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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扫描

联合国首次庆祝“法语日”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荣获“年度人物”奖

国际钢琴大师郎朗 3 月 19

日在纽约林肯中心附近的苹果

商店现场演奏肖邦的降A大调波

兰舞曲《英雄》。该乐曲所有净收

益将捐献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用于救助在海地大地震中的幸存

儿童。“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为自

己能够通过自身的艺术才能为人

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感到高

兴，”郎朗在演出现场说道。

据悉，郎朗将与传奇指挥

克里斯多夫·艾申巴赫，以及

德 国 石 荷 州 音 乐 节 管 弦 乐 团

在 纽 约 卡 内 基 音 乐 厅 举 行 慈

善演出，收入全部捐赠给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用于救助在海

地大地震中的幸存儿童。艾申

巴赫和郎朗原已预定在北美 21

个城市举行巡回演出，庆祝他

们长达 10 年的艺术合作。但是

他们知悉海地大地震的噩耗后

决定在纽约演出一晚，以支持

联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在 海 地 的

救援工作。

近日，联合国举行活动首

次纪念 3 月 20 日“法语日”。联

合国官员表示，庆祝“法语日”

只是一个开始，联合国将陆续

纪念其他５种正式工作语言，

以加强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尊

重和保护。

据悉，联合国在今年2月21

日“国际母语日”当天发起一项

倡议，即为英语、法语、汉语、俄

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分别设

立纪念日。“英语日”设在英国文

学巨匠莎士比亚生日 4 月 23 日

这一天，“俄语日”为“俄罗斯文

学 之 父”普 希 金 的 生 日 6 月 6

日。此外，联合国确立 10 月 12

日西班牙国庆日为“西班牙语

日”，12月18日为“阿拉伯语日”

以纪念联大通过决议将阿拉伯

语列为联合国正式工作语言之

一。不过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尚

未确定“汉语日”的日期。

乌克兰3月20日在基辅市中

心的“乌克兰宫”隆重举行2009年

“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中国驻乌克

兰特命全权大使周力荣获外交领

域的特别国际奖。

乌克兰副总理、“年度人物”最

高评委会主席谢米诺任科在向周

力颁奖时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

家，乌克兰愿意加强同中国在政治、

经济、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

系，以及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他

说，鉴于乌中两国在经贸、农业、航

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果，“年

度人物”最高评委会一致决定把外

交国际奖项颁给中国大使。

乌克兰“年度人物”奖涵盖

外交、体育、文化、投资、慈善等多

个领域。外交国际奖主要颁给为

加强乌克兰与国际社会关系作出

重要贡献的外国驻乌使节。俄罗

斯、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大使

曾获得过该奖项。

郎朗在纽约举办慈善演出

俄罗斯将在2015年，即卫国

战争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前，建成一座独立的卫国

战争档案馆，以保存现存于不同

档案库的逾1300万份相关文件。

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苏联反对纳粹德国及其

欧洲盟国的战争。俄联邦档案

机构负责人安德烈·阿尔季佐夫

于3月1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目前俄卫国战争文件档案保存

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档案库里，建

立卫国战争档案馆将使相关文

件得到集中管理，也便于历史学

家和档案学家进行学术研究。

阿尔季佐夫还说，建成后的卫国

战争档案馆将可同全球最大档

案馆之一的圣彼得堡俄罗斯国

家历史档案馆相媲美。

俄罗斯将建卫国战争档案馆

（以上消息均据新华社）

环球视点

尼泊尔前首相、尼泊尔大

会党主席吉里贾·普拉萨德·柯

伊拉腊因多脏器衰竭，于当地

时间 3 月 20 日 12 点 10 分在加

德满都病逝，享年 85 岁。

柯伊拉腊的逝世使得尼泊

尔全国陷入非同寻常的悲痛之

中。难以计数的尼泊尔民众聚

集在柯伊拉腊度过生命最后时

刻的他的女儿家的大门外，满

含无法言表的悲伤，深切哀悼

他的离世。尼泊尔政府于次日

开 始 举 行 了 全 国 性 的 吊 唁 活

动并下半旗致哀。柯

伊拉腊的逝世也引起

世界许多国家的深切

关注。

一个前首相的逝

世，为何能在一个国

家引起如此巨大的悲

痛？柯伊拉腊先生为

何在尼泊尔如此受人

尊敬呢？究其原因，

大概有如下几点。

第 一 ，出 生 于

1925 年、直到 80 多岁

还担任尼泊尔首相之

职的柯伊拉腊，是尼

泊尔极具人气的政坛

老 将，曾 5 次 出 任 尼

泊尔首相。他从青年

时代即开始从事政治

活动，1976 年起担任

尼 泊 尔 大 会 党 总 书

记 。1991 年 5 月，柯

伊拉腊任尼泊尔首相

兼外交、国防、卫生和

宫廷事务大臣。1996

年 5 月，柯 伊 拉 腊 担

任 尼 泊 尔 大 会 党 主

席，1997 年 3 月 9 日起

任尼泊尔大会党议会

党团领袖。2002 年 6

月大会党分裂，柯伊

拉腊成为新组建的大

会 党 ( 柯 派) 领 袖 。

2006 年 4 月，尼 泊 尔

国王贾南德拉正式任

命柯伊拉腊为尼泊尔新首相，

这是柯伊拉腊第五次出任尼泊

尔首相。2007 年 4 月 1 日，尼泊

尔临时政府在加德满都成立，

柯伊拉腊出任首相。2008 年 6

月 26 日，柯伊拉腊在尼泊尔制

宪会议上宣布辞职，退出政坛。

在其长期的执政生涯中，尼

泊尔民众对这个性格温和、善于

协调各政治派别关系和化解国

家危机的中间派领导人不但非

常熟悉，而且内心充满信任。

第二，柯伊拉腊在结束尼

泊尔内战、启动和平进程中曾

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尼

泊尔废除长达 240 年的君主制

而走入共和制的进程中，扮演

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被誉为尼

泊尔和平的缔造者。他在推翻

尼泊尔无党派评议会制度运动

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

柯伊拉腊的存在，尼泊尔内战

不知何时才能宣告结束，也不

知 会 增 加 多 少 无 谓 的 流 血 牺

牲。

第三，善于政治包容的柯

伊拉腊同时是一个敢于坚持政

治原则的政治家。他对外坚持

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不干

涉内政、彼此尊重的平等合作

原则，特别珍视与中国的友好

合作关系，坚定地支持一个中

国政策，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

尼 国 土 进 行 反 对 中

国的活动，并非常钦

佩 中 国 经 济 高 速 发

展取得的成就，相信

中 国 的 发 展 必 将 使

整 个 亚 洲 地 区 受

益。人们不难忘记，

2008 年 当 北 京 奥 运

圣 火 全 球 传 递 活 动

在 法 国 等 一 些 西 方

国 家 遭 到 别 有 用 心

的破坏之后，柯伊拉

腊 所 领 导 的 尼 泊 尔

政 府 坚 决 出 兵 保 护

了 北 京 奥 运 圣 火 在

尼 泊 尔 境 内 登 顶 珠

峰 期 间 不 受“ 藏 独”

分子的破坏，这个安

全 措 施 在 西 方 媒 体

上引起轰动，有媒体

用 了“ 尼 泊 尔：可 射

杀 阻 挡 火 炬 登 珠 峰

者”这样的耸人的标

题，并把它作为尼泊

尔政府“受到北方邻

国的压力，严厉镇压

藏 人 ”的 最 新“ 证

据”。但是尼泊尔政

府 却 坚 持 认 为 保 护

奥 运 圣 火 不 受“ 藏

独”的干扰是应尽的

维护和平的义务，下

令 尼 政 府 派 出 保 护

奥 运 圣 火 的 士 兵 或

警 察 在 此 期 间 对 珠

峰地区的安全负有完全责任，

他们必须严密控制任何反华活

动，若这类活动趋于暴力甚至失

控，他们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

施。柯伊拉腊领导下的尼泊尔

政府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创造

了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公众形

象，对各国应该对国家间的睦邻

友好关系与互利合作具有怎样

的责任感，树立了一个典范。

笔者曾于 2007 年 9 月到访

过尼泊尔，并有机会随同中国

代表团主要成员一道，在柯伊

拉腊首相的府邸接受了他的亲

切接见。当时长期患有慢性肺

炎和哮喘病的他，身体已经十分

虚弱，他是吸了氧气之后才精神

矍铄地来到会客厅与我们亲切

会见的。第二天，他又吸了氧

气，毅然出席了尼泊尔中国节的

开幕演出活动并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致辞。他在中国节活动开

幕式上的出现，对当时在尼泊尔

出现的反华喧嚣是一个有力的

抑制，他不顾年迈体弱和各方压

力，坚决支持中尼睦邻友好合作

的举动，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

感动和无尽的怀念。

3 月 18 日至 24 日，塞尔维亚

文化节首次在华举办。塞尔维亚

文化部部长内博伊沙·布拉迪奇

也在此期间进行了他的首次访华

之旅。3 月 18 日，布拉迪奇在紧

张的行程当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专访。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但

是中国文化对于布拉迪奇来说并

不陌生。“在塞尔维亚，有一个近

50 年 历 史 的 贝 尔 格 莱 德 国 际 戏

剧节。在这个戏剧节上，塞尔维

亚 观 众 可 以 看 到 来 自 中 国 的 作

品。”成为文化部部长之前，布拉

迪奇曾是塞尔维亚非常著名的戏

剧导演，戏剧的话题让原本显得

不苟言笑的他产生了一丝兴奋。

“京剧非常有意思，它的唱词、音

乐极富中国特色，区别于世界上

任何一种其他戏剧……当然，除

了戏剧之外，塞尔维亚人了解中

国 和 中 国 文 化 的 途 径 还 有 很

多。”布拉迪奇表示，毕竟中塞两

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比戏剧节的

历史要长”。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布拉迪

奇游览了故宫。谈起来到中国的

感受，布拉迪奇用得最多的一个

词就是“独一无二”。现在，在欧

洲要看一场中国的演出、要了解

中国的信息其实并不困难，但是，

“只有你真正来到这里时，你才能

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真正魅力。”布

拉迪奇说，当他站在故宫的广场

上时，才感觉自己真切地触摸到

了中国的历史、感受到了中国文

化的力量。“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独

一无二的体验，每个人都应该亲

自到中国来体验。”相比于风光名

胜，布拉迪奇显然对中国普通民

众的生活更有兴趣。他说自己抱

着开放的心态来到中国，把每走

一步都当作全新的体验。“无论是

在纽约、伦敦还是北京，你都能看

到 一 样 的 汽 车、一 样 的 建 筑 物。

而不一样的，也许只有人。”布拉

迪奇就像一个敏锐的艺术家，希

望 去 捕 捉 普 通 中 国 人 的 思 想 感

情 。 他 给 记 者 指 了 指 窗 外 的 人

群，“我在想，他们为什么如此行

色匆匆？”

在采访之前，陪同布拉迪奇

的中国文化部官员告诉记者，布

拉 迪 奇 是 一 个“ 思 考 型”的 部 长

——不爱发表意见，似乎总在沉

思之中。在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

的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苦苦

思索如何才能保护文化生态的多

样性——这同样也是布拉迪奇的

思考。“就像是一个大超市摆满了

各种商品，我们必须学会去挑选

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无条件地

去接受所有东西。”和中国一样，

塞尔维亚也有着让本国国民引以

为傲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由 20 多

个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必

须牢记我们的根在哪里，并且坚

守我们祖辈留下来的那些优秀传

统。”当今世界发展迅猛，几乎每

天都有新生事物出现。布拉迪奇

却认为，在跟随世界潮流方面不

应该急功近利，而应该多一点耐

心，放慢脚步。布拉迪奇非常赞

赏中国式的发展。“中国走得非常

稳固坚实，在发展的同时没有丢

掉传统文化。”他还特别提到了奥

运 会 开 幕 式 给 他 留 下 的 深 刻 印

象，“把传统文化的精髓用现代科

技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奥运会

开幕式，我看到了中国文化传承

的发展前景。”

目前，这位文化部长考虑最

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

中塞两国的文化合作。他希望中

塞之间的文化交流能够根植于两

国普通民众之中。上世纪 70 年

代，《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等南斯拉夫电影曾在中国风靡一

时。提起这点，布拉迪奇非常自

豪。不过，相对于回顾过去，他更

喜欢憧憬未来，他非常希望看到

今后有中塞两国电影人共同制作

的电影。“ 为什么不呢？”讲到这

里，一直语调波澜不惊的布拉迪

奇突然提高了嗓门，“我相信那会

非常有意思！”在图书出版合作方

面，布拉迪奇也有很大期待。他

兴奋地告诉记者，前几年，中国作

家苏童的小说《碧奴》同步在中国

和塞尔维亚发行上市了。最近，

塞尔维亚出版了《塞尔维亚的世

界文化遗产》中文版，以此表达对

中国读者的尊重。布拉迪奇还回

顾了去年在塞尔维亚成功举办的

中国文化节，“中央民族歌舞团在

贝尔格莱德市萨瓦中心的民族歌

舞演出座无虚席，中国的演员们

和塞尔维亚观众交流互动，共同

创造出了一种美好的体验。”布拉

迪奇坚信，“下一个阶段的塞中文

化交流会更加引人注目，我们会

举办更多的文化活动，让两国人

民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彼此文化的

魅力。”

“应该亲自到中国来体验”
——访塞尔维亚文化部部长内博伊沙·布拉迪奇

本报记者 毛 莉

谨 以 此 文 深 切 悼 念
尼泊尔前首相柯伊拉腊
的不幸逝世。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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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璐）3 月 21

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对

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教

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人

民日报（海外版）等联合主办的第

十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颁奖暨第

十一届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第十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吸

引了来自 32 个国家的华语学校参

加，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很多中小

学生也积极参与。比赛共收到来

稿 10 万余件，其中国外来稿 8000

余件，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647 名，

二等奖 1274 名，三等奖 3464 名。

与会领导向北京地区获得组织奖

的百余所学校现场颁发了奖状，

奥地利维也纳中文教育中心、西

班牙马德里华侨华人教育学校、

日本同源中文学校等国外华校也

获得了组织奖。同日，第十一届

华人少年作文比赛正式启动。

据悉，华人少年作文比赛由

已故著名教育家韩作黎于 1993 年

发起，至今已经有 17 年的历史。

多年来，活动秉承在世界华人少

年中传播祖国语言文化，让少年

儿童热爱民族的语言文化，并提

高他们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这一宗旨，始终坚持不收取任何

费用的纯公益性质，获得了越来

越多海内外少年儿童和教师、家

长的认可，参赛人数逐年上升，活

动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

3 月 21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演员在“纳乌鲁斯”节庆祝活动中翩翩起舞。

在中亚地区，“纳乌鲁斯”节意味着大地回春和新一年的开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每年 3 月下旬都会庆祝这一节日。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第十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在京颁奖

美国驻墨西哥城市华雷斯领

事馆官员 3 月 14 日被枪杀一事吸

引了世界媒体的关注，华雷斯当

地媒体却对此事保持了沉默。3

月 19 日，墨西哥北部两大贩毒集

团火并的消息传来。实际上，当

人们获知这条“新闻”时，双方激

战已达 3 周之久，造成 100 多人死

亡——当地媒体也未对此事做出

任何报道。

面对一系列血案，墨西哥媒

体的“沉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

墨西哥新闻事业的忧虑。

恐怖气氛让媒体窒息

华雷斯是墨西哥的边境城市，

也是墨贩毒集团进行跨境贩毒的重

要据点，素有“犯罪之都”的称号。

仅从 2 月 11 日至今的几十天里，华

雷斯就发生了近250起杀人案。美

国驻华雷斯领事馆官员遇害后，美

国媒体群起报道。相较之下，华雷

斯当地媒体噤若寒蝉的表现更显

突出。有媒体分析人士指出，当地

记者只能保持沉默，否则他们也将

面临生命危险，因为这起杀人案可

能是贩毒集团所为。

在墨西哥，贩毒集团为记者

提供两个选择：银（钱）或铅（子

弹），那些保持沉默的记者可以从

犯罪团伙手里获取“封口费”。除

了金钱收买和暴力恐吓，无处不

在的监视也是犯罪团伙对记者经

常使用的手段之一。毒贩子将正

当的新闻报道视为“泄密”行为，

并对撰写揭露贩毒事实报道的记

者和有关编辑采取报复行动。但

与此同时，毒贩子又会同意刊登

一些事实，即“×××被杀害”的

消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报道提高了贩毒集团的“震

慑力”。在华雷斯的报纸上，甚至

滑稽地出现过“今天未发生死人

事件”的头条。这样的恐怖氛围

足以令墨西哥的新闻业窒息。

一些媒体分析人士认为，墨

西哥当地媒体对贩毒集团火并一

事集体沉默，表面上看是因为其

收下了贩毒集团高达 500 万美元

的“封口费”。实际上，即便贩毒

集团不“封口”，人们也一样无法

看到关于该事的真实报道。因为

在此之前当地媒体就已遭到犯罪

团伙的渗透、收买，不接受收买者

则遭到死亡威胁。这是墨西哥一

些媒体的生存常态。

采访和提问都可能惹麻烦

“有时候，我们会了解到一

些真相，但我们也知道当局是不

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的。因此，

冒着生命危险去披露根本毫无意

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墨西哥

记者这样说道。这位记者是墨西

哥一家报纸的资深记者，已经从

事新闻工作近 30 年。但他说，他

还有家庭需要照顾。

另一位记者表示，当他们意

识到报道某种信息可能会危及到

人身安全时，他们便常用“工作人

员”作为文章的署名以掩饰真实

身份。实际上，当地记者在采访

和提问时都要倍加谨慎，因为谁

也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否会为记者

带来致命的后果。

“死亡威胁对记者来说是家

常便饭。如果没有遇到过的话，

那 说 明 你 从 事 的 并 不 是 新 闻 工

作。”一名年轻的记者说。她正在

努力学习关于采访和提问的基本

“规矩”，这些“规矩”是每一个不

想惹麻烦的墨西哥记者所必须掌

握的生存技能。在这里，学会“安

全地”提问是每个记者的必修课。

“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因为

身边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有可能已

经被犯罪团伙收买。他们知道我

们的住所，知道我们的家人在哪

里工作，在这样的压力下，唯一的

办法就是保持沉默……我们也想

让人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

新闻在墨西哥已经变味了，我们

无法讲述事实，那真的不安全！”

实际上，谈论以上内容对这

些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来说已经

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很多报社和

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甚至不敢对这

些问题进行任何回复。

有媒体指出，墨西哥当地居

民已经无法从传统媒体上获得那

些他们所想知道的信息。同时，

便于隐藏身份的网络平台开始发

挥作用。在一些博客网站上，人

们开始匿名地讨论起凶杀案，但

人云亦云的口耳相传必将引发更

多的谣言和恐慌。

墨西哥成为
记者最危险工作地点

墨西哥新闻记者保护委员会

顾问迈克·奥康纳表示，新闻工作

者在墨西哥所面临的人身安全问

题比普通公民要大得多。“记者遭

到死亡威胁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三：记者正在调查当地的犯罪团

伙或政府部门；记者拒绝与罪犯

或官员合作；记者得罪了已经腐

败、被收买的同事。”

他指出，尽管墨西哥政府于

2006 年设立了一个特别检察办公

室，但是墨西哥在新闻自由方面

仍然存在重大的法律漏洞。他呼

吁墨西哥尽快出台保护记者人身

安 全 和 有 关 新 闻 自 由 的 法 律 法

规。

国际新闻学会 3 月 17 日发布

报告指出，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今

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墨西哥。“毫

无疑问，我们现在处于拉丁美洲

新 闻 史 上 最 悲 惨 的 时 刻。”据 了

解，进入 2010 年后的 3 个多月以

来，在墨西哥已有 15 名记者失踪，

被绑架的 5 名记者至今依旧下落

不明。

近来，墨西哥多次发生偷运毒

品和武装冲突事件，造成 1 名记者

死亡，使今年以来在墨西哥死亡的

记者增加到 4 人。3 月 12 日，墨西

哥一家杂志的记者索利斯的尸体

在格雷罗州首府奇尔潘幸戈附近

被发现。该地区 3 天内已发生多

起暴力事件，共有45人被杀害。

据报道，自 2000 年以来，已有

至少 60 名记者在墨西哥被杀害。

这些受害记者的朋友和家属曾多

次向墨西哥政府呼吁调查，但始终

未能得到正面回应。去年，共有11

名记者在墨西哥遇害。在记者最

危险工作地点的排行榜中，墨西哥

紧随菲律宾之后，位列第二。

噤若寒蝉的墨西哥媒体
本报记者 叶 飞

新闻聚焦

塞尔维亚文化部部长内博伊沙·布拉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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