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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研究会26日发表《金钱
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一
文，揭露了金钱政治是美国政治对立
尖锐，社会撕裂严重的重要原因。近
年来，富人阶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普通美国人的影响力则日
渐缩小，金钱政治暴露了美国民主的
虚假一面。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广为
流传的评论精准而又犀利地揭示了
当代美国政治的本质。文章指出，金

钱充斥美国政治全过程，成为美国社
会挥之不去的顽疾。

在选举方面，美国的金钱政治把
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
文章介绍，21 世纪以来，美国两党总
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 2004 年的 7
亿美元，快速增加到 2012 年的 20 亿
美元。2016 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
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
66 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
的政治选举。

同时，大量秘密资金和“暗钱”也
注入美国选举活动。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新闻网2018年报道，美国财政部
宣布不再要求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报
告捐赠来源，大大降低了选举资金的
透明度。在外部团体为影响国会选
举而播放的电视广告中，超过 40%是
秘密捐赠者资助的。

文章认为，美国金钱政治后果恶
劣，剥夺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政
府官职成为富人和上层阶级的禁脔；

明目张胆地向富人输送利益；增加了
解决枪支暴力等紧迫政治社会问题
的难度。

文章提出，金钱政治是美国资本
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美国民主制
度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
式，因此必然体现资本家意志，在这
种制度设计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
力的链接是天作之合，金钱极为容
易地充当了政党政治“链条”中的起
点与终点，美国两大政党候选人不

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代
表。

文章强调，金钱政治暴露美国社
会本质。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
和人权的“楷模”，但是无所不在、根
深蒂固的金钱政治彻底戳破了美国
的谎言。在金钱支配政治的美国，没
有金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
是空谈，金钱政治无情地碾压了“美
式人权”。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指出

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虚伪面目

法国巴黎圣母院院长帕特里
克·肖韦 25 日说，巴黎圣母院火灾
前安装的脚手架正成为保存、修复
这一建筑的重大隐患。若无法安
全拆除，可能危及教堂的 3 个拱
顶。巴黎圣母院建筑结构得以保
存的概率只有50%。

脚手架成难题

塞纳河畔的巴黎圣母院始建
于12世纪，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
物古迹之一，今年 4月 15日突发火
灾，19 世纪增建的标志性尖塔倒
塌，木质屋顶坍陷。

火灾发生时，巴黎圣母院正实
施局部修缮，搭建的脚手架由大约
5 万根管件构成，部分在火灾中损
毁、变形。

肖韦25日告诉美联社记者，修
复 教 堂 建 筑 的 工 作 不 太 可 能 在
2021 年以前开始，因为“它还没有
脱离危险，直至我们拆除剩余的脚
手架”。

由于木质屋顶塌陷后难以保
证圣母院的主体石质结构稳定，目
前仅存的教堂拱顶是确保圣母院
不会崩塌的关键。肖韦说，有 50%
的概率脚手架可能倒向 3 个拱顶，
教堂建筑因而“依然脆弱”。眼下
的修复前期工作一大难题就是如
何在不引发其他问题的前提下拆
除脚手架。

他说：“我们需要彻底拆除脚

手架，以保证建筑安全，所以 2021
年 我 们 才 可 能 开 始 教 堂 修 复 工
作。脚手架拆除后，我们需要评估
教堂的整体状况，估算需要移除和
更换多少块石料。”

修复法国象征

肖韦预估，评估工作完成后，
仍需3年时间才能让民众安全进入
教堂，而教堂完成全面修复所需时
间更长。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先前表示，希望 5 年内重建巴黎圣
母院。但不少专家认为这一时间
表不太现实。巴黎定于 2024 年主
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教堂方面估算，即便遭遇火
灾，圣母院在今年节假日高峰期间
依然吸引200万游客。游客可以站
在附近的路堤上拍照，但教堂人员
不再演奏管风琴，教堂前的广场仍
然设有路障，游客无法近距离观赏
圣母院石雕和玫瑰花窗。

巴黎工程师让－吕克·博达默
过去常常穿越整个城区到圣母院
参加宗教活动。他记得4月火灾发
生时，正在看电视的母亲告诉他圣
母院起火，而他认为“那不可能”。

博达默随后骑自行车赶往圣
母院，泪洒现场。“我们是法国人，
会尽力照原样重建圣母院，因为它
是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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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媒体报道了美国在马
绍尔群岛进行的核试验给当地带来
的灾难。居民辐射中毒、海洋生物污
染、核废料填埋场面临泄漏危机、太
平洋海域环境遭到永久性破坏……
美国核试验“后遗症”引发舆论高度
关注，美国的核灾害处置方式也受到
各方质疑。

马绍尔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由
1200 多个大小岛礁组成，人口约 5.4
万。1947年，联合国将马绍尔群岛交
由美国托管。1986年，马绍尔群岛共
和国独立。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托管期
间，由于马绍尔群岛西北部的比基尼
环礁和埃尼威托克环礁最为开阔平
坦，而且居民较少，美国最终选择了
这两个环礁作为核试验场。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1946
年至1958年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及
其上空和海底进行了67次核试验，很
多居民被迫背井离乡。

暴露在核辐射下的岛民，出现了
严重的辐射中毒症状：头发脱落、皮
肤灼伤、持续呕吐、腹泻……核爆后，
数十名周边岛礁居民在短时间内因
癌症、白血病等疾病丧生。

直到1958年，美国才迫于国际压
力叫停了在马绍尔群岛的核试验。

然而，此后美国还在埃尼威托克环礁
上进行了数十次生物武器试验，并将
内华达州核试验场的130多吨被辐射
的土壤倾倒在马绍尔群岛。

对于核试验给马绍尔群岛带来的
永久灾难，美国的应对措施却迟迟没有
到位。直到1977年，在核试验结束近
20年后，美国才开始清理遗留在埃尼威
托克环礁上的核残留物。据美媒近日
报道，从1977年到1980年，约4000名
美国军人被派去清理核试验场，其中数
百人此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包括癌
症、骨骼问题、孩子先天缺陷等。

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核试验给
这个平静秀丽的岛国留下巨大创伤，
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
大量鱼类死亡、珊瑚褪色、藻类大量
繁殖……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测定，
马绍尔群岛一些岛屿的累积辐射剂
量已经超过了发生核泄漏事故的切
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

更让人忧虑的是，美国在马绍尔
群 岛 留 下 的“ 伤 口 ”如 今 正 在“ 渗
血”。马绍尔群岛的核废料填埋场，
被当地居民称作“坟墓”。最近，受气
候变化的影响，经过混凝土密封的填
埋场建筑开始出现裂缝和缺口。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建筑
裂口可能进一步增大。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今年 5 月访问南太岛国
时，把这个高危建筑称作“棺材”，对
放射性废料排入太平洋的风险深表
担忧。

对于核试验种种“后遗症”，美国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却没有为这些
后果“埋单”。美媒报道说，1988 年，
国际法庭曾判美国向马绍尔群岛共
和国支付23亿美元，但美国国会和美
国法院均拒绝这项判决。《洛杉矶时
报》报道的证据文件显示，美国仅支
付了400万美元。面对核废料填埋场
穹顶泄漏的风险，马绍尔群岛官员曾
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但遭到了拒
绝，美方称该填埋场位于马绍尔群岛
的土地上，因此是马绍尔群岛政府的
责任。

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马绍尔群岛
这个小岛国，也不清楚美国在这里进
行的核试验和造成的灾难。这笔历史
旧账，直到今天都未能得到公正的解
决。不难看出，美国对待自己国民和
别国国民的基本生存权，标准是不一
样的。华盛顿对于核试验相关判决的
执行和残留物的处理，并没有遵照国
际规则。就像美国一些核历史学家所
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没有政治诚
意来正确对待一个贫弱的、为美国国
家安全做出过重大牺牲的国家。

2019年进入尾声，美国民众再次
度过充满血腥与暴力的一年。这一
年，美国造成 4 人以上死伤的枪击事
件高达 400 多起，为近 5 年来最高。
与此同时，种族矛盾成为多起恶性枪
击事件的诱因。

枪支暴力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
个“顽疾”，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在
2019年愈发激烈。分析人士认为，美
国政治和社会在控枪问题上的裂痕
不断加深，短期内要实现有效枪支管
控、遏制枪支暴力仍是一个无解难
题。

枪声不断的一年

据非营利组织美国枪支暴力档
案室统计，截至12月24日，2019年美
国发生 405起至少造成 4人死伤的枪
击事件；除自杀外，与枪支相关的死
亡人数已达 1.48 万人，伤者超过 2.8
万人。

这一年，美国造成死亡人数最多
的枪击事件于 8月 3日发生在得克萨
斯州埃尔帕索市一家沃尔玛超市，这
起枪击事件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
多名墨西哥公民。仅十几个小时后，

俄亥俄州代顿市再传枪声，一名枪手
在一处酒吧街向路人开火，最终造成
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10人死亡。

频繁的枪击事件已麻痹了美国
人的神经。“在我看来，大量的枪支暴
力消息让我们变得冷漠、麻木，”曾在
得州任检察官的盖尔·麦康奈尔这样
告诉记者。

对于美国人手里到底有多少支
枪，很难找到确切的数字。比较能够
确定的是，“枪支文化”在美国西南部
等地区颇为盛行，当地居民非常看重
自己的拥枪权利。

今年11月，得州蒙哥马利县宣布
成为所谓的“枪支庇护所”。这意味
着如果该县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或得
州政府的某项法律违反了公民拥枪
权，该县有权抵制这一法律。据统
计，美国有200多个县已宣布成为“枪
支庇护所”。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纽约市
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认为，枪支
暴力已构成一项国家紧急状态。“枪
支暴力的影响远超过造成人员伤亡，
它正改变着数以百万计美国民众的
生活，这些人……生活在担忧枪击事
件再次发生的恐惧中，”他说。

仇恨犯罪增加

除数量上升外，2019年美国枪击
事件呈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种族矛
盾凸显导致仇恨犯罪增加。在埃尔
帕索市的枪击事件中，嫌疑人驱车
1000多公里前往美墨边境小城行凶，
而当地80%的居民为拉美裔。警方发
现嫌疑人曾在网络上留言表达对墨
西哥人的仇恨，因此怀疑其作案动机
与反移民的种族主义有关。

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政
治学系主任威廉·韦弗用“惊愕、悲
伤、沉重和难以置信”来形容这起枪
击事件。他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有人会心怀仇恨不远千里来这里杀
害墨西哥裔美国人。”

有专家指出，针对不同族裔的仇
恨犯罪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近
年来有上升趋势。当前美国社会不
同族群间矛盾凸显，社会分裂加剧，
而一些涉嫌煽动种族仇恨的争议性
言论加剧了凶手的“仇恨犯罪”心理。

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及社会科
学系教授李坚强认为，2016年美国大
选后，仇恨犯罪以及针对少数族裔的

枪击案数量上升，这与某些候选人的
种族主义言论不无关系，“美国从未
像眼下这样分裂和排外”。

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
政治学系主任乔恩·泰勒则认为，仇
恨犯罪背后的动机多样且复杂，除候
选人为争取选票而频打种族牌的做
法外，还包括经济、文化等因素。

控枪改革困难重重

每次重大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
社会有关“拥枪”和“控枪”的争论热
度都会升高。但迫于全国步枪协会
等拥枪团体的强大影响力，一些议员
不愿推动控枪立法，致使美国政府难
以对枪支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美国社
会枪支暴力“顽疾”久拖不治。

2019年夏天，美国接连发生数起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枪击事件，再度
引发各界对枪支暴力问题的关注和
讨论。145名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联
名致信国会参议院，呼吁国会采取措
施应对美国社会的枪支暴力问题。
他们在信中表示，枪支暴力是一个公
共安全问题，不能坐视不管，国会应
通过相关法案加强购枪背景审查等。

但随着热度渐退，涉枪改革又一
次被抛在脑后。在党派纷争和集团
利益绑架下，要实现控枪改革可谓困
难重重。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员克
莱·拉姆赛告诉新华社记者，涉枪改
革进展缓慢是因为共和、民主两党之
间以及白宫同国会之间“并不在一个
频道上”，出于政治考量，各方无法达
成真正共识。

2020 年是美国大选年。展望未
来一年，泰勒和李坚强都对美国从根
本上改善枪支暴力状况不抱希望。
他们认为，由于两党在枪支管控问题
上分歧严重，美国立法机构就枪支管
控出台突破性法律条款的可能性几
乎为零。

泰勒表示，美国政府可推行一些
有望获得广泛支持的规定来遏制枪
支暴力，如对私人购枪者进行强制性
背景调查、禁止精神类疾病患者和有
犯罪记录者购买枪支等。但要想有
效控制枪支暴力犯罪，就必须在全国
范围内对枪支拥有和使用问题进行
广泛、深入的讨论。“遗憾的是，枪支
问题在美国已被严重政治化，无论谁
当选总统，这样的讨论都不太可能发
生。”

2019美国控枪难题未解 枪声不断又一年

居民辐射中毒、海洋生物污染、核废料填埋场
面临泄漏危机、海域环境遭到永久性破坏……

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核试验“后遗症”

脚手架成巴黎圣母院重建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