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啥很少听说西方贵族争家产

98岁“赌王”何鸿燊去世之
后，他的4房太太和17个子女可能
上演的争家产大戏成为近期的一
个热点。不过，不知你是否感到奇
怪，在西方，越是大贵族、大富豪
的家庭越少有这类纷争。

西方大富豪们一般都会在生
前把自己的家业安排得明明白
白，比如曾长期霸占世界首富位
置的比尔·盖茨，早已高调宣布身
后会把自己的1000亿美元财产捐
给慈善机构，三个子女每人只给
1000万美元安家费。

不仅现实中如此，西方人哪
怕在戏剧中似乎也从没绷过争家
产这根弦，美剧《权力的游戏》被
称为美版宫斗剧，但剧中的斗争

都是发生在家族之间的，家族内
部却甚少出现分歧。史塔克家族
族长奈德在第一季就死了，如果
按照中国编剧们的“宫斗”脑回
路，他的五个合法子女外加雪诺
这个私生子怎么也得为争家产的
事先打一架。

在欧洲历史上，越大的贵族
越把家族内部财产纷争看做是一
桩不名誉的事，为数不多的家产
大战也仅发生于某个贵族合法继
承人出现空缺、远支亲族的纠纷
中。而向来讲究家丑不可外扬的
不少中国人，反倒是不忌讳在分
家时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评
理，锱铢必较地要求必须分个“公
平”。

西方贵族这种不争家产的传
统，跟他们的祖上有点关系。西欧
人的祖先日耳曼人原本也是奉行
均分继承法的，罗马帝国崩溃后
一度最有望统一西欧的查理曼帝
国，在经历辉煌后，就上演过一场

“争家产”大戏，其领土最终被其
三个孙子均分，分别成为了后
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北意大
利。但这种均分法随之产生的
问题是国家实力也遭到削弱，
西欧奉行的是封建制，封臣们
的家产一被均分，往往意味着
其子女无法有足够的力量为封
主提供军事效力。

为了规避这种弊病，西欧各
国自中世纪中期起就开始奉行

“萨利克继承法”，以法律的形式强
制规定贵族死后，其地产及附加其
上的封建义务必须由其仍在世的
最长子全部继承。中世纪的财产主
要就是地产，国王或者大贵族还能
想办法挤出一块领地，给小儿子们
封个小点的贵族当当，小一点的贵
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们在
自己死后变成平头百姓。

以咱中国的眼光看，这样的
继承法当然相当不公平，但“萨利
克继承法”在欧洲历史上却获得

了一个意外后果：贵族们由于担
心小儿子们的前途，往往会选择
在教育上投资，以便自己死后他
们也能谋个好出路。

于是，我们看到欧洲的大学
在中世纪盛期就开始如雨后春笋
般冒了出来，意大利的波伦大学
创办于1119年、法国的巴黎大学
创办于1150年、英国的牛津大学
创办于1249年，这些大学最初的学
生主力其实就是贵族的小儿子们，
这些大学生们得异常努力地学习，
才能在毕业后谋一个高阶教士之
类的好职位，以维持自己当初的生
活水准。是的，今天让很多中国富
裕中产阶级钦羡不已的欧洲“贵
族教育”，最早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对于那些实在学不进
去的贵族小儿子们，另一条道路也
为他们敞开，那就是成为雇佣兵，
中世纪欧洲遍地走的各个佣兵团
体中充斥着大量底层贵族或骑士
的小儿子们，有些佣兵团体甚至干

脆以“某某次子团”为名号。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贵族小

儿子们又有了一条新的出路，即
向老爹或大哥要一笔经费，出海
到大洋彼岸讨生活，这些在上层
社会吃过见过的人，成为了欧洲
殖民运动中的精英和主力。他们
迫切的成功欲望，推动了欧洲向
新世界的扩张。

“留给长子的是土地，留给次
子的是技艺”这种观念延续到后
世，逐渐演化成了欧洲贵族们重
视教育和对子女能力、人脉培养
的传统。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西
方很多顶级富豪往往乐于将自己
财产的大头在生前就做了慈善，
而给众子女只留一点“安家费”
时，你千万别觉得这是“傻帽”，需
知他们的财产早已从真金白银转
变为了其他形式传给了子女，而
这样的传承，不仅避免了财产纷
争，还能避税，这才是最保值的继
承方式。

5月25日至28日，“财富”号、
“森林”号、“牵牛花”号和“法克
森”号等4艘伊朗油轮先后抵达委
内瑞拉港口，第5艘伊朗油轮“克
拉维尔”正在横渡大西洋向加勒
比海驶去，5艘油轮将送去总计大
约150万桶汽油和相关化学制剂，
以解马杜罗政府的燃眉之急。

这5艘伊朗油轮从5月中旬开
始从伊朗南部港口出发，执行这
次史诗般的驰援任务。它们先后
途经海湾水域、阿拉伯海，穿过曼
德海峡进入红海，进而通过苏伊
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横穿地中海
后又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
洋，横穿大西洋驶入加勒比海，进
而抵达委内瑞拉港口。

对伊朗油轮来说，除了路途
遥远，更加凶险的是沿途美国的
影子。去年7月，伊朗油轮“格蕾丝

一号”曾在直布罗陀遭英国扣押，
理由是违反欧盟制裁向叙利亚运
送石油，随后伊朗也扣押了英国
油轮。美国一度施压英国要求由
美方继续扣押该油轮，好在伊朗
与英国相互释放了对方的油轮，
扣船危机才得以化解。

这次美国早就盯上了伊朗油
轮，还威胁在途中采取行动。为
此，伊朗警告美方，一旦油轮遭到
威胁，将把美国在中东的目标作
为报复对象。委内瑞拉军方则在
伊朗油轮进入该国专属经济区后
派舰机进行海空立体护航。

两大产油国之间波澜不惊的
“雪中送油”，背后是陷入能源危
机的委内瑞拉与万里驰援的伊朗
之间的“革命友谊”。那么问题来
了，委内瑞拉怎么会爆发能源危
机？伊朗为何甘愿冒险施以援手？
二者的友谊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委内瑞拉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的创始会员国，其已探明的原油
储量居全球第一。而且，委内瑞拉
的石油工业也已超过百年历史。
从1914年开始商业开采以来，该
国石油开发就被西方石油公司垄

断。直到1970年代中期开始，委内
瑞拉才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

但委内瑞拉的石油收益并未
有效推动石油开采和炼油技术升
级，导致原油储量与开采和炼油
能力不成正比，以至于出口的原
油产品品质较低，国内汽油等日
常燃料供应也无法得到充分保
障。今年2月20日，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宣布该国进入“能源紧急
状态”。

此番陷入能源危机，还有美
国制裁这个外力因素。自从去年1
月委内瑞拉陷入政治危机之后，
美国为支持委反对派势力，对委
内瑞拉实施制裁，其中以委国家
石油公司为代表的能源行业首当
其冲成为制裁对象，该公司在美
资产和石油收益被扣押截留，与
之合作的外国企业要么避之不
及，要么上了美国的“黑名单”。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
响，今年3月以来全球油价进一步
暴跌至历史低位，使得委内瑞拉
的能源问题雪上加霜，对外求援
在所难免。

伊朗适时地出现了。作为产

油大国，伊核协议达成后的窗口
期内，伊朗原油产量迅速释放，但
特朗普政府退约并重启制裁的

“封杀”效果逐渐显现，伊朗现阶
段原油出口量已经降至此前的十
分之一左右，大约日均25万桶。

当前超低油价时期本来应该
减产保价，但伊朗压抑已久的产
能并不愿轻易收紧，更不愿错过
这一来之不易的原油出口机会，
委内瑞拉的能源需求正好与之形
成互补。对伊朗来说，当前国际局
势之下高调出口原油，对国内经
济而言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这次
是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向其“后
院”送油，有助于进一步塑造伊朗
不惧美国威胁深入“虎穴”的强硬
形象，有利于堵住国内保守派的
嘴，团结伊朗民众。

更重要的是，这次伊朗与委
内瑞拉的互动，已经超出能源贸
易的范畴。作为地球上两大重要
反美国家，两国合作的国际政治
意义不言而喻，相当于在美国家
门口上演了一出反美大戏。

早在21世纪初期，伊朗和委
内瑞拉就结下了基于反美的“革

命友谊”。当时，委内瑞拉在查韦
斯治下，高举反美大旗，拉美左翼
运动风起云涌，导致美国不得不
宣布“门罗主义”终结；伊朗则是
在强硬保守派内贾德执政时期，
查韦斯还曾支持伊朗的核开发计
划。2013年3月查韦斯病逝后，内
贾德曾亲赴葬礼。这一年的4月和
6月，马杜罗和鲁哈尼先后当选委
内瑞拉和伊朗的总统。尽管鲁哈
尼属于温和派，力主与美国谈判
并达成伊核协议，但伊委两国的

“反美统一战线”并未受到影响。
特朗普政府对这两国的制裁，进
一步促使伊朗和委内瑞拉抱团取
暖。

当然，这次伊朗送油也不是
白送，据称委内瑞拉将支付一定
数量的黄金。27日，委内瑞拉还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达成协议，将
储存在英国央行的部分黄金用于
在疫情期间向联合国购买食品和
药物，可见当前委内瑞拉的钱袋
子有多吃紧。伊朗也不宽裕，因
此，除了政治意义，从经济上来
说，这次能源交易对这对难兄难
弟来说也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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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冒险向委内瑞拉“送油”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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