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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海灣是個 「福
灣」 ，匯南北之靈氣，聚寒
暖之氣場，得天獨厚。從北
冰洋南下的寒流與太平洋北
上的暖流，恰恰相匯在此。
大量的各類浮游生物風雲際
會，又演繹出多少瞬間的生
與死，剎那間的興與滅，不
可思議地繁衍，勃發生機和
活力。牠們的生育和成長，簡單得
像雪花入水，又複雜得像中子轟擊
粒子爆發的裂變。可能無人能釋其
謎。

一種太平洋鯡魚，銀光閃亮，
婀娜多姿。一尺多長的身材，有一
條躍出水面會有千萬條同時躍出，
如碧空海上聳起一堵玻璃幕牆；有
一條要鑽入深海，會有千萬條同時
箭發海底，會形成海底波浪。牠們
終於匯成了太平洋鯡魚的海洋，置
身其中，不知是太平洋大，還是鯡
魚的陣式大？

令人奇怪的是這以億條計算的
龐大鯡魚群彷彿是在一夜之間就形
成的，昨天還少得寥若晨星，今天
已然鋪天蓋地，似乎滿海滿洋都
是。牠們是奔着阿拉斯加灣的清
涼、爽快而去，雖然人類還會覺得
刺骨冷寒，但太平洋鯡魚覺得此處
正好，牠們要把後代繁殖在此，為
兒孫的成長尋找一個樂園。何止天
下人苦不過父母？這些太平洋鯡魚
一路艱險，一路風波，鍥而不捨，
生死度外。在遷徙途中，有數不盡
的饕餮者，牠們也是千里萬里趕
來，就為這頓鯡魚美餐；就像非洲
馬賽馬拉大草原上的角馬一年一度
的大遷徙，幾乎每一處草叢中都隱
藏着狩獵者野蠻兇殘的眼睛。太平

洋鯡魚也聰明，牠們抱
成團，圍成直徑幾十米
的圓形方陣，在掠食者
的捕殺中疾速潛行。

為了繁衍，為了後
代，太平洋鯡魚無所畏
懼，堅定不移；為了生
育而死亡，為了死亡而
生育。就是這條 「鯡魚

地帶」 ，又激活了多少生物鏈？如
果沒有這條 「鯡魚地帶」 ，那些專
程從夏威夷海攜家帶口趕來的多種
鯨魚就極可能餓死，因為牠們已經
數月幾乎沒有進食，很多母鯨都帶
着在夏威夷海中出生的小鯨同行，
這些完全依靠母乳的小鯨每天要從
母鯨身上吸吮至少四百升乳汁，母
鯨帶着孩子和整個鯨群，追星趕
月，不惜空餓三個多月就是為了迎
接那偉大的日子，在阿拉斯加灣飽
餐太平洋鯡魚。如果這些數以億計
的太平洋鯡魚因故晚點，那些早在
幾個月前就趕到阿拉斯加海灣的北
冰洋海豹、海獅、海象就可能因飢
餓而病而亡。第二年北冰洋的冰雪
之中，再也不會擁有那麼多海豹、
海獅、海象，那可能還會是北極熊
的災難，牠們將會和幼崽們被餓成
一張張被北極風捲起的熊皮。

鯡魚群終於游到了阿拉斯加
灣，牠們彷彿只認阿拉斯加灣，只
有這裏才是牠們繁衍後代的天堂，
只有在這裏才是牠們一生追求的殿
堂，受精的魚卵竟然把阿拉斯加灣
數百公里的海岸淺水區染成純白
色。多麼偉大的工程，多麼不朽的
生命。

（ 「生命的呼喚」 之二，標題
為編者加）

太平洋鯡魚

筆者上周在本
欄提到，菅義偉當局
正在改變日本政府多
年來不公開干預台灣
問題的做法，近日副
防衛大臣中山泰秀宣
稱台灣是 「民主國
家」 ，以及台灣臨近
沖繩島很近，台灣的

安全事關沖繩美軍基地等等言論，是一
個危險的信號。文章見報當日，有傳媒
報道 「美日備戰台海，謀建情報共
享」 ，內容透露日本插手台海問題已走
得很遠，中山泰秀口出狂言，原來大有
背景。

上述報道引述華府消息人士指，美
日正就台海可能發生的衝突備戰，包括
以救災訓練為名舉行聯合軍演，實則為
應對台海衝突進行兩棲登陸演練，美日
合作的最終目標是為台灣制定一個綜合
戰爭計劃。報道又引述不具名官員消息
指，美日迫切需要和台灣建立攸關中國
海軍和空軍行動資訊的三方共享機制。
如果上述報道屬實，這是繼二○○五年
美日安保協議達成 「共通戰略目標」 ，
明確提及台海問題之後，兩國更進一步
聯手干預台灣問題，日本配合美國打
「台灣牌」 已經在政治和軍事上全面展
開。

值得留意的是，報道提及日本要求
美國分享涉台作戰計劃，唯五角大樓表
示反對，因為美方希望分階段推進美日
合作。日本人似乎有點心急，忘記誰是
莊誰是閒，結果碰了釘子，所謂美日合
作，從來都是美國說了算。

就在中山泰秀揚言要保護台灣這個
「民主國家」，以及日本副首相麻生日前
公開叫囂如果大陸「侵台」，美日要一同
防衛台灣之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
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
本周二出席一個視像會議時表示，不應
以冷戰思維看待美中關係，認為美中仍
然可以和平共存，雖然要維持這個狀態
是巨大的挑戰。他說，美國會同台灣發

展堅實的非官方關係，但美方不支持台
灣 「獨立」 。坎貝爾此時公開表明拜登
政府不支持 「台獨」 的言論，可能是傳
聞中美元首在今年十月的G20峰會期間
有機會舉行會晤，所以要為台海緊張局
勢降溫，順便提醒日本不要搶風頭喧賓
奪主。

從近日有關美日就台灣問題最新動
態的報道，一方面顯示美日插手台灣問
題正在升級，北京推進兩岸統一將面對
更複雜的局面，另一方面，菅義偉當局
對台灣問題比華府更加肉緊，更具挑釁
性和冒險性，中日關係面臨更大的難題
和挑戰。如果說美國對台海的策略是支
持 「台獨」 勢力，但不支持 「台獨」 ，
透過在這兩者之間玩平衡謀取最大利
益，日本則是基於地緣戰略和歷史的雙
重因素，不僅支持 「台獨」 勢力，也樂
見 「台獨」 。因為一旦「台獨」，大陸必
動武，美國不能不出手，結局可能三敗
俱傷，日本可坐收漁利，報二戰之仇。

二戰結束之後，不僅台灣社會存在
「日本情結」 ，日本右翼勢力對曾經殖
民統治半個世紀的台灣也始終念念不
忘，不遺餘力吹 「日台一家親」 。一九
七二年中日建交，日本承認一個中國，
但右翼親台派一直是日本政壇一股重要
勢力。自李登輝上台之後，日本對台灣
政治深度插手，對台灣政治經濟文化各

個方面的影響力無處不在。二○○四年
日本學者中西輝政提出 「台灣是日本的
生命線」 的觀點，成為右翼勢力的重要
理論武庫，既然日本不可能重新將台灣
變成自己的殖民地，那麼 「台獨」 便是
最符合日本的戰略利益。中山泰秀妄稱
台灣為 「民主國家」 ，又指台灣距離沖
繩很近，以及防衛大臣岸信夫關於 「台
灣安全和穩定與日本直接相連」 的言
論，都是有深層次的原因。

早在二○○七年，安倍第一次出任
首相時就拋出 「自由與繁榮之弧」 的外
交藍圖，試圖將台灣納入日本的地緣戰
略。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任內更透過重
新釋憲，令日本可以在盟友受到攻擊時
採取保護行動，踏出突破和平憲法限制
的重要一步。而岸信夫近日宣布日本軍
費開支不再受制GDP百分之一的上限，
更為日本重新成為軍事大國掃除最後障
礙。

日本處心積慮，漸行漸遠，誰會相
信連串動作只是為了與美國合作防衛台
灣？中國當然不會相信，朝鮮和韓國也
不會相信，就連美國也有所保留，所以
斷然拒絕日本要求分享防衛台灣的作戰
計劃，充分暴露美日同盟的互信脆弱。
而面對日本右翼勢力張狂和菅義偉當局
的鷹派立場，中國是時候要對中日關係
的未來作出重新評估和預判。

美日插手台海各懷鬼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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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軟實力的構成有幾
個部分，最重要之一是文化
交流。冷戰期間，歐美建立
了一個完善的文化外交體
系 。 例 如 美 國 新 聞 處
（United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s，簡稱為USIS），是
一個透過美國大使館或領事
館在世界各地設立的文化交
流平台。它的功能並不只是輸出美
國文化，而是協助當地自由世界的
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進行創作。很
多著名藝術家、小說家都是受惠於
USIS這個模式。後來冷戰勝利，
里根和美國保守派把USIS的文化
預算大幅刪減。目前其影響力是接
近零。故此，美國在外交文化軟實
力是慢慢在減弱。

然而，美國擁有強大的基金會
文化。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
（George Soros Open Society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各
式各樣的美國基金會，過去幾十年
一直在支持不同形式的文化藝術交
流。例如洛克菲勒基金會下的亞洲
協會，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文
化交流平台。他們以 「以人為本」
的交流模式，透過獎學金讓亞洲年
輕藝術家、建築師、設計師到美國
考察留學。另外，安排他們居住在
紐約、華盛頓等地方，進行幾個月
甚至更長時間的生活體驗，讓學者
和美國建立一個網絡關係。

隨着全球化、大企業的崛起，
這個文化外交上的網絡也慢慢減
弱。美國的大企業已經掌控了許多
國際資源，如Apple、Google、

Facebook、Microsoft這
些科技公司已然具備直接
影響文化的能力。他們的
背後是經濟利益。經濟利
益並不一定和美國國家的
外交利益掛鈎。

德國的歌德學院
（Goethe-Institut）也是
另一個重要的模式。它出

現於冷戰時期，並在不同地方設
立，以教授德語為本，再進行不同
類型的德國文化推廣。但是它特別
之處是以世界文化為中心。例如歌
德學院在京都的中心，是開放給全
世界的藝術家去申請駐場、或者居
住在京都的歌德學院。哥德學院的
功能有點像一個文化熔爐，並非大
規模地推廣德國文化，而是透過歌
德學院建立平台，進行文化交流上
不同模式的互動和合作。故此，德
國歌德學院是當代重要的文化推手
之一。

還有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
訊中心），它是德國專門推動研究
深層次的學術交流平台，全世界年
輕學者可以透過其設立的獎學金，
申請到德國進修和不同形式的研
究。

透過學術文化交流去建立一個
相關網絡，正是文化外交非常重要
的成果。外交的目的離不開建立網
絡、建立關係、建立對話、建立互
信。透過這些聯繫網絡，進行理性
的影響和滲透；透過這些網絡收集
世界各地的資料和情況並建立聯
繫。當國與國之間有衝突，可以透
過外交去紓緩或解決問題。更重要
的是避免戰爭。外交軟實力是經過
討論、分析從而建立的。

文化交流軟實力 疫情．歐國盃
原本應該去年舉行

的二○二○年歐洲國家
盃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推
遲到了今年夏天。穿上
德國隊的球衣，端着啤
酒，成群結隊地在酒
吧，在公園，在商場歡
呼着，吶喊着……這才
是歐國盃期間德國街頭

該有的樣子。然而，這疫情反覆的現狀，
很難重現往屆歐國盃時球迷們如同慶祝盛
會一般的熱鬧場景。

德國的現階段疫情規定，只要有新冠
測試陰性證明，持有效疫苗證明，或者半
年之內的新冠痊愈者，都可以在餐廳和酒
吧的室內就餐。可能大部分人也懶得去做
測試，餐館酒吧只有想盡辦法把室外的座
位多擺置一些。再架上一台液晶電視屏，
連上一個巨大的音響，便是球迷們相約看
球的地方了。

除了酒吧餐館，許多購物廣場也在他
們的室外或者中庭搭起了 「歐國盃觀戰會
場」 。一個巨大的銀幕面前，擺了不少沙

發長櫈，長櫈與長櫈之間都隔着至少一米
五的距離。座位區域的外面有小型的足球
射門遊戲區，供前來的小孩們試試身手。
這個 「會場」 被一絲不苟地裝扮了一番，
除了各處插滿德國國旗，歐國盃的標誌、
各國旗幟以及比分記錄板都一應俱全。

每每有球賽的傍晚，我遛着狗出門，
幾乎每隔幾百米便能看到一個可以看球的
餐廳或者酒吧。聽到人們的歡呼聲或者尖
叫聲，我快步走到下一個酒吧的屏幕面
前，也還來得及看上那個精彩瞬間的慢動
作回放。

集多元文化於一身的柏林當然有來自
世界各地的球迷。酒吧餐館的屏幕面前，
你會看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或者土耳
其等等其他非德國球迷。儘管各自有各自
的 「主隊」 ，小伙子們看到精彩時吼歸
吼，吼完也相視一笑，一起開心看球。

歐國盃擁有不少華人球迷，他們的看
球熱情高漲。雖然少有去酒吧湊熱鬧，在
家裏和家人或者朋友們看球的卻也不少。
更有一些獨自看球略顯孤單的留學生們，
約上網友們在微信群裏一起 「雲聚會」 看

球。大家在群裏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熱
鬧。在柏林，不光有德國隊的球迷，也有
意大利球迷，葡萄牙C朗的鐵粉，還有支
持英格蘭荷蘭西班牙等等國家的。大家都
各自為各自喜愛的球隊或是歡呼或是嘆
息，有時大加讚賞某個好球，有時也大罵
踢進烏龍球的 「豬隊友」 。時不時也會有
群友晒晒自己的 「看球套餐」 ──啤酒和
麻辣小龍蝦，或者轉發來一些網上搞笑的
歐國盃段子，引得群友們哈哈大笑。

不久前，德國隊被英格蘭零比二淘
汰，這是五十五年來德國隊第一次在大賽
中輸給英格蘭。德國球迷們着實傷心失望
了一番，但聽朋友聊起，他們也並不意
外，順帶把主教練勒夫數落了一遍。原
來，球隊失利球迷埋怨主教練真是全世界
都一樣。同時，他們也對自己國家隊充滿
了期待，換了主教練，明年世界盃再見。

轉眼，疫情已肆虐歐洲一年多。在這
段看歐國盃的日子裏，短暫消失的口罩，
人們手上的啤酒，臉上的笑容，重新熱鬧
起來的酒吧，彷彿告訴我們，原來的日
常，就要回來啦！

 


























我們亞洲──亞細亞古代文明展

柏林漫言
余 逾

善冶若水
胡恩威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市井萬象



「我們亞洲──亞細亞古代文
明展」 現正於長沙的湖南省博物館
舉行，展出來自敘利亞、黎巴嫩、
巴基斯坦、柬埔寨、蒙古國和中國
等亞洲十國的二百二十餘件（套）
珍貴文物，直觀呈現古老、多元的
亞洲文明，以及各文明之間對話、
交流、互鑒的成果。

重要展品包括女性石雕像、公
牛形陶來通、金質獅頭銀手鐲、椰
棗形玻璃香水瓶、螭龍紋金帶扣
等。展期由即日起至十月八日。

圖為展出的女性頭像陶香爐。
中新社

▲鯡魚喜歡抱成團，圍成圓形方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