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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3

     “在这个会议上，我想念一个重要的航

天局。中国（航天局）去哪儿了？”21日，在第
70届国际宇航大会开幕当天的第一场全会

活动上，1000 多名现场听众通过手机投票
将这一提问置顶了。

出现这个场面的原因是，大会的官方议
程上预定在华盛顿会议中心发表演讲的中国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没有出现。在现场

观众“集体施压”下，即将担任国际宇航联合
会主席的帕斯卡莱·埃伦弗罗因德将其归因

于“时间冲突”，但并未进一步解释。而会场的
一些人士说，中国代表团赴美签证受阻了。

为什么不让中国参加美国“登月门户”建
设？美国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是什么？———会

场大屏幕上刷新着听众关心的问题。尽管中国
缺席大会，但在这种探讨航天国际合作的场合，

人们显然认为中国不可或缺。

中国历来是国际宇航大会的重要参与
方。2018年在德国不来梅举办的第 69届大会

上，中国代表团“阵容强大”：国家航天局局长
张克俭出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等企业展示了中国航天的最
新成就。而今年在华盛顿举办的这届大会上，

记者没有看到这些企业的身影。

展厅里，来自北京的天文相机制造商
QHYCCD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之一。公司负

责销售的毕婷婷表示据她所知，有一家国内企
业全员未获赴美签证，还有一家企业只有一人

获签，而她本人因为不是技术人员才勉强获签，
公司其他同事均未能成行。

签证问题在会前就一度引发担忧。在 20

日举办的记者会上，国际宇航大会组委会共

同主席文森特·博尔斯说，他 18个月前就同

美国国务院沟通，确保参会者及时拿到签证。
目前看来，结果并不理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本月 9日表示，一段
时间以来，美方对中方的学者、学生、企业界

人士和科技人员等赴美采取了拒签、拖延签
证申请、吊销赴美长期签证、盘查骚扰等措

施，阻挠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也

损害了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
这一现象的背景是美国政府把自己的偏

见带到国际科技合作领域，频频制造障碍。在
21日上午的国际宇航大会开幕式上，美国副

总统彭斯宣称，要推动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航
天合作，而美国要与“志同道合的热爱自由

的”国家合作。这番讲话遭到部分与会人员抵
制。实际上，一些航天界人士 17日就曾发起

一封致大会的公开信，认为彭斯出席开幕式

与国际宇航大会主张国际合作的宗旨相悖，
目前已有 200多人参与署名。

美国航天元老、“阿波罗 11号”登月宇航
员巴兹·奥尔德林 20日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

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开展探月合作。
欧洲航天局局长扬·韦尔纳也不认同彭

斯的观点。他在大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国际合作会面临诸多问题，“但没人
会因为有风险就不出门”。韦尔纳坚定表达了

将继续与中国合作的意愿，提到欧航局已把
一批宇航员派到中国接受训练。他说，只有通

过合作才能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想法，
“我不会因为别人和我想法不一样就停止合

作，恰恰相反，这正是要合作的理由”。
新华社记者 周舟（新华社华盛顿 21日电）

国际宇航大会在美开幕 首场活动出现尴尬一幕

千余听众问：中国航天局去哪了？

    新华社今晨电 日本天皇德仁

22日在皇宫举行“即位礼正殿之

仪”，正式宣告即位。德仁誓言贴近国
民，遵循宪法，履行国家元首职责。

当地时间 22日下午 1时许，德
仁身穿传统服装“黄栌染御袍”，在

皇宫宫殿“松之间”登上象征皇权的
“高御座”，由古装侍从呈上作为皇

位象征的剑和玺，宣告即位。“我立

誓，愿一直为日本国民及世界和平
祈愿，亲近国民，遵循宪法，为做好

日本国家及日本国民的综合象征而
尽职尽责，”德仁说，“殷切希望以国

民的睿智和不懈努力，实现我国进
一步发展，为国际社会的友好与和

平、人类的福祉与繁荣作贡献。”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是日

本时隔大约 30年再次举行即位礼，
传统形式基本得到沿袭。上皇明仁

夫妇已不再履行公共职责，没有参
加即位礼。

超过 190个国家和地区及联合
国、欧洲联盟等组织代表超过 2000

人出席“即位礼正殿之仪”。除这场
仪式外，即位庆典包括庆祝宴会“飨

宴之仪”，为日本宪法规定由天皇施
行、被界定为国事行为的仪式。“飨

宴之仪”22日晚举行，由德仁夫妇迎
接外国领导人等宾客并一同用餐。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包括外国宾客和王

族等大约 400人在内，日方在即位庆典期间合
计招待大约 2000名宾客，宴会期间演奏宫廷古

乐。与平成时代邀请大约 3400人、举行 7次庆
祝宴会相比，宴会规模有所缩小。由于下雨，露

天庆典场合的侍从规模缩减。依据传统，德仁夫
妇应在即位礼当天出席巡游“祝贺御列之仪”。

但考虑台风“海贝思”造成严重灾情，这项活动

延期至 11月 10日。

    日本德仁天皇昨天正式宣告即位。

不过，在这场日本空前的盛大典礼前
后，最抢镜的人不是站在台上的新天

皇，而是站在台下的首相安倍晋三。
这一天，安倍有自己的“高光时

刻”，尽管似乎有些紧张。按典礼流程，
在天皇致辞后，作为日本首相的他将代

表日本政府致贺辞，带领参加仪式者一

起三呼万岁。然而，现场媒体捕捉到，致
辞环节前安倍险些出错。上一个环节还

没完全结束，安倍便已鞠躬，准备掏出
讲稿致辞，结果又赶紧放了回去。当天

早些时候，媒体拍到安倍独自撑着黑色
雨伞前往皇居时，表情也是一脸严肃。

毫无疑问，天皇的即位礼，安倍非
常重视。作为典礼实际操办者，安倍政

府投入多达 160亿日元预算。为了营造
空前盛况，日本邀请了 19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嘉宾观礼，当天列席的国内外宾
客多达 2000人。而为了确保典礼万无一

失，日本政府在时隔 20年后再次组建了

“最高警备本部”，并从全国抽调精锐警
官，安保等级堪称日本“史上最高”。

这场“即位礼外交”是日本难得的
主场外交机会。这些天，随着观礼的外

国政要到达，安倍马上展开漫长的马拉
松式会谈，比天皇还忙碌。就在昨日即

位礼结束后，安倍又赶到迎宾馆，与比

利时国王、柬埔寨国王、不丹国王等举
行单独会谈。此后又在晚宴开始前几

分钟匆匆赶回皇宫列席。而在 21日，
安倍就与超过 20个国家的政要会谈。

据日媒报道，到 25日为止，安倍计划与
50多个国家的政要分别举行会谈。尽

管这样的会谈更多是礼节性的，内容
因人而异，但用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的话来说，“将成为一次良机，让各国对
迎来令和新时代的日本加深理解”。

这一幕似曾相识。最近一次日本汇
集世界目光是在 6月大阪 G20峰会期

间。然而不管是 G20峰会还是这次“即

位礼外交”，令和时代的日本面临的外
部环境都更复杂。其中突出表现在国际

形势不确定性对日本外交的考验。近年
来，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更把日本

推到了许多选择的关口：更开放还是更
保守，更独立还是更附和，这是个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日本呈现出双重面

孔：一方面，日本将触角伸向世界，以四
面出击来塑造全球影响力和存在感，甚

至把自己包装成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
旗手；另一方面，日本“看向美国”的外

交底色没有变。在追求灵活的国家战略
和安全利益的同时，维系与美国为首的

传统价值观国家的外交，依然是日本外
交的第一考量。在这一点上，安倍在对

美外交上的“低姿态”应该是历任日本
首相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说，从

2012年上台后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
至今，安倍创造了日本战后外交的多个

第一：出访次数最多，出访国家最多，举
行首脑会谈最多。这样的外交究竟成效

几何？这是日本国民需要细细思考的。
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正处于某种

意义上的历史转折期。安倍首相在天皇
即位礼上的致辞里表示，将与国民一起

创造“值得自豪的日本的辉煌未来”。愿
望是美好的，不过作为第一步，日本需

要看清前路。但愿即将刷新日本首相在
位历史的安倍首相，会做出正确的、有

利于日本人民利益的选择。
  首席记者 吴宇桢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要现场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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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仁 天 皇

（左）和雅子皇后
在皇居正殿参加

“即位礼正殿之
仪” 新华社 发

荨德仁天皇夫妇

出席晚宴 图 IC

襌 参加皇家晚

宴的西班牙国王
与王后 图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