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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大学中国女孩真该骂吗？

5月21日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一位名
叫杨舒平（Shuping Yang）的中国女留学生作
为全校学生代表上台发表毕业演讲，美国人
听后倒没什么，但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却掀起
了轩然大波。

杨同学说，“我在中国的城市长大，
每次出门都须戴口罩，否则就会生病。”但
就算是雾霾最严重的中国北方，也没到这地
步，何况她故乡昆明还被誉为春城？她以口
罩为切入点，还把空气和自由挂上勾，给人
感觉对国内的环境污染与不自由深恶痛绝，
话里行间似乎显示了某种毫不掩饰的对中国
的厌恶与对美国的膜拜，这无疑大大地激怒
了中国民众。

更令中国人愤怒的是，她是在公开的毕
业典礼上，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中国的代言人
来说这番话的，这就在无形中使得国人认为
对中国的伤害最深。在中国，有一个放诸四
海皆准的真理：家丑不可外扬，外扬了就是
让我们大家失了面子，让我们在别的国家面
前抬不起头来，就是卖国贼。

雷霆万钧之下，我又看了视频几遍。她
究竟想干什么呢？如果仔细看，她实际上真
正想说的是，像自由这种人所共知的我们最
需要的东西，在国内更多是流于教科书般的
空洞与形式；在美国才找到了真正践行自由
的机会，正因难得，故显珍贵。这里她选择
了空气与自由类比，想以口罩对呼吸的阻隔
来类比政策对自由的限制，可从第一步她就
走错了。她的出生地昆明根本就不具备这一
特性，这样她不得不随机扩大化，并且以过
分的甚至不合常理的夸大来营造特定的感染
效应，但恰是这第一步的不慎导致了后面的
万众喊杀。很显然，网民的愤怒点基本是事
实，从这个角度讲，杨同学的言论无论是从
措辞的理智还是背后的逻辑延伸都有问题，
但这是不是就是为了糟践中国取悦美国甘当
走狗呢？如果说，她对国内这些阴暗面的引
证是有些过分的话，我们对她这番话的诠释
与反应是不是也有些过度？

10年前，央视星光大道一位名叫玛丽
亚的来自非洲塞拉利昂的选手闯进了决赛，
面对主持人，她说她虽然皮肤是黑的，但心
却是中国人。“我去过很多国家，我的哥哥
姐姐在欧洲生活，他们也曾叫我过去一起生
活，但是我最有感觉的还是中国，所以我决
定留在这里。”玛丽亚说。

对此，一位名叫Cedric的知乎网民说，
我很小的时候看到的这段话，当时的我感到
自己的祖国真是强大，深深地为自己是一名
炎黄子孙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底下的观众
也是一样，热烈地鼓起了掌。时隔十年，当
我再次想起这段话，我心里不禁有点打颤，

这些话如果让塞拉利昂人民听到了，他们又
会作何感想？他们会和我们一样热烈地鼓掌
吗？他们会不会觉得她是个卖国贼呢？他们
会不会觉得她为了中国连自己亲妈亲哥都不
认了呢？她会不会受到跟杨舒平同等级别的
待遇呢？

毫无疑问，今天在网上痛骂杨舒平的
一定有许多是当年为那位塞拉利昂女孩叫好
的，可是当一个中国孩子在美国讲起同样一
番道理时，他们却怒不可遏。痛斥这孩子出
卖人格跪舔美国人。这是不是说，中国人跪
舔别人是卖国贼，至于外国人跪舔我们，还
是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强大了啊。

去年7月哈佛毕业生许吉如在北京卫视
做了“国家赋予年轻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的演讲，“一个强大的国家会赋予一个少年
强大的安全感，基于安全感，他可以自由的
选择他想生活的地点、职业状态。”为突出
自己所言之安全，她选了强敌伺候的以色列
和战乱不断的叙利亚；而为证明自己有选择
性，她举了在美国读书经常被老师提问的例
子，因为中国很重要，中国学生的话，一定
要听。这无疑令所有在美有留学经历的人吃
惊，在这里竟然因为你是中国人，有被选择
发言的优先权？

一个人的安全感和选择权竟然要靠国家
的强大来彰显，那新加坡、卢森堡这样的小
国子民该怎么办？这位哈佛女孩所表现出对
政治学基本常识的惊人无知。可同样是演讲
毫无逻辑而言，她在中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这里除了她富有感染力的叙事风格充满
迷惑性，对从小接受这套话语体系长大的中
国人来说，显得格外亲切而有魅惑力外。根
本原因还在于，她最大程度的迎合了强国子
民的普遍心理。

“他是轻装上阵去看这个世界，又理直
气壮地回到自己的家园”，这样的话，对于
站在塔尖的或者准备冲向塔尖的像许吉如这
样的中国人而言，自然不是问题。但对于当
今匍匐于塔底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却是
超现实的。这里发自内心的沉重的无力感使
他们难以启齿，于是只能从国家意志所感受
到的那股虚幻的力量来撕毁与他们不一起的
东西，实际上是借此来发泄现实的愤懑。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女孩事后都做了同
样的事。杨同学是在微博上公开道歉，许同
学则是借助著名的自由派网站金融时报ＦＴ
中文网做补救性说明，有人说杨同学如此说
中国，却没忘给自己日后回中国留条路。同
样的，许同学如此夸中国，却也没把自己日
后离开中国的门关死。原来爱国与爱自由其
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个孩子有着相似的
年龄，同样有着极为相近的精致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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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头版）
在5月初与俄国外长和大使的会谈中，川普未经许可就泄露了以色列

情报人员与美国分享的绝密情报。对这一出卖朋友的行为，川普在以色列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打自招地说，“我从没有在谈话中提以色列的名
字。”4月初，川普在和菲律宾总统通话中，也泄露了美国核潜艇的战略位
置机密。这些行为不但使美国情报机构难堪，也使友邦国家在今后再与美
国分享情报之前犹豫不决。

• 教皇赠书
5月24日早8点半，教皇方济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单独和川普对话半小

时，据《国会山报》评论，这是美国历史上总统和教皇“最不和谐的一次
会晤”。这位结过三次婚、说话直白的美国总统和教皇共识不多，在对待
移民、贫困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观点严重分歧。而且教皇一直是川普最高
调的批评者之一，称他为“总想造墙，而不是造桥的人”。据路透社称，
川普一开始没想停留梵蒂冈，但罗马教廷认为这是怠慢行为。在赠书仪式
上，川普送给教皇马丁路德金写的一套书，教皇则把他在成为教皇后写的
三部著作赠给川普。最后川普说，“谢谢你！我会记住你对我说的话。”

至24日为止，川普完成了他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圣地访问
的“宗教之旅”，至于他的“联合三大宗教齐心反恐”的意愿是否实现，
只有时间才能回答了。

川普在24日飞往布鲁塞尔与欧盟和北约首脑会谈，并在25日返回意大
利参加七国集团高峰会议。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这是川普上任后首
次访欧，对于欧盟和北约来说，川普此访是在“减少损害”。

后院不安宁
川普刚刚登上飞往沙特阿拉伯的飞机，一枚枚重磅炸弹相继在华盛顿

爆炸。
•科米被炒鱿鱼之后
5月9日，川普总统将联邦调查局长（FBI）詹姆斯•科米（James B. 

Comey）炒了鱿鱼。据信，川普在1月27日邀科米在白宫晚餐，要求科米对
他示忠，并停止FBI对其竞选团队通俄案的调查。而且，类似的要求还发
生过几次，使科米对川普这种干涉行为十分不悦。对这些负面新闻，川普
一概否认，并称是科米要求和他进餐，而且警告科米小心，因为他或许有
对话的“录音”。令川普没想到的是，老练的科米多年来有事后笔录的习
惯，特别是对重大事件。他在几次会见或和川普通话后，都写下了详细的
记录，而且与几个有关人士分享。并且，科米已经同意于6月初在参议院听
证会上作证。因此，究竟科米与川普总统孰是孰非，看来只有对簿公堂时
才可见分晓了。

•川普竞选团队通俄案
川普要求科米网开一面，不仅没有停止国会和FBI对其竞选团队通俄案

的调查，反而愈演愈烈。在司法部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并认命前FBI局长穆
勒（Robert S. Mueller, III）负责之后，参议院和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分别给弗
兰发了传票，要求他交出有关文件。弗兰拒绝服从，并启动第五法律修正
案保护自己（可拒绝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词）。至本报截稿之前，参议院
委员会穷追不舍，已向弗兰的两个公司发出同样的传票，因为第五法律修
正案只保护个人。

此外，美国检查总长杰夫•塞申（Jeff Sessions）因为在就职前的国会听
证会上隐瞒了他和苏联大使的通话，于3月初同意回避所有关于川普团队通
俄案的调查。最近爆料显示，塞申在此前接受审查填表时，也没有如实申
报他和苏联大使的多次接触。因此，他在通俄案中扮演的角色越发令人怀
疑。此外，越来越多的川普团队成员也遭到质疑。如在美国情报部门窃听
的对话中，俄国高级官员炫耀可以用弗兰和川普的第一任竞选负责人Med-
ford来操纵川普。而且，连川普女婿Kushner也因和俄国大使会面及银行财
产问题受到质疑。

川普总统首次出行，7天中朝圣三大宗教圣地，倡导和平反恐；又出席
欧盟和北约峰会，可谓雄心勃勃。但他毕竟还要回到美国面对司法部门的
质疑，落实医保提案、国家预算和税改，并在今后的执政期间实施他在出
访中推出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