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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苏丹武装冲突，不仅酿成人
道危机，也让全球的碳酸饮料制造商焦虑。看似
并不相关的二者，为何产生了如此紧密的联系？
这一切还要从可乐的产生讲起。

可乐发明史可乐发明史
19世纪中期，美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

代，很多人靠研制药酒赚钱。亚特兰大药剂师
约翰·彭伯顿为了创新，将古柯叶泡在葡萄酒
里。古柯叶里含有可卡因成分，具有成瘾性。随
后，一款号称能提神醒脑、还能治头痛的爆款
药酒上市了。不过，随着政府禁酒令的颁布，药
酒的生财之道就此中断。于是，彭伯顿决定删
掉药酒配方里的酒精，再一次改良配方。这一
次，他添加了很多蔗糖，掩盖新配方的苦味，还
在机缘巧合下加入苏打水。就此，真正的可口
可乐配方诞生。由于彭伯顿没有说清这是药水
还是饮料，这个新配方并没有立刻畅销。直到
1888年，彭伯顿的配方被商人阿萨·坎德勒发
现，成就了日后的可口可乐。

坎德勒原本是一名药房商人，看到可口可
乐背后隐藏的巨大商机后，他将药房生意全部
放弃，专注经营可口可乐。1891年，坎德勒的可
口可乐公司在亚特兰大站稳脚跟，他将可口可
乐定位于一种“软饮料”，扩大受众人群。当时，
坎德勒创造了现代商业流行的明星代言营销
模式，还推出了“可口可乐IP”，如书签、钱包等，
营销手法令人眼花缭乱。

在可口可乐霸占饮料市场期间，模仿者蜂
拥而来。世界上第一瓶百事可乐同样诞生于美
国。1898年，比可口可乐的“出道”晚了12年。它
的味道与配方绝密的可口可乐相近，于是便借
可口可乐之势取名为“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品
牌在破产后几经易手，最终凭借高明的市场营
销手段成为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

目前，全球范围有275家可口可乐瓶装厂，
而苏丹盛产的阿拉伯胶则是制作可乐等碳酸
饮料的关键材料。

苏丹的阿拉伯胶树苏丹的阿拉伯胶树
阿拉伯胶用途广泛，在饮食、医药工业，以

及制造杀虫剂、乳化剂和药用油中均属必需。
可乐等碳酸饮料中都含有二氧化碳，而阿拉伯
胶可以降低液体的表面张力，方便注入大量二
氧化碳，因此逐渐成为生产碳酸饮料的关键原
材料。此外，阿拉伯胶还用于乳化、分散香精油
和油溶性色素，避免它们在可乐的储存期间因
精油及色素上浮而出现瓶颈处的色素圈。

阿拉伯胶的主要产地在苏丹西部，它的生
产与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早在法老时
代，古埃及人就已广为使用阿拉伯胶。据古希
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埃及人将阿拉伯胶
用于制作染料和颜料，还用于医药和制作木乃
伊。在许多法老草纸的书卷中也有着关于阿拉
伯胶及其用途的记载。最初，人们采胶是依靠
树的自然裂缝，但这种天然裂缝不足以提供大
量的树胶出口。后来人们发现，砍伐枝条时，胶
树被砍破的地方同样可以流出胶来，甚至比自
然裂缝更多，所以就逐渐采用了人工开裂。有
目的的开裂就可以有计划地去采胶，既不会空
跑，也不致于让胶流到沙土里去，增加产量的
同时又可保证质量。

阿拉伯胶树的特殊适应性已使它与苏丹
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般来说，在雨季短旱
季长的干旱热带地区最适宜胶树的生长。而在
所有胶树中，哈沙布树产的胶质地最好，世界
各国所需要的树胶几乎均是这个品种。

由于阿拉伯胶的主要产地偏僻闭塞，要把
阿拉伯胶运销国外市场颇为困难。不过运输阿
拉伯胶的道路倒也不少，不管走哪条路，都是
从苏丹产地运到阿拉伯国家的港口，然后再运

销世界各地。因此，人们便把它称作“阿拉伯
胶”。1911年底，苏丹的铁路修到了当时世界上
最重要的阿拉伯胶市场乌拜伊德。从此，科尔
多凡的阿拉伯胶树林区便与苏丹港的出口码
头接通了。

在全球化的当今，这种苏丹最古老的商品
之一已成了国际市场的热门货。苏丹政府对树
胶的发展相当重视，在阿拉伯胶的重要产地北
科尔多凡省的乌拜伊德，苏丹政府设立了阿拉
伯胶研究中心，并制订了每年发展胶树林

22500 费丹（埃及的土地计量单位，1 费丹合
4200平方米）的计划。在苏丹辽阔的土地上适
于胶树生长的面积达6734万费丹之多而现有
的种植面积仅为360万费丹。阿拉伯胶在苏丹
的出口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长纤维棉成为苏
丹经济的支柱之前，它一直居于首位。现在，它
仅次于长纤维棉，在苏丹的出口中占第二位；
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出口量占世界需
要量的90%。

国际政治中的阿拉伯胶国际政治中的阿拉伯胶
对苏丹而言，农业是其外交的重要领域。

2020年，苏丹农业增值占GDP的20.9%。棉花、
阿拉伯胶以及花生、芝麻是其主要出口的经济
作物，产量居世界前列，占苏丹农产品出口额
的66%。产生这样的外交格局，与历史上的殖民
统治密不可分。

19世纪70年代，英国势力自埃及向苏丹扩
张，1899 年，由英埃共管苏丹。英国为攫取厚
利，于1926年组织垄断公司，强迫农民片面发
展农作物种植，造成苏丹农业的畸形发展，使
苏丹成为英国工商业的原料基地。英国几十年
的殖民就治，给独立后的苏丹经济留下了严重
恶果。今天的苏丹仍然是基本以生产单一作物
棉花为主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85%。苏丹的农作物绝大部分供出口，成为外汇
的主要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占政府财政收入
的二分之一。阿拉伯胶作为苏丹的另一重要物
产，大部分也需向欧美出口。

苏丹独立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苏丹
仍具有垄断优势。美国当然也不甘示弱。据苏
丹报纸透露，1960年及以后，美国以美“援”为
诱饵，竭力向苏丹渗透并进行文化教育侵略，
试图打入苏丹高等学府。为了摆脱殖民经济的
影响，苏丹政府一直在进行各种努力。1962年9
月，苏丹财政和经济部长宣布，苏丹已制定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按规定将建设二百六
十个项目来加强和发展苏丹经济。

苏丹曾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曾
一度是非洲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自
独立以来，苏丹一直深受各类武装冲突的困
扰。依赖阿拉伯胶的碳酸饮料企业长期都有储
备阿拉伯胶，这也是应对苏丹武装冲突频繁的
无奈之举。但目前现有储备已经难以支撑全球
碳酸饮料的庞大消耗，据路透社报道，若苏丹
的战火持续令阿拉伯胶出口中断，全球的可乐
库存很可能在3到6个月内消耗殆尽。据阿拉伯
胶美国公司表示，因为战乱关系，他们没法前
往购买阿拉伯胶，进口出现困难。位于苏丹首
都喀土穆的萨凡纳生活公司则表示，他们手上
有60吨至70吨的阿拉伯胶采购订单，但由于内
战关系，他们正担忧能否如期出货。

从苏丹内战到可乐供销，二者之间的传导
如同蝴蝶效应一般，远方的变化带动了整个可
乐生产链条的连锁反应。苏丹内战可以影响可
乐的供应，更可以想见对当地和周边国家的人
民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 本报综合消息

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世
界上发生的两百多次武装冲突中，美国发起的
超过八成。美国在全球发动战争、开展军事行
动，并没有带来所谓的“美好未来”，反而留下
一堆“烂摊子”——成千上万的家庭失去亲人、
流离失所，美丽富饶的城市变成焦土，荒野之
中平添无数荒冢……

““西贡铁拳西贡铁拳””打在谁的脸上打在谁的脸上？？
1975年，越南南部城市西贡被越南人民军

攻克。这座城市曾是美国扶植的南越傀儡政权
的首都，后来改名为胡志明市。战争结束前的最
后阶段，在越南的美国人仓皇撤离，那些在战争
中曾为美国人服务的越南人则陷入了巨大的恐
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跟随美国人撤离，但却
被“盟友”无情抛弃。

越南战争从1955年至1975年，前后持续
了约20年。据报道，美军在越南投入的兵力最
多时可达50多万人。随着战事的发展，美国人
向越南人作出的承诺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的
在越南建立“统一自由的民主政权”，后来变为
建立“稳定自由的南越政权”，到最后变成了美
国从越南“有序撤退”。但实际上美国所谓的

“有序撤退”在最后关头也演变为一场无序的
逃亡闹剧。1969年尼克松推出了将越南战争

“越南化”的策略，即将战争任务逐步转移给南
越傀儡政权的军队，以便从越南战场脱身。

1973年年初，在越南人民军不断胜利向南
推进的压力下，美国方面被迫签订“巴黎和平
协约”，并很快将绝大部分兵力撤出了越南。对
南越傀儡政权及其军队来说，当年“不请自来”
的美国人，如今又“不告而别”。这些美国的盟
友彻底慌了，他们纷纷找退路，想方设法要跟
随撤离的美国人离开越南去美国。

1975年4月，越南人民军兵临城下，西贡
已经被团团包围。到4月底，西贡的机场被炸
毁，无法起降固定翼飞机，剩余还没来得及撤
走的人员只能通过直升机逃命了。据报道，
1975年4月29日到30日，美军利用直升机在短
短1天时间内从西贡撤走了7000多人，美军称
为“常风行动”。这场撤离中，美国遵循的是一贯
的“美国人优先”原则——只要不迟到就能赶上
撤离的直升机，而越南人经历的场景犹如世界
末日，在作为撤离点的美国大使馆周边，成千上
万的越南人企图爬进围墙冲向直升机。

作为美国越战失利的象征之一，很多媒体
转载过一张被称为“西贡铁拳”的著名照片。照
片中，一个越南人扒住机舱门奋力想爬上撤离
的飞机。此时，飞机上一个美国人探出身子，面
目狰狞地一拳狠狠打在越南人的脸上，另一只
手还在扯越南人攀住机身的胳膊，要将其赶下
去。但后来，也有人质疑这张照片是假的，因为在
美国等西方媒体上并没有“西贡铁拳”的说法。

根据《纽约时报》2021年的一篇报道，这张
照片确实是在美国从越南败退时所拍，但时间
和地点均与流传的故事不同。实际上，这张照

片拍摄的地点不在西贡，而是在距离西贡300
多公里的芽庄。时间是1975年4月1日。但不管
图片中美国人挥出的是“西贡铁拳”也好，“芽
庄铁拳”也罢，它结结实实打在了曾经紧紧追
随美军服务的越南人的脸上，同时也打在了众
多对美国盲目信任、盲目崇拜的人的“信心”和

“忠心”上。
1975年4月，南越傀儡政权总统阮文绍在

其辞职演说中，也痛斥美国背信弃义，抛弃盟
友。一组美方的统计数据恰好可以为阮文绍的
话做注脚。通过“常风行动”，美军从西贡撤离
了7000多人。越战最后阶段，美国从越南撤走
的美国人以及曾经为美国人卖命的越南人，总
数约10万人。而据美国政府文件记载，需要撤
离的人员总共多达170万人。换言之，绝大部分
曾经为美国卖命的越南“盟友”，被美国人无情
地抛弃了。

西贡小姐西贡小姐，，一代人的悲剧一代人的悲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越南战场投入

大量兵力。许多年轻的美国士兵，在孤独寂寞
的异乡与越南女子生下了混血后代。其中有些
美军与越南女性结婚并组建了家庭才生下孩
子，有些则是同居关系。当1975年美国人最终
退败从越南撤离时，这些美国军人的越南配偶
及混血子女被抛弃。

据《纽约时报》1984年的一篇报道，被美国
遗弃在越南的混血儿在2.5万至4万之间。即使
这些孩子的父母当年已经结婚，美军并不承认
这种婚姻合乎美国法律，所以他们所生的子女
也没有合法的证件。美军撤退时，军人们得到
的命令是不能带走当地配偶和子女。据报道，
许多军人联名写信申请带配偶子女回美国，但
未获允许。

实际上，当美军撤走时，这些女人和孩子
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他们不仅得不到美国方面
的认可，更是被越南人嫌弃。对越南人民而言，
这些孩子是侵略者留下的后代，是敌人的子
女。尽管越南政府没有虐待他们，但在生活中
这些女性和孩子难免受到歧视。

著名的音乐剧《西贡小姐》就以此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剧中，一名越南女子与
一名美军士兵相爱并生下了孩子，而这名士兵
回美国后又结婚了。最终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
命。有媒体评论称，这个悲剧故事其实绝非个
案，而是代表了整整一代人悲惨的命运。

上世纪80年代，在各方强烈呼吁下，美国
终于出台相关法案允许这些遗留在越南的战
争“孤儿”移民美国。但这些人移民美国之后，
面临新的歧视和挑战，很难融入美国社会。对
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从越南的贫民窟来到了美
国的贫民窟。

““橙橙””与与““黑黑””后患无穷后患无穷
越战后美国人留在越南的，除了混血儿还

有“橙”与“黑”。“橙”指的是橙剂，越战中美军
使用的一种剧毒化学武器。橙剂除了在战时给
越南人带来重大伤亡，战后几十年还造成严重
的环境污染，并给越南留下数十万畸形儿童和
大量病患。“黑”指的是炸弹，战争期间美国在
越南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下了数千
万枚炸弹。

越战已经结束近50年了，但是越战造成
的恶果至今还在伤害着越南百姓。据美国媒体
报道，2014年还有越南人发起集体诉讼，要求
生产橙剂的美国企业赔偿这种生化武器对他
们造成的伤害。越战时期，活跃在南越的游击
队利用茂密的树林做掩护打击美军和南越伪
军，并开辟了“胡志明小道”，保障战略物资的
供应。为从根本上打击游击队，据报道美军在9
年的时间里向越南倾泻了7000多万升橙剂，
直接或间接造成4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健康
受损。南越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遭受毁灭性打
击，当地20%的雨林和30%的红树林死亡，3000
多个村庄被直接污染。

美国投在越南的数千万枚炸弹中，因为质
量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爆炸，其中有些未爆
的炸弹，战后几十年间一直对越南人的生命造
成威胁。越战结束后，许多当地农民在地里种
田时，运气不好就会被隐藏的炸弹炸死或炸
伤。据统计，几十年来越南已有2万多人因此死
伤。 本报综合消息

苏丹内战影响了全球可乐供应？

越战越战2020年年，，美国给越南留下什么美国给越南留下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