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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菲律宾，绝不是“和平法治繁荣的典范”

美国“人权债”越欠越多
■新华时评

x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 5 月
31 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
晚宴上发表演讲，这是菲总统
首次在该国际场合亮相，但其
内容上的误导性、迷惑性、欺
骗性、虚伪性、煽动性，彻底暴
露出菲律宾在南海的野心。

从“权利主张的法律依
据”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从“地区军事安全威胁”
到“南海仲裁案裁决”，从“菲
律宾人不屈服”到“盟友伙伴
让菲律宾不孤独”，都没有偏
离菲律宾固化甚至扩大在南

海非法所得这一企图，没有超
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试图
打造所谓“守法者”“受害者”
和“胜诉者”人设这一套路，当
然也没有忘记在推动南海问
题“泛安全化”的同时继续拉
拢域外国家为菲律宾海上挑
衅背书。

马科斯在致辞开篇提到
1898 年《美西巴黎和平条约》
（简称《巴黎条约》）、1900 年
《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
让的条约》（简称《华盛顿条
约》），他甚至承认这两个条约
界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
既然都提了，那就有必要补充
一点：事实上正是包括《巴黎
条约》《华盛顿条约》和 1930
年《英美条约》在内的国际条
约规定了菲律宾领土的西部
界线在东经118度，南沙群岛
和黄岩岛远在菲律宾“条约界
限”范围之外。

马科斯在致辞中还提到
“群岛学说”，将群岛国家视为

一个整体，其岛屿周围、岛屿之
间和连接其岛屿的水域都构成
群岛内部水域的一部分。既然
这也提了，那就有必要再补充
一点：事实上不只是群岛国家，
大陆国家远海群岛的岛、礁、
滩、沙及其周围连接水域同样
构成群岛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中国的南沙群岛即是如此，
是谓“群岛整体性”。

马科斯说“香格里拉”的
“静谧感”会让人联想到国际
社会对“和平”“法治”“繁荣”
的梦想，这话不假，但他还说
菲律宾是这梦想的“典范”，似
乎有些说笑了。

菲律宾的非法侵占行为
制造了中菲南沙岛礁争议，违
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这样的菲律宾，绝
不是“和平法治繁荣的典范”。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菲
律宾先后以武力侵占中国南
沙群岛部分岛礁，并提出非法
领土要求。为了实现领土扩

张的野心，菲律宾还炮制了一
系列所谓“依据”，一会是“无
主地”，一会又是“托管地”，一
会是“地理临近”，一会又是

“国家安全”。这样的菲律宾，
拿国际法当儿戏。

菲律宾不断侵入中国南沙
群岛有关海域，袭扰中国渔船
正常生产作业，野蛮粗暴对待
中国渔民，这样的菲律宾，绝不
是“和平法治繁荣的典范”。

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
2015年，在南沙群岛海域共发
生菲律宾非法侵犯中国渔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事件 97 件，
其中枪击 8 件，抢劫 34 件，抓
扣40件，追赶15件;共涉及中
国渔船近 200 艘，渔民近千
人。2012年，菲律宾海军对在
黄岩岛捕鱼的中国渔船进行
堵截，中国渔民被扒去上衣在
菲方舰只的甲板上曝晒，头上
就顶着菲律宾海军的枪口。
这样的菲律宾，与海上强盗无
异。

菲律宾挟美自重一再挑
衅，不断试图向仁爱礁坐滩军
舰非法运送建筑材料，对中国
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
一套，这样的菲律宾，绝不是

“和平法治繁荣的典范”。
菲上届政府执政期间，中

菲双方就仁爱礁局势管控商
谈达成“君子协定”；菲本届政
府上台后，中国向菲政府高层
多次通报和交涉有关事宜，但
获得菲律宾领导层同意的“内
部谅解”和“新模式”，均在实
施一次后被菲方抛弃，甚至连
负责与中方进行谈判的菲武
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
都被推出来“背锅”。

上述种种不顾颜面的“反
复横跳”，刷新着中方对菲律
宾现任政府的真实认知，冲击
着中菲海上磋商机制的有效
运行，消耗着中菲之间所剩无
几的政治互信。

菲律宾违背中菲之间达
成并多次确认的通过谈判解

决南海有关争议的共识，违反
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
作出的承诺；在明知领土问题
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
中国有关声明排除的情况下，
蓄意将有关争议包装成单纯
的《公约》解释或适用问题。

在事先未告知中方的情
况下，菲律宾搞突然袭击，恶
意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试图
以非法裁决否定中国合法权
利主张。近日菲律宾司法部
发言人再次扬言，可能在几周
之内完成针对中国提起的海
洋环境保护国际仲裁准备。

打着所谓“环保”旗号做
法理挑衅，本质依然是破坏

《公约》设立的争端解决机制、
滥用国际司法程序。这样的
菲律宾，也绝不是“和平法治
繁荣的典范”。

（本文作者：丁铎，中国南
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
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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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田纳西州近期通过
一项法案，允许部分教职员
工配枪。这项法案的缘起是
去年该州某小学的一场恶性
枪击案，造成包括 3 名儿童
在内的6人被枪杀。对于允
许教师配枪，有人拍手称快，
有人上街抗议，田纳西州绝
大多数共和党人投下赞成
票，民主党人则抱团反对。
滴水见世界，这件事折射出
美式“民主”“人权”的真实状
况——枪患难除、民意撕裂、
两党缠斗不休，公民基本和
普遍人权难以得到保障。

29 日发布的《2023 年美
国侵犯人权报告》显示，美国
人权状况继续恶化。与占据
政治、经济和社会支配地位
的少数人相比，大多数普通
民众越来越被边缘化，基本
权利和自由被虚置。

生存权是最重要的人权，
美国枪支暴力痼疾难消，大量
无辜生命为此而消逝。2023
年美国至少发生了654起大
规模枪击事件。枪支暴力导
致近4.3万人死亡，平均每天
死亡117人。尽管抗议声不
绝于耳，政府还是被利益集团
所左右，过去一年，越来越多
州政府推动立法扩大居民拥
枪权。2023年，有27个州不
需要许可证就可以携带手
枪。枪支唾手可得诚然降低
了枪支犯罪的门槛，然而枪支
暴力泛滥还有更深层的社会
原因。亚拉巴马大学犯罪学
和刑事司法系主任亚当·兰克
福德说，大多数作恶者知道后
果还选择施暴，原因是他们

“对未来不抱有希望”。
警 察 执 法 滥 用 暴 力 。

2023 年至少 1247 人死于警
察暴力，创 2013 年以来新
高。在这个国家，警察执法
问责制度形同虚设，警察内

务部门更热衷于替同僚开
脱罪责。美国疾病控制与
预防中心的官方死亡统计数
据库中，超过一半的警察杀
人事件被错误地标记为“一
般凶杀或自杀”。当街“跪
杀”和轻率“射杀”民众使美
国警察恶名远播。

少数族裔的人权状况因
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而持续
恶化。针对非洲裔的仇恨犯
罪频发，非洲裔被警察杀害
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3 倍，被
监禁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4.5
倍。然而，少数族裔在美国
遭受的种族歧视远不止这
些，其在医疗领域面临的不
平等待遇遭人诟病；近年针
对亚裔歧视日益严重，对华
裔科学家的迫害有增无减，
中国留学生被无理刁难；曾
经遭受种族屠杀的印第安原
住民始终生活在文化压迫
中，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被
无情扼杀。美国《外交杂志》
刊发的《美国仇恨向全球传
播》一文指出，美国已成为输
出极右翼极端主义和恐怖主
义的典型国家。美国种族主
义不断发酵，已呈现出跨国
扩散的态势，成为极端种族
主义的主要输出国，这种趋
势已经引起多国警惕。

大规模监禁和强迫劳动
问题让人触目惊心。美国人
口不到全球的5%，但囚犯占
全球在押囚犯的 25%，是全
世界监禁率最高，同时也是
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芝加
哥大学法学院与美国公民自
由联盟2023年 6月发布的报
告显示，美国监狱劳工每年
创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
与服务，大部分州付给囚犯
的时薪仅为美国联邦最低工
资标准的 2%至 3%，部分州
甚至不会有任何报酬。囚犯
以低薪甚至无薪方式产出价
值，监狱还向其收取必需品
费用，将运营成本转嫁于被
监禁者身上。

在这个自我标榜“自由”
“民主”的国家，党争恶斗持
续加剧，选举操弄花样迭
出。第118届美国国会两度
上演众议院“议长难产”闹
剧，立法效率堪称美国内战
以来最低。两党变换花样操
弄选区重划，为党争私利扭
曲普通民意表达。普林斯顿
大学“杰利蝾螈”项目对美国
2021年开始的选区重新划分
实证研究显示，美国有16个
州在国会选区划分上存在明
显的操弄表现。美国广大普
通民众对联邦以及各级政府
与政治极度失望，76%的美
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处于
错误的发展方向上。此外，
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加
剧，底层民众生活维艰。美
国一直没有批准《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劫贫
济富、阶级隔离的制度性设
计影响下，美国的贫富差距
已经达到 1929 年经济大萧
条以来最严重的程度。

国际上，美国侵犯别国人
权的记录更是劣迹斑斑。美
国长期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
义和强权政治，在全世界制造
人道主义危机。“9·11”事件
后，在美国进行海外“反恐”战
争的战区，总死亡人数至少为
450万至470万。美国在十几
个国家开展“外国代理人计
划”，侵犯他国主权和人权。
美国长期滥施单边制裁，造成
严重人道主义后果。

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
曾发表题为《没错，美国关心
人权——但只在对我们有利
时》的文章揭露美式人权真
面目，批评美国政府有选择、
政治化地执行人权法律和政
策。服务于寡头利益的美国
政治，对内无力也不愿捍卫
普通公民基本权利，对外恣
意以人权为武器攻击他国，
在国际社会制造对立、分裂
和混乱，业已成为全球人权
发展的搅局者和阻碍者。

悼念曾沛悼念曾沛

曾沛遗照

■香港 · 东瑞

2024 年 5 月 19 日传来
曾沛逝世的消息，我和瑞芬
都感到万分震惊、惋惜和悲
伤。不仅是因为曾沛是我
们认识近乎40载的老朋友，
还在于上月我们还在互通
微信，为《香港文学》的东南
亚散文专辑的组稿协商忙
碌。她为我们推荐作者，还
说，她少写散文，散文没有
小小说写得好，如果没获录
用，也不要紧。那时她身体
不舒服，但我们感觉应该不
要紧，最后病稍好就发来她
写的一篇。没料到，世事无
常，年轻诗人杨世康传来她
撒手的噩耗。

读完曾沛的创作生平
年表，岁月瞬间如水倒流。
我和瑞芬与曾沛夫妇的相
识、文字来往，始于1987年，
跨世纪延续迄今，在我们与
海内外文友的交往中，似乎
比较罕有。也许我们三观
相近，文学创作中又热衷于
微型小说这类文体，在彼此
忙碌的日子有时少了联络，
双方却都将对方牢牢记存
心底。感动的是我们的来
往她笔笔记录在簿，她是那
样一位重视友情的人啊。

1987 年，马来西亚写作
人（华文）协会主办了第二
届文艺营，邀请了台湾的郑
明娳、新加坡的田流、马来
西亚的韦晕和香港的东瑞
当主讲人。举办活动的时
候，我偶然走出礼堂外，在
门口看到一位女的静静地
靠墙坐在一张小桌子后，守
着一张桌子，桌面摆满了马
华作家的书，她就负责售
卖。我十分好奇，就趋近寒
暄几句。问她自己也有写
作吗？她说有啊……她坐
在一角替文友卖书的身影
给 我 留 下 十 分 深 刻 的 印
象。回港，读到马华《写作
人》季刊上一篇署名曾沛的
小说《媳妇》，我觉得很好，
蓦然又掠过了那次邂逅的
身影。人生舞台上，不是
吗？许多人喜欢居于台上
几十支银光灯映照下的焦
点，也有人甘于默默坐在幽
暗的一角。我写信赞美了
她的《媳妇》，并希望她能寄
一些她的作品给我看。那
时候没有手机、微信，我们
通信陆陆续续通了很久，谈

的都是写作。我和瑞芬都
喜欢接近”小人物”，根本不
曾想到，她日后能“叱咤”风
云，成为女中之将才！

回顾与曾沛的文缘，也
绝非偶然。八十年代，印度
尼西亚严禁华文，为了多了
解东南亚华人和华文文学
的生存状态，发现马来西亚
文坛呈现的竟然是一派开
放的局面。我渴望通过彼
地的文学作品，熟悉一下海
外华人的生活。曾沛的小
说无疑成了我管窥大马社
会的文学入门。那时马华
旅港著名作家忠扬（陈鸿
举）推荐我出席在吉隆坡举
办的亚细安文艺营，为我提
供了接触这方面人事、作品
的条件。到了吉隆坡，也获
得时任大马作协会长、诗人
孟沙、财政曾沛等文友的热
情欢迎。1990年 8月 3日我
们仨还一道去马六甲培风
中学作文学讲座。我们到
马来西亚前后五六次，其中
一次还带一对幼年儿女南
下。有一次在曾沛建议下，
我们几位文友还一起上金
马伦高原度假，记得同行的
文友有她、我、瑞芬、李忆
莙、毓瀚、陈政欣、叶蕾。大
家玩得很开心。

曾沛出版的单行本都是
小说。小说集有《行车岁月》
（1988）、《 行 云 万 里 天 》
（1992）、《曾沛文集》（1995），
微型小说集有《勿让爱太沉
重》、《缘分》（2006，CD 限量
版）、《缘来是你》（2008，电子
版）、《拍案叫绝》（2012）等。
曾沛生前说过，她最遗憾的
是没有写出长篇；她有计划
近期整理文稿，出一本散文
集《生涯之旅》（电子书）和再
出版一本微型小说。，可惜由
于走得突然，来不及完成，相
信有日她的愿望一定能实
现。

曾沛的小说吸引我，在
于她以朴素的文字、巧妙的
结构，将大马华人社会和家
庭生活，包括妇女处境、创
业、事业与家庭矛盾、各种
伦理关系、婚姻、爱情、长者
难题、婆媳和育儿养女等等
复杂问题，化为一幅幅充满
思想、艺术和睿智的文学作
品。在大马文学作品中，这
方面的优势，我不敢说绝无
仅有，但像她写得那么好、
那么真实生动、充满智慧
的，非常少。她不是那类擅
于将风花雪月写得令人沉
醉的写手，也不是那种爱将
简单的内容写得晦涩深奥
扭曲、读完感觉空虚贫血、
言之无物的作家；她的本
事，是以雅俗共赏的形式，
告诉你世上无难事，个人命
运在于自己把握；她的系列
短篇和极短篇，组成了大马
华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生

动风情画，也是华人创业、
奋斗、扎根的精彩素描。她
绝对写自己熟悉的，而且充
满了正能量，难怪她的小说
获得广大读者共鸣，各国报
刊乐于转载。

说曾沛是一颗美丽的
星，而非巨星，比较合适。
从她大半生服务大众、献社
会、造福读者来看，没有一
颗从不计较得失的美丽心
灵是绝对办不到的。她是
马华文坛、文化界、妇女界
等领域重量级人物。她所
获得的奖项，都是实至名归
的。她是创作、事业、家庭
完美兼顾且达到三赢的女
性；她是以文学、演讲、出
书、编书等多元形式，鼓励
马华妇女走出家庭，融入社
会的妇女杰出领袖；2017年
还与王蒙演讲、对谈；她谦
虚谨慎、平易近人、关爱家
庭、夫妻恩爱是她的基本质
量；她是做实事、不尚空谈
的实干家，不愧为马华妇女
的典范。接触她的朋友无
不对她充满好感，为他竖起
大拇指、赞美有加。她涉及
的领域，朋友们都敬爱她；
子女们为有这样的超级母
亲感到骄傲。逝世后马来
西亚及海外各大华文报都
广予报道，一片无限惋惜、
哀伤之声、一片深沉怀念之
情。

当然，广大文友、组织、
社团、当地国家政府眼睛是
雪亮的，看在眼里，曾沛先
后担任许多重要公职，也获
得应得的评价和荣誉。曾
沛任两届大马作协会长（卸
任后任会务顾问）、文化协
会署理总会长（卸任后任荣
誉顾问），2005 年获大马最
高元首封赐拿督勋衔 ，曾任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副会长，曾获亚细安华文文
学奖、大马作协文坛长青
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贡献
奖、大马文协文化贡献大奖
（2021）等，主编多部合集、
选集、如马来西亚当代微型
小说选、担任过无数重要文
学奖评审等等。

她是马华文化界、文学
界、妇女界的骄傲。

非常感激曾沛和许多
马来西亚文友，在我们创作
生活的旅程上，也给与我和
瑞芬许多协助和鼓励。直
到今天，马来西亚和香港依
然那样心连心，连曾沛的女
儿静婷也成了我们的忘年
交。我们要学习曾沛和她
夫君承历的为人处事、无私
奉献、事事感恩的精神，在
不同的区域继续勤奋地生
活和创作。

怀念曾沛，您像一颗夜
空上美丽的星，亘久地照亮
依然在大地的我们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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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万高铁雅万高铁
■雅加达：孤雁

昨天 我们一行人
怀着一颗颗的中华心
乘上了雅万高铁
当列车飞驰在轨道上时
我们于喜悦的心境
见识了中国无比的速度
见证了中国时代的力量

春风从东方吹来
“一带一路”花正红
雅万高铁
是中印两国人民携手共建筑之高铁
它书写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新篇章
也是东南亚国家中仅有的首条高铁
彰显出提高了印尼在国际间的地位
是中印两国人民的骄傲

从雅万高铁开始 中国将继续助力
让印尼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高铁国家
要把五大岛用高铁贯通起来
中国列车将飞驰在千岛之国
让海不再遥远 岛不再遥远

雅万高铁
是中印两国“一带一路”合作的“金字招
牌”
承载着中国的智慧与强大
加速推进印尼的经济增长
雅万高铁
象征中印人民友谊万万岁
中印两国人民
唱出“雅万的红飘带”
心手相牵 山水相连 高铁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