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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紫云县王和平餐饮店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李淑芳就业创业登记证（证号：520402004320），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市稻谷香宴宾楼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225010010243），声明
作废。
● 遗 失 关 岭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财 政 局 开 户 许 可 证（核 准 号 ：
Z7119000031502；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岭县支行；账号：
234900010400099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这张印度尼西亚警方提供的照片显示的是，8月
7日，警察在起火爆炸现场附近查看。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警方7日说，一艘载有21人

的油轮当天在巴厘岛海域起火爆炸，造成5人死亡、
15人受伤。

□据新华社

提起记忆深处那辆驶往北达科他州
的深绿色大巴，年近八旬的美国印第安
老人拉莫娜·克莱因仍控制不住地颤
抖。7岁时，她和五个兄弟姐妹就是被那
辆大巴送往离家200公里的一所寄宿学
校，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饥饿、体罚和强迫劳动是克莱因对
那所学校的全部记忆。尤其让她恐惧
的，是舍监用来“教育”学生的扫帚和短
桨。克莱因多次被罚跪在扫帚柄上，还
曾被舍监用短桨打得遍体鳞伤，“这是一
生的疤痕，一生的创伤”。

克莱因的经历是美国原住民悲惨
历史的一段缩影。美国内政部日前发
布的调查报告显示，1819年到1969年
间，至少973名原住民儿童在美国政府
运营或支持的寄宿学校就读期间死
亡。报告指出，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
遭受虐待，被强迫改变信仰，因说母语
而受惩罚，这些做法给原住民群体造成
长期的伤害。

近年来，关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国过去设立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学
生的调查报告屡见不鲜。从美、加两国
数千座无名坟墓，到澳大利亚实施“同
化”造成“被偷走的一代”，当地原住民遭
遇的骨肉分离、暴力虐待、文化灭绝等悲
惨经历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一场针对原住民儿童的战争”

自1819年制定所谓《文明开化基金
法》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建立原
住民寄宿学校，强制原住民儿童入学。

这些学校条件恶劣，大批儿童在校
内遭受体罚和性虐待，不少人因此死
亡。美国内政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
美65所寄宿学校旧址中，存在至少74
处墓地用于埋葬那些在校期间死亡的
儿童。美国学者芭芭拉·兰迪斯指出，
原住民寄宿学校是美国“历史上尤为丑
陋的一章”，“我不认为有任何办法能洗
白它”。

加拿大的原住民儿童也同样遭受寄
宿学校摧残。加拿大联邦成立后，原住
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逐步建立。印第安
事务官和骑警会敲开原住民的家门，通
过胁迫手段带走儿童。如果孩子的父母
表示反对或不满，就会被当局以违反《印
第安人法》为名逮捕。

孩子们被带往远离原住民保留地的
寄宿学校。这些学校卫生状况堪忧，医
疗服务不足，数千名儿童因疾病、营养不
良、暴力及事故等原因死亡，还有很多孩
子不堪忍受暴力与侮辱而从学校逃跑，
最终丧命于漫漫寻家途中。

根据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
布的报告，自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
90年代，加政府建立了 139所寄宿学
校，至少有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强制
送入这些学校，4000多人在就读期间
被虐致死。在加拿大多地的原住民寄
宿学校旧址附近，有1700多座无标记
坟墓。“寄宿学校是一场针对原住民儿
童的战争。”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幸

存者多丽丝·扬说。
类似的悲剧也在澳大利亚上演。为

同化原住民，澳政府在20世纪初制定了
一系列政策，允许部分联邦州当局在任
何时间以任何理由将原住民儿童从父母
身边带走，并将其送往原住民寄宿学校
或教堂进行集中教育。在这些地方，原
住民儿童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
要忍受非人的虐待。

澳政府199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估
计，在1900年至1980年间，澳大利亚约
有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送入寄宿学
校。这些被迫与家人分离的原住民儿童
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他们中的很多
人再也没能与亲人团聚。“从被带走的那
天起，我觉得我不再有家，也不再有回家
的希望。”幸存者迈克尔·韦尔什说。

“别告诉我这不是种族灭绝”

“原住民寄宿学校不是一个孤立的
系统，而是一个庞大殖民体系中的一
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特
里西娅·洛根说。

美加澳的寄宿学校都起源于殖民计
划，其背后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

从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起，他
们就将原住民视为其劫掠扩张的阻碍和
对殖民地的威胁。为驱赶这些“野蛮
人”，殖民者发动了针对印第安人的战
争，杀死和驱赶他们，但战事也给殖民者
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因此，美国首任总
统乔治·华盛顿等人提出，可以通过强迫
原住民融入白人文化来减少流血事件。

1881年，时任美国内政部长卡尔·
舒尔茨说，“教育”一名印第安儿童的成
本远低于在战争中杀死一名印第安人，
因此“开设原住民寄宿学校是最真实、最
明智的节约之举”。数年后，时任美国印
第安人事务专员托马斯·摩根更是在演
讲中直白地宣称：“教育印第安人比杀死
他们更划算。”19世纪末，美政府开办了
第一所印第安儿童寄宿学校——卡莱尔
印第安工业学校，该校创始人理查德·亨
利·普拉特正是臭名昭著的“消灭其印第
安人身份，拯救这个人”口号的原创者。
在随后近半个世纪中，有近8000名原住
民儿童进入该校。

加拿大政府从美国“汲取灵感”，效
仿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的模式在全国
建立寄宿学校，并禁止原住民儿童进入
除寄宿学校以外的其他教育机构。

美加两国的寄宿学校打着铲除“野
蛮”的土著文化、拯救“不开化”的原住民
等旗号，对他们实施文化种族灭绝。美
国历史学家戴维·华莱士·亚当斯在其著
作《灭绝教育》中指出，寄宿学校将掠夺
原住民民族身份认同作为其同化政策的
核心内容，同化手段包括强行改变原住
民儿童的姓名、逼迫剪掉长发、禁止穿着
传统服饰、禁止说本部族语言、强迫放弃
自己的宗教习俗等。

“他们夺走了我们的语言、文化、家
庭纽带和土地。别告诉我这不是种族灭
绝！”美国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本·舍

曼说。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指出，寄

宿学校实施文化灭绝的目的是破坏原住
民社群的文化延续，“以阻止其文化和身
份认同代代相传”。加拿大国家统计局
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以寄宿学
校为主的殖民政策影响，加拿大全部70
多种原住民语言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消亡
的危险，仅有13.1%的原住民能够使用
本部族语言流利对话。

殖民时期，澳大利亚政府为了打造
一个白人国家，奉行“白澳政策”，将大部
分原住民儿童强行交给教会或孤儿院抚
养的同时，特意将其中肤色较浅的混血
孩子挑选出来送入寄宿学校，意图从文
化上把这些孩子“漂白”。根据澳1947
年人口普查，当时全国人口为750万，其
中99.3%为欧洲人后裔。澳大利亚终于
实现了其目标——成为欧洲以外最“白”
的国家之一。

“殖民者隐藏得最深的秘密”

加拿大作家娜奥米·克莱因指出，人
们已经注意到原住民寄宿学校的罪恶，
却很少问“为什么”。加拿大真相与和解
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给出了答案——政
府希望通过文化灭绝摆脱对原住民的法
律和财政义务，并获得对其土地和资源
的控制权。

《灭绝教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18
世纪末美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可以总结为
这样一个事实：“印第安人拥有土地，而
白人想要土地。”

据美国研究者统计，1887年至1933
年，美国政府以不平等协议、横征暴敛或
屠杀掠夺等手段从印第安人手里掠夺了
约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教授布伦达·蔡尔德看来，美国
和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背后隐藏着
同样的目的，“寄宿学校制度扩张最快的
时期，恰好也是原住民土地被大规模窃
取的时期”。

从原住民手中抢来的土地及其资源
被政府分配给大学等公共机构。蔡尔德
所在的明尼苏达大学正是建在“偷来”的
土地上。根据美国格里斯特媒体组织今
年2月发布的报告，自1851年成立以
来，明尼苏达大学通过政府的相关法令
从原住民部落手中夺得超过750平方公
里土地。通过租售土地、开采矿产、发展
畜牧业等，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丰厚利
润，仅2018年至2022年间，这些土地上
的矿产资源开发就带来了超过1700万
美元收入。明尼苏达州印第安人事务委
员会执行主任香农·格希克认为，土地掠
夺是殖民者“隐藏得最深的秘密”。

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长期被殖民者
认定为“无主之地”，他们无视在这片土
地上长期生活的原住民，认定这里“没有
定居的居民，也没有既定的法律”。殖民
者通过立法剥夺了原住民对土地的所有
权，并以驱逐、没收等手段占有他们的土
地。已故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
沃尔夫曾指出，这些欧洲殖民者的主要

目标就是土地。
在殖民者劫掠土地的过程中，大量

澳大利亚原住民被杀害，而那些侥幸活
下来的原住民则因无法继续从事传统农
业生产而失去经济来源，这不啻为一场
大屠杀。根据澳大利亚一些学者统计，
1788年殖民者初到澳大利亚时，那里的
原住民人口约为100万至150万人，至
20世纪初，原住民人口锐减至不足10万
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本·基尔南指出，
殖民者在澳大利亚的迅猛扩张导致种族
灭绝式的杀戮不断增多，“其严重程度超
过了澳大利亚此前所经历的所有灾难”。

“不幸会像滚雪球一样代代相传”

道恩·麦金泰尔的父亲曾就读于加
拿大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受父亲经历
的影响，她曾参与当地搜寻寄宿学校受
害儿童遗骸的行动。在搜寻过程中，麦
金泰尔感受到寄宿学校中所埋藏的悲惨
回忆和挥之不去的苦痛。她认为，寄宿
学校带来的创伤难以消除，“不幸会像滚
雪球一样代代相传”。

寄宿学校破坏了原住民家庭结构、
毁灭了原住民文化，受虐待的经历还让
原住民饱受抑郁、暴力倾向、药物成瘾等
问题的困扰。加拿大多项研究显示，由
于在寄宿学校中并未受到正规教育，原
住民往往缺乏基本的读写能力，这导致
他们收入水平较低，犯罪率和自杀率更
高。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原住民寄宿
学校幸存者的子女酗酒和遭受性侵的风
险更大。研究人员指出，寄宿学校的创
伤仍在影响着今天年轻的原住民群体。

美澳原住民也同样受到寄宿学校的
长期影响。美国北达科他大学助理教授
厄休拉·贝尔研究发现，那些曾上过寄宿
学校的原住民更易患上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他们罹患癌症的风险是普通学生的
4倍，这可能是由于寄宿学校常以“消毒”
为名往原住民儿童身上喷洒杀虫剂。与
此同时，父辈上过寄宿学校的原住民儿
童患慢性疾病的可能性更高。“强制性寄
宿学校对几代美国印第安人产生深远影
响。”贝尔说。

在澳大利亚，研究显示，与其他孩子
相比，那些当年被强制从家中带走的原
住民儿童接受中学以上教育的可能性更
低，而滥用药物的可能性更高。澳政府
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平均
预期寿命比非原住民低约8岁，婴儿死
亡率、肥胖率、失业率和自杀率则高于非
原住民。

澳学者帕特里克·沃尔夫指出，殖民
者对原住民的伤害不能只被当作一个历
史现象，而是一种持续性问题。原住民
的痛苦不仅来自过去，时至今日仍在不
断被复制、被传递。

正如美洲原住民及原住民族研究协
会联合创始人基豪拉尼·卡瓦努伊所说，
当一些人谈论“殖民主义遗产”时，他们
企图将殖民主义留在过去，但对遭受殖
民主义残害的原住民来说，伤害至今仍
未结束。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日
前在德黑兰出席伊朗新总统佩泽希齐
扬就职典礼后，在其住所遇袭身亡。伊
朗认定暗杀是以色列所为，对这一侵犯
国家主权行为誓言复仇。与此同时，一
些西方国家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
局势升级，但并未谴责以色列。

伊朗及其主导的抵抗联盟将如何
报复？以色列准备如何应战？局势若
升级会对地区造成什么影响？国际社
会密切关注。

“抵抗之弧”如何复仇？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
里·阿克巴尔·艾哈迈迪安接受伊朗媒
体采访时表示，“抵抗之弧”所有成员都
会参与报复行动。“抵抗之弧”是伊朗主
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哈马斯、黎巴
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及一些伊拉克
民兵武装。

在哈尼亚遇袭前一天，黎巴嫩真主
党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在以
色列空军战机的“定点清除”行动中被
炸身亡。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6日表
示，将对以色列的暗杀行为进行“强有
力的报复”。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表
示，针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将来自“四
面八方”，“抵抗之弧”将联合反击。哈
马斯6日发表声明说，叶海亚·辛瓦尔接
替哈尼亚成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此人被以色列视为2023年10月7日哈
马斯发动对以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对于伊朗誓言报复以色列，正在德
黑兰大学访问的清华大学学者刘岚雨
认为，一方面，报复“难度很大”；另一方
面，报复力度又不能过大，要避免地区
局势走向失控。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李福泉
认为，伊朗目前可能是在权衡利弊，挑
选“合适”的“对等报复”方式。他表示，
伊朗并不希望报复行动引发美国等大
国加入冲突，进而令伊朗被封锁制裁。

以方准备如何应战？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为应对
伊朗及其盟友可能在该地区发动的攻
击，以军正在强化进攻能力，做好防御
准备。

加兰特说，最近几天他一直在努力

“协调”应对伊朗的袭击，与美国中央司
令部司令库里拉会面，还与美国国防部
长奥斯汀频繁会谈。“他们非常希望提
供帮助，这次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与此同时，伊拉克西部一个驻有美
军的空军基地5日遭到火箭弹袭击，至
少5名美国军人受伤。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6日表示，美国已向伊朗和以色列传
达了中东冲突不得升级的信息，同时五
角大楼也警告说，美国“不会容忍”针对
其在该地区部队的袭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的
“铁穹”防空系统无法保证民众免受无
人机和导弹的袭击。美国、以色列及其
盟友共同建立了一个更大的防空系统，
主要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协调。

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7日，应伊朗要求，伊斯兰合作组织
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哈尼亚遇刺事件。该组织发表声明谴责
暗杀行为，认为这是对伊朗主权的“公然
侵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4日会见约旦
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时说，暗杀哈
尼亚是以方“犯下的严重错误”，伊朗不
会置之不理。伊朗代理外交部长卡尼
表示，需要对以方行为予以“比以往更
坚决的回应”。萨法迪则表示，希望相
关方保持克制，并警告如果爆发地区战
争，“将对所有人造成毁灭性影响”。

美国、英国等方面日前也纷纷发
声，警告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严重后
果，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但都没有
提及以色列的“侵犯主权”行为。美英
的做法被一些分析指有“拉偏架”之嫌。

卡尼说，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对
以色列的侵犯行为采取任何适当行动，
伊朗“别无选择”，只能合法防卫来反抗
侵犯。

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已造成超过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逾
9.1万人受伤。伊斯兰合作组织现任主
席国冈比亚外交部长马马杜·坦加拉在
7日的特别会议上说，哈尼亚之死可能
加深和扩大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流血
冲突，巴以冲突不仅不会平息，反而“凸
显巴勒斯坦人民伸张正义和争取人权
的紧迫性”。

新华社联合国8月7日电 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7日在安
理会“和平行动加速撤出背景下推进妇
女、和平与安全”公开会上发言，再次呼
吁立即实现加沙停火。

戴兵说，当前，加沙冲突已持续逾
300天，超过一万名妇女被杀害，超百万
巴勒斯坦妇女和女童面临饥荒。中方
再次呼吁所有各方顺应国际社会压倒
性共识，共同推动全面有效落实安理会
相关决议，立即实现停火，终止人道灾
难，遏制冲突外溢。

戴兵指出，全力预防和化解冲突，
为包括妇女在内的平民营造和平的环
境，是推进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关
键前提。和平行动无论如何转型调整，
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都应是最根本
的授权。联合国特派团要加强斡旋调
解，与区域组织形成合力，支持当事国
推进解武复员，促进社会包容和解。要
为当事国执法部门提供能力建设支持，
提升其保护平民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的
能力。

戴兵表示，近年来，随着地面形势、
当事国意愿等因素的变化，一些联合
国特派团面临撤出、缩编或调整。中
方支持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充分听取并
尊重当事国意愿的基础上，制定清晰、
切实可行的和平行动过渡计划和撤出
战略，并同当事国自主制定的国家发
展战略和优先领域加强衔接，确保实
现平稳过渡。

戴兵强调，妇女是和平行动重要的
利益攸关方。中方支持安理会结合和
平行动转型过渡形势、需求和挑战，就
如何更好推进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交
流有益做法，总结经验教训。中方支持
联合国特派团在履行授权、设计项目时
着眼长远和过渡需要，积极帮助冲突地
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普及教育、消除
贫困，夯实性别平等的“硬件”基础。中
方支持当事国将保障妇女权益上升为
国家意志，结合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在妇女赋权和发展领域持续投
入，不断提升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方再次呼吁立即实现加沙停火

新华社突尼斯8月7日电 突尼斯
总统府7日发表声明说，总统赛义德解
除了总理哈沙尼的职务，任命社会事务
部长卡迈勒·马杜里为新总理。

突总统府没有说明解除哈沙尼职
务的原因。

哈沙尼于2023年8月起担任突尼
斯总理。遭解职数小时前，哈沙尼在一

段视频中说，尽管面临全球性挑战，政
府依然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进展，包括
确保本国粮食安全和能源供应。

突尼斯多地近期频繁断水断电，引
发民众不满。突尼斯政府说，持续干旱
导致不得不实施供水配给。

突尼斯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赛
义德7月宣布将参加竞选。

突尼斯总统解除总理职务

新华社莫斯科8月7日电 俄
罗斯总统普京7日表示，乌克兰武
装部队对俄南部库尔斯克州的袭
击是又一次“大规模挑衅”。

据俄总统网站消息，普京当天
召集俄政府成员、强力部门负责人
等举行会议，讨论库尔斯克州局
势。普京在会上说，乌军使用各类
武器对库尔斯克州实施了“无差别
袭击”，包括使用导弹袭击民用建
筑。普京要求俄各地区积极为库
尔斯克州提供支持。

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
莫夫当天以视频形式出席相关会
议时表示，乌军6日起对库尔斯克
州发起进攻，其目的是占领俄方领
土。俄军地面和空中力量阻止乌
军向库尔斯克方向深入。乌军在
行动中有100人死亡、215人受伤，
包括7辆坦克在内的54台装甲装
备被摧毁。

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
诺夫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
说，地方政府已组织超过200名居
民撤离遭袭地区，另有数千人乘坐
私人交通工具撤离。

俄卫生部部长助理库兹涅佐夫
7日对媒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6日
对库尔斯克州的袭击已造成24人
受伤，其中包括6名儿童。另据塔斯
社报道，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

俄国防部6日发布通报说，当
天上午，乌军第22机械化旅近300
名武装人员在11辆坦克和20多辆

装甲车支援下，对俄军部署在库尔斯克州俄乌
边境的边防阵地发起进攻。俄军对进入边境
地区的乌军和乌克兰苏梅州境内的乌军实施
打击，摧毁了乌军一些坦克和装甲车辆。

目前，乌方尚未对俄库尔斯克州遭袭事件
做出正式回应。

“教育他们比杀死他们更划算”
——起底美加澳殖民式寄宿学校

□新华社记者 阚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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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油轮在印尼巴厘岛海域起火爆炸致5死15伤

伊朗誓言报复以色列
会对中东局势造成什么影响

□新华社记者 刁慧琳 马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