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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都夺冠了 法国怎么还骚乱

■李哲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已落幕，
引来无数国家艳羡的法国队捧着大力

神杯回国， 可不久就传来庆祝活动失
控，骚乱迭起的消息。 这就好比是一家
逢上了大喜事儿，孩子高考得了状元总
要摆酒庆贺一番，谁知家庭纠纷借机浮
出水面，甚至还演化成了“家暴”。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国族认同”
的观点，简单说，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
对由多民族甚至多种族组成的国家的

归属感、荣誉感、责任感。 这么看来，法
国人民的国族认同确实是成问题的 ，
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 这家人关系不
亲，心也不齐。 所谓家和万事兴，也难
怪法国近年来屡次出现震惊世界的恐

袭和暴乱事件了。
有评论指出， 世界杯足球赛的政

治性已经越来越弱了， 但我们不能回
避以下几个事实： 一是球员都是为国
出征，拥有所代表的国家的国籍；二是
一旦在世界杯赛事中亮明国籍， 以后
不允许再有改变； 三是即便有的球员
是双重国籍———比如姆巴佩就同时拥

有法国和喀麦隆双重国籍， 他在世界
杯球场上的国籍永远以第一次参赛时

代表的国家为准。
所以，您现在理解了吧———为什么

有的弱国小队的球员上了赛场就满心

满脸的家国大义，为什么贝克汉姆因为
球踢得好能被英国女王授勋，为什么土
耳其裔的德国球员厄齐尔会因为被怀

疑对国家的忠诚而退出德国队。
反观这届法国队， 几乎成了深色

皮肤的天下，23 人大名单中有 17 人同
时拿着非洲护照， 外裔球员与寥寥数
个高卢勇士携手而战的表象之下 ，也
许层叠着复杂而深厚的历史原因 ，也
隐含着解读社会骚乱的线索。

好吧，听到了你们内心的嘀咕———
那中国也重金相邀， 让那些顶级球员
来加入我们国籍好了。 不是不可能，看
看现在中超的外援有多多、多贵、多优
秀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作为中国吃瓜群众的一
员， 忍不住遥望着沉没得越来越快的
法共体，默默叹了一口气。

是的 ，在这个世界上 ，曾与 “日不
落大英帝国”两分天下的，有一个几乎
同时崛起的法兰西殖民帝国， 它从十
七世纪延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最
辉煌的 1919-1939 年这段时间里 ，曾
统治着 1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
地， 其中与法国仅隔着一个地中海的
广大非洲， 更是被法国人视为自家的
“后花园”。

一战、二战造成的天下大乱，对法
国的宗主国地位造成冲击，二战以后，
法兰西殖民帝国演变成为规模锐减的

法兰西联盟， 后来又被法兰西第五帝
国改造成组织更为松散的法兰西共同

体。 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
民族独立运动之后， 法共体现在已基
本形同虚设了。

但是数世纪的相爱相杀、 撕裂式
的决绝分离， 让当今的法国和昔日被
其殖民的民族之间有着太多错综复杂

的关系和情绪。
法国殖民政策的别树一帜之处

是———到哪里都要给人家改宗换社 ，
尽可能把原来的文化连根拔起， 然后
完全复制本土那一套生活方式， 试图
让殖民地觉得自己就是法国的一部

分。 比如我们都记得小时候学过的法
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 》中 ，阿尔萨
斯-洛林大区被德国人侵占后，学校里
实行同化教育而不得再使用法语 ，作
者几乎为此椎心泣血。 其实在非洲法
属殖民国， 当地小孩在学校里读的是
“Nos ancêtres les Gaulois （法语， 译为
‘我们的祖先高卢人’）”。 直到现在，很
多非洲国家仍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或

列为官方语言之一。
法国一向实行从殖民地引入劳动

力的政策———这么说咱们一下子就明

白， 高卢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吃苦耐劳
的新移民啊。 基本上直至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 法国对持有其殖民国护照的
人群还在实行非常宽松的入境和就业

政策。 另一方面，出于曾贵为宗主国的
道德优越感和高卢民族特有的文化自

豪感， 自第五共和国以来的法国还接

收了不少难民和留学生， 这些人顺理
成章地不断续签居住证， 直至寻找机
会加入法国国籍。

因为离法国最近、 隔地中海相望
的非洲国家———北非三国都曾长期被

阿拉伯人统治。 所以自殖民地时代以
来，为了打工、求学、治病、投亲靠友等
而去法国， 并随后成为移民的白色穆
斯林很是不少。 不过，北非本来有自己
的一套成熟而自豪的文化体系， 在接
受法国式的脱胎换骨的文化殖民时就

会艰难得多， 后来的独立战争也打得
异常惨烈。 这些都是令今人无法绕开
的敏感话题。

几百年过去了， 全世界殖民者大
马金刀、 强取豪夺的身影已经湮灭在
历史的尘烟之中， 但历史的创伤依然
在作痛。 笔者一位 40 多岁的法国朋友
曾说，我们的父辈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他们生活在和平之中， 从战后的一穷
二白中创造财富和荣誉， 到我们这代
时运气就不行了。 来自非洲的朋友尖
锐地说，是的，你们的爷爷 、曾爷爷在
我们的土地上掠夺财富、奴役人民，现
在抢来的花光了，社会矛盾出现了，还
要我们一起来背黑锅。

天道有常 ，抢的要还 ，欠的要补 ，
错的得纠正。 作为中国人，我们生下来
不用背负如此复杂、沉重的历史包袱，
无需面对防不胜防的暴乱、恐袭，甚至
还能“财大气粗”到谋划出钱请优秀运
动员加入我们的国籍，何其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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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诚信成为生活必需品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民无信不立 ， 国无信不
昌。 诚信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
的根本，也是社会良序发展的
基石。 “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
宣传活动阐释诚信建设内涵、
解读现行制度政策、介绍当前
实践做法、 剖析典型案例，就
是要大力营造“知信、用信、守
信”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让诚
信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人生的
通行证、人品的试金石。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是民本、 家风、国
魂，既是基本道德、共同信仰、
基础文明， 也是做人理念、处
事规则、社会契约。

不宝金玉 ， 而忠信以为
宝。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涌现
出一批批诚信楷模，无论是劈
山修渠的黄大发，还是替子还
债的诚信老爹吴恒忠，他们以
信立身、以身为范、以范为德，
用感人的事迹、 高尚的行为、
榜样的力量感染 、鼓舞 、引导
人们塑造诚信形象，树立诚信
社会风尚。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
人商业欺诈 、合同违法 、制假
售假 、偷逃骗税 ，为追逐金钱
不择手段。 这些失信败德甚至
是严重违法行为破坏市场秩

序，损害群众利益 ，严重损害
社会诚信体系，令人民群众深
恶痛绝。

诚信需要德治教化，更需
要法治保障，把失信行为关到
制度的笼子里。 必须对失信者
建立黑名单制度 ，通过 “诚信
档案”“诚信红黑榜”等强化信
用约束 ；对侵权假冒 、坑蒙拐
骗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

光、坚决整治 ，真正让失信者
受到惩戒和震慑；必须加强信
用信息共享和信用联合惩戒，
推行个人信息安全、隐私保护
与信用修复机制，完善联合激
励守信、惩戒失信制度。

当前，国家正在以信用立
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
关部门必须齐抓共管、形成合
力、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大力
营造“守信者荣、失信者耻、无
信者忧” 的诚信社会环境，真
正做到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失信者“寸步难行”。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谎称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卖家多卖钱，买家少花钱。 ”通过多渠道、高频
次的广告投放， 瓜子二手车直卖网这句广告语近年来令人耳熟能详，火
遍全国。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瓜子网宣称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与实
际操作并不相符，其“包卖”服务从个人手中收车销售，同时还有中间商
在平台上买卖车辆。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