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修订《兵役法》 “韩流”男团可推迟服役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国会 12月 1日在全

体会议上审议通过《兵役法》修订案，允许“大
众文化艺术领域优秀人员”推迟服兵役，包括

“韩流”男子演艺团体成员在内的一些适龄青
年有望依据这一修订案推迟服役。

依据《兵役法》修订案，曾获得政府勋章

和褒奖的“大众文化艺术人员”获得文化体育
观光部长官推荐后，最迟服兵役年龄可以从

28?推迟至 30?。
韩联社报道，随着韩国男子演艺团体防

弹少年团（BTS）今年 8月成为韩国流行乐坛

第一个登上美国“公告牌”百名单曲排行榜榜
首的演唱组合，《兵役法》修订案今年 9月正

式提交国会。一些媒体因而将这一修订案称
为“防弹少年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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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指责胡搅蛮缠
11月 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

了一条谴责澳大利亚士兵谋杀阿
富汗平民和囚犯的推文，再次呼吁

将实施暴行的有关人员绳之以法。
同时还配发了一张由中国艺术家

创作的艺术插图。图中，一名澳大

利亚士兵用刀抵住一名阿富汗儿
童的喉咙，还配有文字“不要害怕，

我们是来给你们带来和平的”。
这条推文，却让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见上图）发飙，无端指责中
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日

在记者会上说，“澳方指责中方使
用了虚假照片，甚至说中方散布虚

假信息，这一指责本身就是虚假
的，因为网上流传的不是‘照片’，

而是中国一个年轻人用电脑绘制

的插画。绘制的插画同伪造的照

片，是不同的概念。”华春莹说，这
张插画依据的是澳大利亚军方已

经证实的调查报告，虽然是插画，
但反映的是事实。

她说，澳方倒打一耙、胡搅蛮
缠，其真实目的无非就是转移视

线、回避矛盾、转嫁压力，企图把国

际舆论对澳大利亚一些军人残杀
阿富汗无辜平民的批评和谴责，转

换成对华示强和示硬。
华春莹说，有一些人总是抱着

“我可以，你不可以”的心态来对待
中国，说到底反映了莫名其妙、不

可理喻的傲慢和虚伪。他们的真实
目的就是要剥夺中方说出事实真

相的权利。
澳大利亚一些军人在阿富汗

犯下严重罪行，这是澳大利亚媒体
报道出来的，也得到澳国防部调查

报告确认。报告披露的细节令人震
惊和毛骨悚然，包括将成年男子和

男孩集中起来枪杀或蒙眼割喉；将
2名 14?男孩割喉后装入口袋投

入河流；要求新兵枪杀战俘以“练
手”等。澳方这些残暴罪行受到了

国际社会一致的强烈谴责和声讨。

对华政策陷入矛盾
近年来，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对

华政策颇为矛盾的国家。如果澳大

利亚人继续按照目前的政策思维
行事，西澳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学系教授马克·比森认为，必将难
以协调地缘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

之间的分歧。

尽管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亦
步亦趋，澳大利亚却在经济上对华

存在巨大的合作需求。而一个基本
道理是，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并存

的策略行不通———澳大利亚不能在
执行反华政策的同时，还希望中国

商界不对这种恶劣行为产生反感。

数据显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
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对外

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对华贸易占澳
大利亚贸易总量近四分之一，远超

美日。中国留学生始终是澳大利亚
国际学生中的主力军，人数比位列

第二的印度还要高出近一倍，去年

为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外汇收入来
源国际教育收入的 380亿澳元“贡

献”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可惜，这样

的甜头并没有让澳大利亚政府和
精英，看清前路的真正方向。

格局变化产生焦虑
对澳大利亚来说，一个避不开

的老问题是：究竟应该怎么与中国
相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成至表示，澳大
利亚执政者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

的怪异心态和矛盾言行，反映了对

亚太格局新变化的不适应和对澳
大利亚发展前景的不自信。

不适应的是，中国国际地位不
断上升、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身

处亚太地区，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却
秉持着对西方国家的认同，放不下

西方优越感，对中国影响力上升表
现了很大的抵触情绪。紧随反华势

力的节奏，做出许多危害中澳关系
的事，并认为错都在中方。

不自信源自两方面：一是一贯
信奉的“西方优越论”这些年在中

国发展经验面前受到了挑战。中澳
关系的恶化，也越来越激起澳大利

亚社会的不满，使莫里森政府面临

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二是澳大利
亚开始意识到，美国这个靠山有点

儿靠不住了，生出了严重的焦虑

感。近几年来，美国在外交上的做
派以及本次美国大选映射的美国

内部的撕裂，都增加了澳大利亚决
策者对能否依靠美国保护自身利

益的疑虑。
在一些西方势力炮制的“遏

华”这部大戏里，澳大利亚扮演的
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但付出的代价

却并不小。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
捷锐警告：“如果与中国的关系继

续恶化，澳大利亚将变得更穷、更
不安全。”他说，澳大利亚需要做个

决断，中国到底是战略竞争对手还
是战略合作伙伴。

地处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充
当大国对抗的“马前卒”不会有前

途。王成至认为，如果执政者能够
变换思路，把澳大利亚塑造为东西

方之间的交流之桥、包容之桥与和
解之桥，才有机会在变化中的地区

格局里，把路越走越宽，而不是越
走越窄。 首席记者 吴宇桢

美司法部长：未发现大选舞弊证据
共和党人开始与特朗普保持距离

    本报洛杉矶今日电（驻美记者 鲁明）“截

至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足以改变大选结果的
大规模舞弊。”对于至今仍拒绝承认在大选中

落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司法部长巴尔
1日的最新表态，被舆论视为共和党人、尤其

是政府要员逐步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的信号。
巴尔一直被认为是特朗普最忠实的盟

友，在多个争议议题上都明确与特朗普站在

同一阵线。此前在“通俄门”调查后，巴尔公开
力挺特朗普及竞选团队。2020年大选后，巴

尔授权联邦检察官对投票违规的指称展开调

查，被认为是“助攻”特朗普。

然而，经过约一个月的调查后，巴尔在 1

日表示，美国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人员一直

在跟进他们收到的具体投诉和信息，但没有
发现能够推翻大选结果的舞弊证据。

“有一种关于系统性舞弊的说法是，机器
被编写了程序来扭曲选举结果。”巴尔说，国

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已经进行了调查，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巴尔的言论与特朗普一贯的立场不符。
特朗普随后在推特上继续声称选举存在舞

弊。上周日，特朗普在选后首次接受电视采访

时表示，将持续通过法律途径挑战大选结果。
特朗普的律师朱利安尼和竞选团队也发

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称司法部没有调查他
们收集的舞弊证据。特朗普竞选团队一直指

控民主党人制造了数百万张非法选票，但尚
未提供有力证据。

在美国媒体看来，随着形势日渐明朗，包

括巴尔在内的特朗普政府高官不得不开始考
虑与特朗普保持距离。而巴尔此举可能触怒

特朗普，成为总统开除的下一个对象。

日本年度热词出炉
新冠相关词占一半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 2020 年度流行语

12月 1日揭晓，十大热门词汇中的半数与新
冠疫情相关。

今年热词冠军是“三密”，即疫情中的密
闭环境、人员密集场所和密切接触。日本政府

一直敦促民众避免“三密”。
其他与疫情相关的词汇包括“安倍口

罩”、“线上……”、“GO TO运动”和一种能预

言流行病的妖怪。
“安倍口罩”指口罩等防疫物资短缺期

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任领导的日本政府向
家庭及养老院等机构发放口罩。不过，因质

量、尺寸和配送速度等，“安倍口罩”遭不少人
抱怨。

“线上……”指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学习

等活动。“GO TO运动”指日本政府推出的外
出就餐和旅游补贴政策，旨在帮助受疫情打

击的国内旅游和餐饮业、推动经济恢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 1日在记者

会上谈及“三密”登上热词榜首时说，希望利
用这一机会再次呼吁国民戴口罩、洗手和避

免“三密”。

对华“点火”又口头“救火”
澳大利亚到底想干嘛？
炒作“假照片”倒打一耙 澳方转移视线回避矛盾

    因为一幅谴责澳军在阿

富汗暴行的艺术插图， 澳大

利亚总理莫里森扬言要中国

“道歉”。仅仅隔了一天，他却

突然“灭火”说，不要进一步

放大此事，“澳大利亚的目标

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同时努力保持与中国的工作

关系。 ”

短短十天之内， 莫里森

的对华态度数次反复。 澳大

利亚政客给中澳关系找麻

烦，最后又口头“救火”的模

式屡屡重复。

看起来，“灭火”的人，忘

了自己始终是那个“点火”的

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政

治和军事上不存在重大利益

冲突、 在经济贸易上存在巨

大合作潜力的国家， 澳大利

亚在双边关系中频频制造分

歧和矛盾，到底图啥呢？

▲ 驻阿富汗的澳大利亚士兵

荨 中国艺术家根据澳军暴行创作的艺术插画 本版图片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