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战初期，澳政坛反共
氛围浓厚，右翼分子视美国
为澳的天然盟友。1949年
12月，以反共著称的自由党
领袖罗伯特·孟席斯出任总
理。朝鲜战争爆发后，孟席
斯政府立即决定要同美国
步调一致，没过几天，澳海
军和空军多支部队就交由
美国调遣投入朝鲜战场。
据统计，在1950年至1953
年间，澳政府总计将1.7万
名官兵送到朝鲜作战。

朝鲜战争结束后，澳政
府不但没有吸取教训，相反
更加主动配合美国在亚太
地区的战略布局，积极充当
美国对外侵略的马前卒。
1962年，澳政府应美国要
求，向南越派出30名军事教
官，训练南越部队丛林作战
技术。随着美国逐步向越
南投入大规模部队，澳亦步
亦趋。1965年5月27日，澳

军第1步兵营启程奔赴越
南，至此，澳正式开始全面
参加侵越战争。根据统计，
从1962年到1972年，澳追
随美国总共向越南战场投
入6万部队，死伤达数千人。

在澳国内，民众反越战
抗议此起彼伏。1968年 6
月24日，约翰·戈顿总理领
导的澳政府宣布修改《国民
服役法》，这个消息一经公
布，学生群情激奋，他们不
想为了“美国的战争”去异
国他乡当炮灰。在首都堪
培拉和其他众多城市，学生
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并频频
同警察发生冲突。越战引
发的政治动乱最终导致执
政长达23年之久的自由党
与乡村党联合政府垮台。
1972年12月，工党赢得大
选。新任总理惠特拉姆一
上台就宣布从越南撤走所
有澳军事人员。 葛元芬

澳大利亚曾两度被美国当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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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毒，专业名称叫甲基
苯丙胺。1936年，德国科学
家迈尔发现甲基苯丙胺具
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这一
点迅速被正在扩军备战的
日本和德国注意到，在两国
政府的授意下，德国和日本
科学家很快独立开发出各
自的苯丙胺类兴奋剂，并投
入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在
当时的日本，这些被称为

“猫目锭”“突击锭”“特攻
锭”的药物主要提供给士兵
和军需厂的工人，以便使其
能 不 眠 不 休 地 战 斗 和 工
作。后期则提供给神风特
攻队员，用于消除他们赴死
前的恐惧感。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

战败投降，进驻日本的盟军
最高司令部接收了日本的
一切，其中也包括日军为

“本土决战”而准备的巨量
苯丙胺类兴奋剂。1945 年
12月，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
的命令，盟军将战后接收的
价值接近一亿日元的医药
品发放给医疗机关，随后向
普通民众提供，其中就包括
苯丙胺类兴奋剂。

当时，苯丙胺类兴奋剂
一方面能缓解日本人的心
理压力，另一方面又消除了
工作的疲劳，可以连续不眠
不休地工作，很快就受到日

本社会的热烈欢迎。据一
名作家回忆，早期主要是出
租车司机、夜班工人等需要
长时间夜间劳作的人员购
买，后来作家、艺人和乐队
成员等文艺界人士也加入
了这一行列。受其影响，后
来年轻人也开始滥用兴奋
剂，1949 年前后，这类兴奋
剂竟然脱销。

滥用药品的恶果很快便
显现出来。因药品引发的使
用者精神异常及暴力事件层
出不穷，同时因混用针头注
射药品导致的肝炎等传染病
也开始流行，这一系列后果

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最终
在1951年，日本制定了觉醒
剂（即兴奋剂）取缔法，对兴
奋剂的生产、使用和研究都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紧接着，由于法律限
制，兴奋剂价格扶摇直上，
黑帮乘虚而入，建立起了庞
大的地下营销网络。日本
黑帮也是冰毒在全球泛滥
的最初推手。上世纪 50 年
代末到60年代初，日本黑帮
为逃避政府打击，与韩国黑
帮勾结，在韩国生产毒品后
返销日本。随后，冰毒生产
技术传入多地，并在90年代
蔓延到全球，取代海洛因成
为新一代毒品之王。

宋海博

二战期间日本把冰毒当兴奋剂

中 澳 建 交 50 周 年 之
际，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
贤来华访问，开展新一轮中
澳外交与战略对话。1972
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
惠特拉姆在当选总理后不
久，即实施了正式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并建立正式外
交关系的举措，由此揭开了
中澳关系新篇章。

中加建交刺激澳洲

20世纪70年代初，出于
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
考虑以及同中国发展经济
贸易获取利益的打算，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
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970年10月，加拿大同中国
建交，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中
继法国（1964 年）之后第二
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眼看中国市场将被其
他西方国家捷足先登，在国
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澳大
利亚当时极端反华的自由
党、乡村党联合政府不得不
同中国进行接触。但是，由
于澳政府坚持所谓的“英国
模式”，拒绝同台湾当局断
交，双方的接触自然不可能
取得任何成果。

执政党对华政策的碰
壁，让在野的澳大利亚工党
看到了机遇。

惠特拉姆成功访华

当时的工党领袖就是惠
特拉姆。惠特拉姆对中国一
直比较友好，早在1954 年，
他作为一个年轻议员，就曾
在澳议会上发出惊人之语：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北京
是整个中国的首都。”惠特拉
姆同工党全国书记米格·扬
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如果
在对华问题上有所突破，工

党则很有可能在 1972 年的
全国大选中获胜，从而改变
长达23年的在野地位。为
此，工党作出与中国接触的
决策并立即开始行动。

1971年7月2日，惠特拉
姆与澳工党全国主席伯恩
斯、全国书记米格·扬等一行
5人，作为工党代表团来到北
京。由于天气炎热，代表团
全体成员下飞机时都没穿西
服，也未系领带。为此，惠特
拉姆一再对中方迎接人员表
示歉意。

在接下来的三天内，由
于双方会谈进行得比较顺
利，周恩来决定亲自接见惠
特拉姆一行。7月7日晚，他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惠特
拉姆，双方从晚上21时一直
谈到23时多。会谈结束时，
周恩来将惠特拉姆送到会
见厅的门口，并以“你还年
轻”这句话来鼓励他。惠特
拉姆谦虚地回答说：“我不
年轻了，再过4天我就整整
55 岁了。”当周恩来得知惠
特拉姆将在上海度过他55
岁生日后，便特地委托中方
陪同人员届时以他个人的名
义向惠特拉姆赠送一个生日
蛋糕。1971年7月11日晚，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和平饭
店顶层为访沪的惠特拉姆举
行欢迎宴会。当服务员将周
恩来赠送的生日蛋糕端上桌
子的时候，惠特拉姆惊喜得
半晌说不出话来。

中澳签署建交公报

惠特拉姆成功访华在澳
大利亚产生了轰动效应。但
是，包括执政的联盟政府在
内的保守势力对此恼羞成
怒，大肆攻击惠特拉姆。时
任澳大利亚总理、以顽固保
守著称的麦克马洪在7月12

日发表了一个颇遭后人耻笑
的讲话。他一方面声称澳中
建交还是遥远的事情，另一
方面污蔑惠特拉姆“像一条
鱼那样被中国总理玩弄于鱼
钩之上”。具有戏剧性的是，
就在其讲话后的第四天（7
月1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
通过电视发表声明，宣布他
已派基辛格博士于 7 月 10
日秘密访问了北京，并同中
方达成了他将于 1972 年初
访问中国的协议。美国这
一举动使得澳政府目瞪口
呆，在澳大利亚公众面前出
尽了洋相。

惠特拉姆 1971 年访华
的成功，无疑对工党在1972
年12月以较大优势赢得大

选起了重要作用。惠特拉
姆出任总理兼外长后，即指
示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雷
诺夫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
镇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
式谈判。最后，澳方全部接
受了我方有关条件，即：澳方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澳方
确认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
一个省的立场；澳方撤销驻
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同时
关 闭 台 湾 在 澳 的官方机
构。澳方还保证澳大利亚与
台湾之间不互设贸易办事
处。12月21日，黄镇大使和
雷诺夫大使代表两国政府签
署了中澳建交公报，公报于
12月22日发表。 王勇

中澳建交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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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处处皆潜伏
朱元璋是特爱使用

潜伏的。老朱打江山那
时节派遣潜伏者打入敌
人内部，谁也无话可说。
等得了天下，老朱仍然延
续战争思维，运用潜伏比
战争时节更厉害，以此来
管控大臣。

清 朝 更 爱 用 潜 伏 。
大家都知道一个典故。
有个读书的，关着门在那
里一心读着圣贤书，忽
然，一阵风不期而至，把
他那书页吹得哗哗响，这
读书人灵感突来，吐了半
边诗：清风不识字，何故
乱翻书？五绝也有四句
啊，这人刚作了两句，就
被潜伏的人给抓了！

清朝搞潜伏最厉害
的雍正，跟朱元璋一样，
他 把 潜 伏 发 挥 到 了 极
致。那年春节放假，状元
郎王云锦闲着没事，家人
说是三缺一，喊他上桌打
桥牌，打着打着，少了一
张牌，怎么也找不着了。
假过完，去上班，雍正就
问他：小王啊，放假在家
里搞什么活动啊？小王
答：没干什么，就与老婆
孩子玩牌。雍正说，好像
没玩到尽兴吧？小王答：
是啊是啊，玩到半途，少
了一张牌，玩不下去了。
雍正从袋里掏了一张出
来：是不是这张牌啊？小
王一见，正是那张牌，顿
时尿了裤子。雍正却表
扬道：小王诚实啊，德才
兼备，不欺君！

山西军阀阎锡山对
潜伏工作特别重视，他有
新办法，寓潜伏于服务之
中。他招募了一批十三
四岁的童子军，封闭式学
习三五个月，分配到军首
长师首长那里，每人两
名。这些侍应生到军长
师长家，啥活都干，扫地、
倒茶、磨砚……领导家的
活计都是他们的工作，概
括起来，就是一个任务：
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首
长一步。领导要与夫人
休息怎么办？好办，侍应
生有随时进入领导卧室
的权力，领导的一切都在
这些侍应生的眼耳掌控
之中。侍应生的另一工
作是，每天将领导的一言
一行写成起居注，直接寄
给阎司令阎锡山：军长今
天上茅厕三趟；师长中午
骂某团长王八蛋……

刘诚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