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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
这个纪念日纪念的宪法，是日本
1947 年实施的战后和平宪法。然
而，如今的日本，千方百计突破和平
宪法约束，持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
不断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在背离
和平宪法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宪法第九条已死！”

1947年施行的日本宪法因其第
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
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
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被称为“和
平宪法”。第九条也被认为是制约
日本军力发展的关键。

长期致力于维护和平宪法的日
本前内阁法制局长官阪田雅裕说，
第九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
及其他战争力量”，也就是说，日本
拥有的是自卫队，而非军队。支撑

“自卫”概念的支柱有两个：一是
“自”，即日本的自卫队只能保护本
国，不能到海外行使武力；另一个是

“卫”，即“专守防卫”，其要义是自卫
队不得拥有攻击性武器，不得具备
可以直接攻击他国领土、领海和领
空的能力。

然而，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
从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
国梦”，日本自民党长期以来寻求摆
脱第九条制约，通过小步推进方式
不断突破相关限制。阪田指出，
2015年安倍晋三政府强行解禁集体
自卫权，令日本宪法对自卫队施加
的活动范围限制消失，自卫队由此
可以赴“日本国周边的公海和公空”
行使所谓自卫权，实际上推倒了支
撑宪法第九条的第一大支柱。

2022 年底，岸田文雄政府强行
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
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
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谋求获得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突破和平宪
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标志着
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对
此，阪田表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彻底违背了日本宪法关于自卫队不
得拥有攻击性武器的约束，也就是
说支撑宪法第九条的第二大支柱也
彻底倒塌。“宪法第九条已死！”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去年 12月和今年 3月，岸田政
府两次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

原则》及其实施方针，允许日本将战
斗机等杀伤性成品武器出口到第三
国。日本直接向第三国出口杀伤性
武器的大门正式被打开。

“这是公然践踏和平宪法的暴
行，这么做只会让日本自动卷入战争
和冲突。”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
缬厚批评说。日本智库“新外交倡
议”代表猿田佐世也说，解禁杀伤性
武器出口会让日本的军需产业大幅
发展，搞军备竞赛的日本将“刹不住”
武器对外出口，已经彻底“变质”。

《东京新闻》记者川田笃志撰文
说，他负责日本防卫省相关报道两
年半以来，已不记得写了多少次日
本安保政策的“大转变”。这个本应
基于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和“专
守防卫”的国家，在经过多次“大转
变”之后，已彻底变成了“能战之
国”。解禁战斗机出口与“和平主
义”背道而驰，必将给日本未来“埋
下祸根”。

走在危险的道路上

日本右翼政客谋求让日本成为
能拥有军事力量的“正常国家”，但
彻底修改宪法难度太大，于是从安

倍到岸田，逐步绕开国会，将修改或
制定安保相关法规的主导权转移到政
府手中。

日本学习院大学宪法学教授青井
未帆日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指出，
宪法是制定其他法律时应参照的基
准，脱离宪法制定的安保相关法律缺
乏正统性。

青井说，2013年安倍政府设立了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开始让政府主导安
保政策的制定权。而现在，这种不把安
保政策提交国会讨论就直接由政府强
行决定的倾向越发明显，令人担忧。

此外，一段时间以来，岸田政府还
试图借助军事同盟扩张军力，强化同
美国军事合作，提速同菲律宾防务合
作，同美国、韩国升级三国防卫合作，
还谋求与北约等合作，大搞阵营对
抗。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
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
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
素。纐缬厚说，一系列动作说明，日
本正走在危险的道路上。

《东京新闻》发表评论说，安保相
关法律脱离了宪法第九条，正把日本
再次推上“军事大国”和“战争国家”
之路。 （新华社东京5月2日电）

离和平宪法越来越远

日 本 如 何 面 对 宪 法 纪 念 日
新华社记者 郭 丹

携手研究新发病原体，联合研发肿瘤生物标记物，共同探
究结核病诊断方法……40多年来，法国梅里埃研究所与中国
科研院所持续深度合作、协同创新，共同应对卫生健康挑战。
对于这家拥有百年历史、致力于生物研究和临床诊断的法国
科技企业来说，对华合作正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协同创新结硕果

“中国已成为我们重要的工业和研究中心，我们与中国
建立了传染病诊断和食品安全领域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梅里埃研究所董事长、生物梅里埃公司
创始人阿兰·梅里埃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阿兰·梅里埃的祖父19世纪末在法国里昂成立了梅里
埃研究所。继承家族衣钵的他1963年又创立了生物梅里埃
公司。1978年，梅里埃向中国科研界介绍疫苗，其对华友好
合作由此开始。此后，合作领域逐步扩展到医疗诊断、免
疫、食品安全控制、传染病防治等。1997年，生物梅里埃公
司在北京开设办事处。2004 年，公司亚太区总部落户上
海。自2005年起，梅里埃与北京、上海的顶尖医学院校和临
床机构相继设立联合实验室，针对肿瘤、感染性疾病、重症
监护生物标记物等开展前沿研究，包括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病
原生物学研究所建立联合实验室，研究新发病原体；与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研发肿瘤生物标记
物；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建立联合
研发实验室，研发儿童感染与重症监护生物标记物等。生物
梅里埃公司大中华区联合研发实验室负责人梁冀介绍，梅里
埃研究所（包括生物梅里埃公司）在上海的合作项目已获得
37项专利，发表20多篇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2011年，
生物梅里埃公司位于上海浦东的新基地建成。如今，上海已
成为该公司在全球的第三大研发、生产和运营基地。

密切合作迎挑战

“中国拥有高水平的医疗、科研和医院团队以及国际知
名大学。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对我们的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
独特机会。”阿兰·梅里埃说，“我们与中国团队有长期合作
项目，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应对重大公共卫生挑战的答案，例
如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这是一个全球性威胁。”

阿兰·梅里埃表示，中国应对一些重大挑战的能力令人钦
佩，包括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应对
新出现的病原体和呼吸道疾病等重大威胁，预防与食品相关
的健康风险等。“中国拥有一流的医疗和科研团队及基础设
施，是卫生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尤其是在传染病防治方面。”

梁冀也强调，梅里埃在中国的研发活动是服务于其全球业务的。目前，上
海研发团队在研的6个项目均为梅里埃全球性研发项目的一部分。

“我们还共同致力于提高资源有限国家的医疗质量。”阿兰·梅里埃说，“梅
里埃基金会通过传染病实验室网络参与非洲的工作，中国也参与了非洲的工
作，是改善这些国家医疗系统的最佳合作伙伴。”

这种合作给双方带来收获。梁冀说，从中方特别是一线科研人员的角度
看，与拥有先进技术和研发实力的梅里埃合作，有助于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而
且双方资源共享，有助于拓展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效率。此外，梅里埃在项目
管理、团队协作、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学习借鉴。

携手共进树典范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梅里埃与中国伙伴的合作也走过40多个年头，
且双方联系愈加紧密。中法在卫生健康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1978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中法医学界的合作传统以及对中国发展的
促进作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法医学界有幸建立并保持了特殊的联系，
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合作伙伴的可靠程度和强烈合作意愿令我感动。”阿
兰·梅里埃对新华社记者说。

这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还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科技水平不
断提高，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都使中国成为我们的理想合作伙
伴。中国现已成为生物梅里埃公司的第二大市场。”

“科学无国界，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尤其如此，因为病毒和细菌也是无国界
的。”阿兰·梅里埃说，“面对日益增长的传染病威胁，应对措施必须是全球性
的，必须基于超越政治分歧的长期合作。为此，所有国家都必须汇集科学、医
疗和技术资源。中国和法国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执笔记者：郭洋；参与记
者：徐永春、杨恺、韩梁）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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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
罗 5月 1日宣布哥方 2日起与以色
列断绝外交关系，称以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地带施行的军事
行动为“种族屠杀”。

“明天，（哥方）将断绝与以色列
的外交关系……因为对方有个实施

‘种族屠杀’的总理。”佩特罗在哥首
都波哥大纪念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上
说，世界不能接受“对一个民族的灭
绝行动”。

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

茨在社交媒体上称佩特罗的讲话为
“充满仇恨”，相当于“奖赏哈马斯”。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去年10月 7日对以色列境内目
标发起突袭，以方称袭击造成1170
多人死亡。以军随即对加沙地带哈
马斯目标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数据，以
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现已造成
超过3.4万人死亡，其中多数为妇女
儿童；另有7万多人受伤，上百万人
流离失所。佩特罗一直严厉批评以

方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去年10
月底，以色列政府宣布暂停对哥伦
比亚出口防务装备，以抗议佩特罗
批评以方的言论，并召见哥伦比亚
驻以大使。哥方随即宣布召回哥驻
以大使。今年 2月，哈马斯指责以
军向领取援助物资的加沙地带平民
开枪并致使数百人伤亡，佩特罗随
后下令本国军队停止采购以色列制
造的武器。哥伦比亚军队长期使用
以色列制造的战机等武器，用于打
击贩毒集团和反政府武装。两国还

在2020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哥伦比亚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后又一个与以色列断交的拉美国
家。玻利维亚去年10月底宣布与以
色列断交。另外，智利、洪都拉斯已
召回本国驻以色列大使。

南非政府去年12月 29日向国际
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对加沙地
带的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亚
非拉地区多国及国际组织表态支持
南非就此控告以色列。

今年1月26日，国际法院发布具
有约束力的“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
遵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防止在加沙地带发生针对巴勒斯坦人
的种族灭绝行为。

（新华社专特稿）

批“种族屠杀” 哥伦比亚与以色列断交
沈 敏

近年来，大批非洲、中东等地民众逃至欧洲
躲避战乱、贫困，其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
峡偷渡至英国。据外媒报道，截至 4 月下旬，今
年已有逾 6000 人抵达英国，较去年同期增加约四
分之一。

这是 4 月 26 日，在法国北部敦刻尔克附近的
格拉沃利讷海滩，移民乘坐橡皮舟准备前往英
国。 （新华社发）

试 图 横 渡
英吉利海峡的移民

美国多地高校反战抗议持续并
引发暴力事件之际，美国国会众议
院5月 1日通过法案，扩大“反犹主
义”的界定范围。

该法案主张将国际大屠杀纪念
联盟对反犹主义的定义编入美国
《民权法》关于反歧视的章节。众议
院当天以 320票赞成、91票反对的
表决结果通过该法案，下一步将交
由参议院审议。按美联社说法，众
议院版本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的前景不明；一旦在参议院过关并
由总统签署立法，美国法律对“反犹
主义”的界定范围将被扩大，将“攻
击以色列国”行为也包括在内。

这一法案在美国国内引发争
议。支持者表示，它为美国教育部
提供一个亟需的框架，用于监管和
调查持续增多的针对犹太裔学生的
事件。反对这一法案的众议员杰
里·纳德勒认为法案管辖“过度”，

“批评以色列的言论本身并不构成

违法的歧视”。
去年 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以来，美国民间出现支持巴勒斯坦和
支持以色列的不同声音，且交锋日益
激烈，一些抨击以色列的言行被贴上

“反犹”标签。随着以方在加沙地带
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人
道主义灾难，美国多地高校爆发反战
抗议，抗议者不时与警方发生冲突，
已有1000多人被逮捕。

5月1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反战抗议引发暴力事件。一些
支持以色列的人攻击抗议者，双方爆
发冲突，警方介入。据美联社报道，
15人在冲突中受伤。一名旁观的学
生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形，从未见
过大家变得如此情绪激动。”

同日，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警方驱散抗议者时双方发生冲
突。4 名警察受伤，超过 30 人被逮
捕，其中4人被指控殴打执法人员。

（新华社微特稿）

美 国 会 众 院 通 过 法 案

扩大“反犹主义”界定范围

新华社悉尼5月2日电（记者梁
有昶）所罗门群岛总督戴维·武纳吉
2日宣布，所罗门群岛议会当天选举
外交部长杰里迈亚·马内莱为该国
新一届政府总理。

所罗门群岛议会共有 50 个席
位。议员们当天上午召开会议，以
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新总理，马内
莱赢得 31 票当选。反对党所罗门
群岛民主党领导人马修·威尔获得
18票。据了解，有一名议员因故未
能出席当天的会议。

所罗门群岛4月17日举行新一

届国民议会选举。政府总理梅纳西·索
加瓦雷领导的“我们的党”获得15席，
议席最多，但未达到单独组建政府所需
的半数以上议席。成功连任议员的索
加瓦雷4月29日表示不参加新一届政
府总理竞选，同时宣布“我们的党”、所
罗门群岛人民第一党和卡德里党及其
盟友支持马内莱参加总理竞选。

所罗门群岛位于太平洋西南部，
陆地面积2.8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2
万。所罗门群岛议会实行一院制，国
民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50名议员
组成，任期4年。

马内莱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

（上接第一版）埃尔代伊说，在习近
平主席的鼓励下，学校已培养出一
批“匈中友谊的建设者”。

双语学校变化巨大

探访匈中双语学校，仿佛踏入一
片中国文化的小天地。校门口一对
石狮还有中文名字——雄狮“多多”，
雌狮“丽丽”。校园内，伫立着一座孔
子铜像。教室用中国结、红灯笼、中
国书法作为装饰。记者采访时，看到
有些学生正在学习勾画京剧脸谱，还
有人在学习太极拳、剪纸等。

这所学校是中东欧地区首个使
用中文和母语双语教学的公立全日
制学校，今年正逢建校20周年。起
初，学生大多来自在匈牙利工作和
生活的中国家庭。

“习伯伯，您好！”2009年10月，
学生们在黑板上用中文写下欢迎
语。时任校长郭家明感慨地说，那
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在这个学校的孩子们身上，可以看到
中匈两国的友谊事业后继有人。离开
时，习近平主席特意叮嘱，天气寒冷，
不要让孩子们到户外送别。

如今，学校已扩大到12个年级、
20个班，在校学生500余人，大部分
是以匈牙利语为母语的学生。学生
不仅有汉语课，绘画、音乐、计算机
课也用中文教授。2017年，该校与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合作建立了孔子课堂。

埃尔代伊校长说，习近平主席
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很坚
定”，“一以贯之”，“非常鼓舞人
心”。学校发展长期得到匈中各界
广泛支持，学生们有机会到访中国、
与中国青少年交流。

做“有温度的”友好使者

“祝您们工作顺利！身体健
康！事事如意！天天开心！”这段写
在田字格里的汉字整齐秀气，是匈
中双语学校学生胡灵月、宋智孝写
下的祝福。

2023年春节前夕，她们代表全校
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
授，按照中国风俗拜年，讲述在校学习
中文12年的感受，表达将来到中国上
大学、为匈中友好作贡献的愿望。

匈中双语学校中方负责人、中
文教师王悦说，两名学生当时用不
同纸张试写，争取最好的书写效果，
信里没有华丽辞藻，质朴而真诚。

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亲切而温
暖。在信中，习近平主席谈起2009
年在匈中双语学校同师生们交流的
情景，为学生们长期坚持学习中文、
立志为中匈友好作贡献“点赞”。他
欢迎学生们高中毕业后到中国读大
学，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匈牙利青少

年喜欢上中文、学习中文，有机会到
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更多地了解当
今中国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努力做
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使者。

长久努力，梦想成真，胡灵月和
宋智孝 2023 年被首都师范大学国
际文化学院录取。

她们在北京的大学生活“有意
思”、也“有挑战”，每天都有“跨文化
的体验”。“中国吃米饭多，匈牙利吃
土豆、面包多”，“匈牙利习惯用刀
叉，这里用筷子”，两国也有一道搭
配相似的家常菜“土豆炖牛肉”。胡
灵月在学校国际文化节上结识了好
朋友，平时经常聊天，在对方的帮助
下更好地适应在北京的生活。

她们就读于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梦想是学成后当老师，“给匈牙
利学生们讲中国的故事和文化”，

“做有温度的匈中友好事业的使
者”。

“到中国去”

王悦告诉记者，习近平主席的
复信极大鼓舞了匈中双语学校学
生。以优秀学长为榜样，很多学生
现在学习中文的热情更高了，争取
今后有机会到中国学习深造。

中文名为伍上的学生杜龙德·
埃内斯特·山多尔到过广州、深圳、
北京等多座中国城市，切身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在他看来，中国
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日益重
要，学习中文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12年级学生英厄斯·多丽娜对中
国文化很着迷，尤其热爱古筝和中国
民族舞。“我好想到中国去，想结交更
多中国朋友。”她说。

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对新
华社记者说，匈中双语学校为两国人
民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双方可以
学习和认识彼此的文化和文明，鼓励
人们保持开放和客观的态度。

匈中双语学校自 2016 年起增设
中学部。近年来，不少高中毕业生考
入匈牙利知名高等学府罗兰大学。除
了继续学习中文，很多学生选择经
济、数学、教育等专业深造。王悦告
诉记者，又有十几名学生已被中国高
校录取，今年9月就要来华学习。

目前，匈牙利已开设 5所孔子学
院。匈牙利人对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文化的兴趣不断高涨，中文已被纳入
匈牙利国民教育体系，并成为高考科
目。双方互设的文化中心也是展开文
化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
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记者探
访校园快结束时，听到教室内传出的
中文歌，歌声嘹亮，激情飞扬。（参与
记者：孙鑫晶、赵旭、宿亮）
（新华社布达佩斯/北京5月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