基业”。二战之后，战败的昭
和天皇不得不发表“人格宣
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只是
人。战后的新宪法中，天皇的地
位下降到“国家统合的象征”，
再也无力搞那般规模宏大的庆
典了，“昭和登基”成了日本历
史上的绝唱。

与规模宏大的“昭和登基”
相比，德仁天皇的这场登基典
礼 是 寒 酸 的 ，但 也 是 轻 松
的——— 已经失去实权的天皇，
再也不用靠大操大办来证明什
么了。

90年前的天皇登基礼，敲响了旧日本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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