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持续
强 化 对 委 内
瑞 拉 的 种 种
制裁，虽然美
国 的 态 度 让
国 际 社 会 为

之惊诧，但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似乎并不
算什么。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就已经
对拉丁美洲这个“自家后院”颐指气使，甚
至出兵武装干涉。

肢解哥伦比亚
1903 年 8 月 17 日，美国总统老罗斯福

暴跳如雷，原因是哥伦比亚参议院出人意
料地否决了他精心安排的《海-埃兰条约》，
原本根据该条约，美国可以持续租借巴拿
马地峡(当时属于哥伦比亚)周边地带。老
罗斯福认为，既然国力薄弱的哥伦比亚敢

“摸老虎屁股”，那就肢解这个国家好了。

10 月 9 日，他秘密会见获得巴拿马运河合
同的法国财团工程师菲利普·博诺-瓦里
拉，表达对哥伦比亚领导人的不满之情。
后者领会“美国政府将支持巴拿马独立”的
含义后，迅速同巴拿马独立运动领袖曼努
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进行了密谈。在确
认哥伦比亚的最新形势后，老罗斯福命令
美国海军展开行动。11 月 2 日下午，美国
海军炮舰“纳什维尔”号出现在距离巴拿马
不远的海上，巴拿马城的独立运动者欣喜
若狂，他们对人群宣布“明天就将爆发革
命”。

11 月 3 日，“巴拿马革命”如期爆发，哥
伦比亚政府派军队乘火车赶赴巴拿马镇
压。在关键时刻，“纳什维尔”号的舰长约
翰·哈伯德中校派水兵上岸，迅速控制住通
往巴拿马的铁路，阻止哥军增援。11 月 10
日，美国海军太平洋分舰队司令亨利·格拉
斯更是将旗舰停泊在巴拿马城附近，命令
美军阻止“任何有敌意的军队进入巴拿
马”。同时，博诺-瓦里拉摇身一变为巴拿
马驻美国公使，代表刚独立的巴拿马同美
国国务卿约翰·海伊签署一份协定，允许美
国在巴拿马运河区两侧拥有一块长 80 公
里、宽 16 公里的土地并建造运河。老罗斯
福终于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香蕉共和国”
不但美国政府武力干涉拉美国家，就

连美国商业巨头也试图左右这些国家的政
局。

1910 年，美国商人萨姆·泽穆雷（库亚
梅尔水果公司创始人）在洪都拉斯加勒比
海沿岸购置6070公顷土地供自己公司的种
植园使用。然而就在第二年，他同洪都拉
斯前总统曼努埃尔·博尼利亚及美国雇佣
兵头目李·克里斯特马斯发动政变，推翻了
洪都拉斯民选政府。藏身在这场政变背后
的，其实是美国公司的明争暗斗。被推翻
的米格尔·拉斐尔·达维拉总统的“大金
主”，是库亚梅尔水果公司的死对头——美
国联合果品公司。由于达维拉给予联合果
品公司洪都拉斯香蕉专卖权，彻底激怒了
库亚梅尔水果公司。

除了美国雇佣兵作乱外，美军也频繁
进驻洪都拉斯，从1911年到1925年，美国6
次干涉洪都拉斯政治事务。在最混乱的 3
年中，相互竞争的美国水果公司煽动了多
场政变和冲突。

政变造成的政治不稳定使洪都拉斯经

济陷入停滞。由于几家美国大型水果公司
控制着它们在洪都拉斯建造的经济基础设
施（包括公路、铁路、港口、电报和电话），洪
都拉斯政府允许美国公司管理这个国家，
并成为洪都拉斯民众的单一雇主。

由此，国际政治学上出现了一个专有
名词“香蕉共和国”，通常用来形容中美洲
和加勒比海那些被美国控制、经济依赖单
一资源的政治不稳定国家。

发动“香蕉战争”
尽管老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备受争

议，之后的数任美国总统也试图淡化这一
主张，但每当“美元外交”不起作用时，他
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进行军事干涉。20 世
纪上半叶，美国数次干涉古巴、多米尼加、
尼加拉瓜和海地等多国内政，史称“香蕉
战争”。

1911 年 5 月，听命于美国的阿道尔夫·
迪亚斯当上尼加拉瓜总统，反对派指责他
是美国的傀儡，“把国家卖给纽约银行
家”。为拯救遭反对派武装逼宫的迪亚斯，
美国总统塔夫脱决定出兵，他明确表示：

“为了确保美国的资金和市场，干涉是合理
的。”随后，美军登陆尼加拉瓜，直接参与围
剿反政府军。作为回报，迪亚斯让美国负
责尼加拉瓜大部分金融系统，美军干脆驻
扎尼加拉瓜“维护和平”。从 1914 年开始，
尼加拉瓜沦为美国保护国。直到1933年美
国经济大萧条，美国政府认为继续占领尼
加拉瓜不划算才宣布撤军。1934 年，美国
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从海地撤军，赤
裸裸的“香蕉战争”才正式结束。

（摘自《扬子晚报》）

糯 米 即 江 米 ，
营养价值和常吃的
普通大米类似。不
论是从物理学角度
还 是 从 化 学 角 度
看，糯米都是非常
好消化的。但为什
么许多人会觉得糯
米食品不容易消化
呢？

刚出锅的汤圆
吃起来软糯可口，
但放凉以后不仅觉
得难咀嚼，消化它
也变得不易。这是
因为糯米中所含的
支链淀粉在水中加
热的时候，变得透

明且黏度高，所以口感软烂；而冷却的时
候，支链淀粉会形成比较致密的结构，黏
性和韧性增大，不能很好地消化，影响消
化速度。

此外，糯米食品的消化难易程度还
和其高脂、高糖的特点有关。汤圆是用

烫过的糯米粉制作而成，其中加
入的馅料主要是猪油等富含饱和
脂肪的油脂，加上糖和其他风味
配料，本就不易消化。麻团是糯
米粉团表面粘上芝麻，通常是豆
沙作为馅料，其经过油炸后也不

易消化。粽子是糯米制成，会放入蜜枣、
红豆、猪肉、花生仁、芝麻、板栗、香菇、火
腿等作为馅料，这些馅料大多不易消
化。驴打滚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
的糖、盐、油等，再加上制作过程经过了
捶打、揉捏等一系列增强其韧性的工艺，
需要更强大的消化能力才能被人体消
化。

因此，糯米食品虽然美味，但对于有
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如肾病、高血脂的
人要适量食用。

（摘自《大河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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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许会好奇，在两会
上百个会场，有 2975 名代表、
2157 名委员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他们海量的声音如何被听
见，并反映到报告的修改中？

其实，在代表和委员的讨
论桌外，还有一张短短的桌
子，上面甚至没有桌签。几位
挂着工作证的人员在一旁埋
头 记 录 ，有 的 手 写 ，有 的 打
字。这群旁听的人中，除了有
一如既往记录大会的简报组
外，还有来自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部委的工作人员。正是
通过他们的中转，意见和建议
直接进入各部委、传到中南
海。

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
广东团第四组低头记录。全国人大代表、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董明珠突然在会场发问，“有国务院来的
同志吗？你一定要帮我传递这个信息”。
这位以强悍著称的企业家激动地讲述了
企业要自主创新，并强调“政府和企业之
间千万不要互相绑架”“企业不要变成社
会上的啃老族”。她一边说，一边扭过脖
子看坐在身后的国办人员。发言完毕，关
掉话筒，她又回头说：“这位同志，你一定
要帮我带到哦。”

工作人员在纸上飞速记录。他的面
前摆着几份文件，一沓纸的抬头写明用途
——“听会记录纸”，其后还用括号标注了

“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等。下面则
印着“3月×日”“上/下午”“代表团/界别”

等固定格式信息，余下便是密
集的手写内容。他与 180 多名
同事一起，坐守驻地，记下代表
委员的意见和建议。

今年是国务院办公厅连续
第4年开展全国两会旁听工作，

“旁听工作主要是针对代表委
员广为关注的社会热点，及时
收集第一手、原汁原味的素材，
然后快速向领导同志和各部门
反映，力求非常及时地响应和
反馈。”一位工作人员说。

经统计，2018 年全国两会
期间，国办机关工作人员共收
集意见建议 5500 余条，筛选出
代表委员意见建议400余条，转
有关部门回应的意见建议 60
条。梳理代表委员对政府工作
报告的修改意见61 处，反馈给
报告起草组后最终被采纳 34
处。

去年两会时，一位代表突
然收到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的短信，说已
准备好书面回复，希望第二天当面交给他
本人。“我的建议都还没上交，只是在小组
讨论上说了一下，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回
应。没想到你们这么重视我的建议。”那
位代表十分惊讶，连说了两次“没想到”。

（摘自《冰点周刊》）

人 生 的
最 后 一 顿 午
餐，85 岁的傅
达 仁 吃 了 一
颗水煮蛋、一
点 点 蛋 糕 和

巧克力糖。原本胃口一直不佳，但那天他突
然有些嘴馋，像个孩子似地念叨，“哇，这最后
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还有没有？”

吃饭时，儿子在他衣服口袋里放了 200
美金，又被他打趣，“噢儿子，这是你给我拿来
当过路费的。”

2018 年 6 月 7 日，在瑞士安乐死机构
Dignitas的尊严屋中，台湾知名体育主播傅达
仁先后喝下两杯药水，家人身着深色正装和
礼裙围坐在他身旁，为他鼓掌，告诉他“没有
病痛了，我们爱你。”他的右手被儿子紧紧握
住，直到头也缓缓靠过去，进入永眠。

傅达仁被冠上“亚洲安乐死第一人”的名
号。日前，他的儿子傅俊豪讲述了父亲离世
前最后的故事。

我今年29岁，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快要60
岁了。他是很威严、严厉的父亲，看重亲情。
有一次我刚学会煎牛排，喂他吃一口，隔天他
便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一块
牛肉》，讲述父子间的温情故事。他时常要求
全家人在家中一起吃团圆饭；早在几年前，他
就为自己挑好了墓地，避免家中意见相左。

父亲一生中进医院很多次，头部、盲肠、
胃部、腿部都开过刀，伤痕累累。从小他给我

灌输的观念就是，他随时会走。他常常会说，
如果遇到车祸或是什么紧急的事故，千万不
要帮他插管，“不要惦记，让我顺顺地走。”

2016 年 6 月，父亲检查出胰脏癌。最开
始，我们和医生都劝他开刀。医生说，如果不
开刀不化疗，父亲存活的时间是3到6个月，
如果开刀加化疗存活两年的概率是50%。但
父亲自己的意思是不要做手术，说“干脆不要
治了，不要花这些钱”。

考虑到他的年纪和身体，我们也就没再
坚持。希望他能在剩余的日子里有尊严地吃
饭、走路，做他想做的事。

癌症病人最难熬的是疼痛。父亲痛起来
只能靠吗啡止痛。后来，他的情况变得更糟
了。每天拉肚子8到10次，吃什么拉什么。

在父亲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知道安乐死
这件事，病了之后开始积极打探。差不多从
2017年开始，我们陆续联络相关机构。

2017 年 11 月，父亲第一次去瑞士时，本
来已经决定要执行安乐死了，但我当时恰好
病了一场，他又回到了台北。之后，父亲的疼
痛又发作了，不得不加大吗啡贴片的药量，这
导致他发生严重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在病床上，他不停地躺下又坐起来，几秒钟就

重复一次，整整一夜都这样。半夜又开始发
抖、翻白眼，医生说父亲已经是濒死期，让我
们做好心理准备。我们都非常后悔让他受这
样的折磨，没让他那次就在瑞士完成安乐善
终。

第二次去瑞士，原本定了6月6日执行仪
式，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爷爷，但
那天早上下午都已经安排了其他病人，仪式
延后了一天。7号早上11点，我们进了尊严
屋，先签署文件，等当事人觉得自己状态准备
好了再服药。第一杯是止吐剂，25分钟之后
喝下第二杯致命的药水。

头一天，父亲就交代好，说要买鲜花和蛋
糕，我问他买哪一种？他笑着跟我说：“你们
觉得好吃就好啦，开 party 在歌声中送我离
开，都不准哭。”

爸爸的最后一餐饭，吃了一颗鸡蛋、一点
点蛋糕还有巧克力糖。我们一起唱了首《奇
异恩典》，是他头天晚上自己亲自填写的歌
词。父亲靠在我肩上倒下去，呼吸慢慢没有。

我们最开始舍不得他走，反对他离开，但
最后他留给我们的是不带任何遗憾地离开，
没有任何悔恨。

（摘自《新京报》）

近来的调
查显示，地层
深处生活着数
量庞大的微生
物。为适应地

表以下严酷的自然环境，其活动量已经降至
极限水平。这些微生物似乎保留了远古时
期的生命形态，其数量规模可能不亚于地表
和海中全部生物的总和。这一调查预示着
在其他行星上也可能会找到同类型的生物，
这给太空探索研究带来了希望。

《日本经济新闻》2019 年 3 月 3 日报道
称，一项探索地表以下生物的国际科研项目
地球深部碳观测计划（DCO）始于 2009 年，
该项目集结了全球数百名专家。日本海洋
研究开发机构首席研究员稻垣史生担任了
DCO计划的联合代表。稻垣说：“继海洋和

地表之后，我们发现还
明确存在第三个生物
圈 ，真 是 让 人 心 潮 澎
湃。”

报道称，稻垣等人
在日本青森县八户市的
海域进行了调查。在水
深约 1100 米的海底进
一步向下挖掘了约2500
米，找到了微生物活动
的证据。推定的每平方
厘米微生物数量在 100
个以内，虽然较少，但确
信在约 60 摄氏度的高
温下仍有微生物存活。

报道称，实际上研
究人员还在海底以下约2000米处发现了微
生物。经过地面培养发现，这种微生物是产
甲烷菌，但数量是 2500 米深处的 100 倍以
上。

DCO 同样对陆地地表以下进行了探
索，发现了一个种类丰富的微生物世界。比
方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金矿矿脉
以下2000米处就发现了微生物。矿脉裂隙
众多，而这些裂隙中蓄积的水里就残存着微
生物。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加拿大的地层深处
找到了自远古时代就没有与外界空气接触
过的水。通过对水中碳元素进行年代测定，
确认这些水来自约27亿年前。在对碳元素
进行详细分析后，研究人员找到了生物可能
在此栖息过的痕迹。研究团队目前正在就

这些生物是否仍然存在进行调查。如果真
的发现有生物存在，或许意味着我们可以看
到27亿年前微生物的样子。

栖息在地层深处的微生物数量究竟有
多大规模？DCO的推测是“10的29次方”。
如果换算成碳元素的量，据说高达150亿到
230亿吨。但是这些微生物被认为主要属于
细菌，其种类可能没有地表那么多。

报道称，地层深处几乎没有气体形态的
氧，这就使得有机物等生物缺少营养来源。
微生物是如何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存活
的？这是最大的谜题。一部分微生物利用
铁等金属元素和水发生反应产生的少量能
源就可生存。未来是否会发现人类尚未知
晓的机制值得期待。

(摘自新浪网)

后人知
道 老 子 ，是
因为他写了

《老子》。太
史 公 的《史

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对后人了解老
子，功不可没。

司马迁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
之言”“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
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明
确指出庄子、韩非子之学皆出自老子。

笔者曾粗略统计，《庄子》一书引“老
子曰”十五处，“老聃”“老子”为一人，共
出现五十余处，还借子路之口说出“由闻
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

《韩非子》一书中除《解老》《喻老》篇，《存
韩》《说林上》等十七篇也涉及老子学说，
有些地方直接提及“老聃”或“老子”。从
中可以看出，秦汉时，老聃就是老子，不
仅庄子、韩非子受到他的影响，就连圣人
孔夫子也曾虚心地向老子请教问题，这
在《礼记》《孔子家语》中有相关记载。

对此，后世有文人或不认可司马迁

《史记》中的老子的真实性，或
不同意他是《老子》一书的作
者。起因之一是传记中有“或
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
儋即老子，或曰非也……”的记
载；再就是司马迁说“于是老子
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千余言而去”，却没有写清“老
子乃著《老子》”或“老子乃著

《道德经》”；还有人提出，从
《老子》一书中可见先秦各种思
想的端倪，而《论语》《孟子》却
没有明确引用老子学说，因此
断言老子生在孔子、庄子之

后。这样定论，未免过于大胆，尤其是最
后一条，更是想当然。

《史记》一书中，“周太史儋”出现了
四次，除《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一文，其他
篇章与“老子”没有丝毫瓜葛；在《仲尼弟
子列传第七》中记载：“孔子之所严事：于
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
于楚，老莱子……”则再一次说明“老子”
与“老莱子”不是同一个人。而“老子”一
词，出现了三十余次，如《史记·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引老子之说“此夫老子所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与今日所传《老
子》（《道德经》）相同，也与《韩非子·解老
第二十》所引相同。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本
《老子》被科学测定出现年代大约在公元
前300年之前，也就是战国时期。以此来
看，《史记》中所说的老子，至少在司马迁
心中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这是千真
万确的。作者如实反映了汉代初期，人
们神话、完善老子的一个过程，“或曰
……或曰”只是作者表述的手法而已。

《老子》的作者，当然是老子。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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