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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大地震后避难日子不好过
本报记者 张 蕾

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3年时间。 每
逢周年， 灾区的现状都会被媒体集中报道
一番 ， 或者说媒体借机来一次集体 “狂
欢”， 而只有那些远离家乡过着避难生活
的人们才能时时刻刻体会着回家之路的辛

酸。
东日本大地震与其他灾难相比， 带给

受灾民众最大的不同是———长期的受害与

避难生活。 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震灾的影
响， 还要面对核灾害带来的影响。

灾民害怕核污染不愿返乡

３年前的东日本大地震， 一共造成1.8
万余人死亡。 ３年过去了， 现在受灾民众
依然有26万人住在临时住宅中 。 仅福岛
一县就有约14万人仍在过着避难生活 ，
这里面包含有政府所界定的 “强制避难
者” 和对核污染情况感到不安的 “自主避
难者”。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宫城县前不久以
东日本大地震后疏散在县外的避难者为对

象进行了一项关于今后生活的问卷调查，
有超过35%的受访者回答 “将在疏散地定

居”。 由于灾区人口外流问题严重， 宫城
县将采取促进灾民返乡的措施， 从2014年
度起每月寄送灾区重建等相关信息的杂

志。
3月， 福岛县双叶町町长将玉县内

最后一个东日本大地震临时安置点、 县立
骑西高中的钥匙归还给该县知事， 至此使
用了近3年的玉县内最后的临时安置点
关闭。 但这并不意味着， 福岛县的灾民就
可以放心地返回家乡了。

居住在离福岛核电站31公里处的 《生
存在福岛》 一书作者山本一典说， 最近对
福岛县民的调查结果显示， 越来越多的人
不愿意再回到原址居住了， 与其把钱花在
大家不愿返回的土地除污染上面， 还不如
把钱发到灾民手中以改善他们的现实生

活。

与地震相关犯罪案件上升

据日本警察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一年内， 在地震受灾严重的岩手、
宫城、 福岛3县发现的自杀者中， 有37人
的自杀与地震有关 ， 比2012年增加了13
人。 福岛县的自杀人数在东日本大地震发
生后逐年上升， 日本内阁府负责人分析认

为， “或许是核事故导致避难生活长期化
对此造成了影响”。

据了解， 大地震后发生最多的是盗窃
和强奸案件 。 除去有些惯犯趁火打劫 ，
连一些平时无犯罪前科的人也禁不住诱

惑走上了犯罪道路 。 比如看守百货商店
保险箱的警备员 ， 就趁停电时盗走了60
万日元的商品券 。 据他的供述是 ： “保
险箱开着 ， 我想都没想就把商品券拿走
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善于钻空当的诈骗
犯罪多了起来。 比如原来在福岛县内经营
黄色场所的人， 跑到新 县免费为避难者

提供的公寓内继续从事经营活动， 谋取暴
利。 多处借用免费避难公寓然后转租他人
进行营利的案件也层出不穷， 而一些犯罪
嫌疑人自己交代的犯罪动机却是 “至少赚
些生活费”。

随地震“坍塌”的夫妻关系
东日本大地震后， 曾一度流行起 “震

灾婚” 这一词语。 实际上比起因震灾而结
缘的例子， 震后3年来离婚和陷入婚姻危
机的例子远远多于前者。 据婚姻问题专家
冈也女士分析， 在灾难面前， 一瞬间看清

了配偶的本性 ， 同时也切断了夫妻的情
分。

婚姻调解员露木举出了一些案例 。
一位母亲因担心孩子受核污染决定带孩

子回外地娘家居住 ， 而丈夫不愿意一同
前往 ， 只愿意支付生活费 ， 最终导致了
离婚 。 另一方面 ， 也有因地震而复婚的
例子 ： 一位女士因地震与前夫取得了联
系， 前夫看到邻居家震后的家庭生活后，
回心转意愿意回归家庭共同抚养孩子 。
据妻子介绍， 在震前 ， 前夫不但不支付
孩子的抚养费用 ， 连孩子的面都不愿意
见。

一位在大学里教授原子能课程的教授

家庭也遭遇了危机。 据他自己陈述， 妻子
在地震后就开始变得怪异起来， 不仅对核
污染反应过度 ， 屡屡要求 “向西逃离 ”，
此后又热衷于参加反核电集会， 全然不顾
孩子和家务。 妻子随后又开始大量囤积日
本西部产的蔬菜， 两人最终离婚， 妻子也
回到了远离灾区的娘家。

“震灾提升了离婚率， 也促使人们认
真梳理并认清了自己内心真正的牵挂 。”
露木说道。

本报北京５月8日电

俄罗斯为维护二战历史立法的真正考量
本报记者 关健斌

乔治·奥威尔在 《1984》 里说： “谁
控制了现在， 就控制了过去； 谁控制了过
去， 就控制了未来。”

5月7日， 俄罗斯联邦陆军总司令萨留
科夫在 “5·9” 阅兵式总彩排结束后表示，
参加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9周年阅兵的
全体人员和军事装备已全部准备就绪。 据
俄国防部消息 ， 今年将有1.1万多军人 、
151台军事装备、 69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加5
月9日胜利日的阅兵仪式。 有西方媒体形
容今年的红场阅兵是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
斯最盛大的阅兵仪式”。

而就在两天前， 俄总统普京5月5日签
署了一项法律修正案， 修正案规定 “公开
为纳粹主义平反、 否认纽伦堡判决中裁定
的事实， 以及散布有关二战期间苏联行动
的虚假消息者， 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根
据这一法律修正案， 否认纳粹二战罪行或
扭曲苏联二战角色者将面临最长5年监禁
或50万卢布罚款； 利用大众媒体就上述问

题挑唆民众或亵渎俄罗斯军事荣誉日及纪

念日者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乌克兰东部局势持续吃紧、 俄罗斯

与美欧因乌克兰问题而争执不下之际， 这
两件事儿接连发生并非巧合。 据俄 《生意
人报》 援引俄国防部消息人士透露， 普京
或将于5月9日红场阅兵式后飞赴塞瓦斯托
波尔。 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庆祝活动。 但俄
总统发言人未就此信息做出回应， 称目前
总统的日程安排还未最终确定。

其实， 俄罗斯每年都大张旗鼓地搞二
战胜利周年庆祝活动， 这与西方舆论和东
欧某些国家近些年来从未曾间断的 “重新
审视二战历史” 思潮有着密切关联。 虽然
二战已结束半个多世纪， 但俄罗斯如今却
遭遇了 “同一段历史、 不同的解读” 的尴
尬。

西方舆论热炒关于 “俄罗斯和纳粹德
国对二战爆发负有同等责任、 苏联在二战
期间曾屠杀上万波兰军民、 斯大林时期曾
制造乌克兰饥荒并入侵波罗的海国家” 等
言论。 在美欧挑唆和鼓动下， 一些中东欧

和独联体国家出现重新评价二战历史的运

动， 个别历史学家甚至对苏联在二战期间
和战后的作用提出质疑， 试图推翻已有结
论。 波罗的海各国纷纷搞起了 “去红军
化” 运动， 三下五除二地把本国境内的苏
军解放纪念碑和苏联红军塑像拆得一干二

净。 据俄媒体报道， 乌克兰政府5月5日批
准的胜利日活动计划中取消了每年例行的

阅兵式， 只保留了为二战遇难者祷告、 向
无名烈士墓献花等活动。

很明显， 这些 “重新审视二战历史”
思潮的真正目的就是要 “妖魔化俄罗斯”，
为俄罗斯制造 “原罪”， 唤醒东欧和独联
体国家的 “恐俄情结”， 为进一步 “弱俄
遏俄”、 重建 “对俄战略包围圈” 培植土
壤以及寻找理论依据和历史佐证。

实际上， 俄罗斯对待历史问题是有着
惨痛教训的 。 上世纪90年代刚刚独立之
初， 在 “自由和民主” 的口号下， 俄当局
废除了编写和使用统一教材， 致使关于历
史问题的出版物乱象丛生， 许多教科书对
卫国战争那段本可引以为荣的历史进行了

大量的消极解释。 这不仅扰乱了俄国内民
众的思想， 而且使本已十分涣散的独联体
各国加速了 “去俄罗斯化” 的进程。 普京
曾反思道： “几年前， 当时的史学工作者
们偏重于强调负面因素……而现今一切都
发生了变化，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
家， 必须剔除这些年沉淀下来的糟粕和泡
沫。” 正是在他的亲自过问下， 2004年俄
教育部再版发行 《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
程》， 2007年俄又出版发行了两本以正确
价值导向为基础的新的教师必读手册。

近年来， 俄罗斯通过一系列高调的庆
祝活动及立法等多种形式， 尽最大努力来
“捍卫历史、 捍卫荣誉”， “使人们对这场
战役的记忆永远不会模糊”。 正如一位学
历史的俄罗斯政治家朋友曾对记者所说

的： “历史之战不是对 ‘过去’ 的争论，
而是对 ‘未来 ’ 的争夺 。 对那段历史的
‘定性’ 其实就是对未来的 ‘定向’ ———
这才是俄罗斯上上下下捍卫那段历史的真

正原因……”
本报北京５月８日电

德国民众为何在
乌克兰问题上不买媒体的账

孙 进

从乌克兰广场抗议到克里米亚危

机，再到东乌克兰分离运动，乌克兰问
题一直在持续发酵，俄罗斯与美国和欧
盟的冲突也在不断升级。德国媒体一直
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 。不过 ，德国主
流媒体和民众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和普

京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出现了看法
截然对立的局面：主流媒体旗帜鲜明地
亲美反俄，要求政府对俄罗斯实施更严
厉的经济制裁，而德国民众则发出了理
解普京和反美的声音。对此，德国《网上
杂志 》刊文指出，德国主流媒体在对俄
罗斯的报道中脱离了民意。北德电视台
（NDR）也报道说，在俄罗斯问题上，记
者所写的和民众所想的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鸿沟。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先看德国媒体。德国主流媒体从乌

克兰广场抗议开始便站在了抗议者一

边。 其报道口径和模式简单而明确：亲
欧盟的抗议者和反对派是好人，俄罗斯
和乌克兰政府是恶人。海德堡大学的研
究者分析了德国一家电视台在抗议期

间的报道， 发现80%被采访的人都是亲
西方的反对派代表。而对于乌克兰东部
还有大批亲俄罗斯的民众，对于反对派
中还有大批右翼极端分子 ， 德国主流
媒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选择性地视而

不见。 克里米亚危机出现之后 ， 德国
媒体更是将普京刻画成阴谋家 、 独裁
者和恶魔 ， 不认可克里米亚的公投结
果 ， 坚持认为这是俄罗斯违反国际法
的武装“兼并”行为，并不断向德国政府
施压，要求政府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
经济制裁。

德国主流媒体记者对于普京的厌

恶充斥着他们的报道， 因为在他们看
来，普京是破坏国际秩序的恶人 ，是限
制言论自由与打击国内异见分子的专

制者 。特别是当记者们发现 ，他们的批
评无济于事、西方政府也拿普京没有办
法时，这种厌恶更是进一步发展成了憎
恨，对普京所代表的俄罗斯的批评也愈
发变本加厉。

再看德国民众。当德国记者堂而皇
之地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普京和俄罗

斯时，德国老百姓却对美国所代表的西
方是否还能把自己视为民主、自由与法
治的代言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们在
过去一段时间从关塔那摩监狱、美国无
人机对平民的杀害、 美国国安局（NSA）

的窃听案及对斯诺登的追捕等事件看到了

美国的言行不一。 德国民众也没有忘记德
国也曾参与的科索沃战争以及美国与西方

国家近年来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军
事打击， 认为西方现在对俄罗斯的批评是
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对此心生反感。因此，
他们无法忍受德国记者亲美反俄的单方面

宣传。一位读者在网上留言说：我们不接受
媒体煽动我们反对“邪恶的”俄罗斯，因为
俄罗斯没有做任何伤害我们的事情。

近日， 主流媒体与民众看法的对立呈
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不掌握话语权的民
众不再保持沉默，他们通过向编辑部写信、
在网上留言和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发言等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读者抗议的规模
之大、 反应之强烈以及批评所具有的攻击
性都让德国主流媒体大吃一惊。 德国电台
的负责人毛赫尔用“遭到狂轰滥炸”来形容
他们的境遇，《时代》、《明镜》、《法兰克福汇
报》等主流媒体的遭遇也大抵如此。

除了普通民众之外， 德国一些知名人
士也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俄方的理解， 认为
俄罗斯的行为是因为美国和欧盟在乌克兰

问题上欺人太甚。 这些人中有前联邦总理
施密特和施罗德、 左派政党领导人吉西和
瓦根汉希特，文化名人施瓦策尔等。但他们
很快就遭到德国主流媒体的集体围攻，并
被贴上了“普京理解者”的贬义标签。

面对外来的批评， 德国部分主流媒体
也主动进行了反思。例如，《南德意志报》刊
文反思德国媒体所戴的“西方眼镜”，但得
出的结论却是： 媒体记者自然受到其价值
观的影响， 客观的新闻报道既不可能也不
必要。近日，《明镜》周刊连续在网上刊文批
评德国那些赞同普京的人， 批评德国人的
反美主义情绪， 说这部分德国人忘了自己
是依靠美国人的保护才有了过去近70年的
和平和富裕， 并称德国民众的反美心理类
似青春期叛逆。 美国在德国媒体记者心中
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由此看来，不管观众
喜不喜欢， 德国主流媒体这场亲美反俄的
大戏还会继续唱下去。

问题是， 德国媒体的立场会影响政府
的决策吗？笔者认为，影响不会太大。因为
德国政府不仅要考虑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政

治立场，还要考虑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德
国目前有6000家企业在俄罗斯做生意，对
俄出口额在去年达到361亿欧元。德国国内
有30多万个工作岗位依赖德俄贸易， 并且
严重依赖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 民意调查
表明， 德国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对俄实施经
济制裁，因为这意味着“拿刀割自己的肉”。
因此，在面对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时，德国
政府的境遇十分尴尬。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