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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记者 叶雨婷

连日来，关税政策成为引发美国

各方矛盾的导火索。近日，美国加州州

长加文・纽森正式起诉特朗普政府，

加州由此成为全美首个就关税问题

起诉联邦政府的州。在此之前，已有

多家美国小企业联合对政府发起诉

讼，指责政府加征关税。与此同时，美

共和党内部分歧也在加大……“美国

反对美国”的戏码愈演愈烈。

杰米·戴蒙，这位摩根大通首席执

行官被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搅得心神不

宁。最近一次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

时，戴蒙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

贸易战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

美国国内，近期抨击关税政策的

评论不在少数，戴蒙的发声值得关注

之处在于，今年 1 月瑞士达沃斯世界

经济论坛期间，戴蒙还在为特朗普的

关税政策辩护，如今却态度急转。

戴蒙执掌摩根大通近 20年，被视

为“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最近频频针对关税发表观点，言辞不

无激烈。半个月前的致股东年度信

中，他的措辞还是关税“将减缓美国经济

增长”。到 4月 18日，据《休斯敦纪事报》报

道，他在当地银行表示，当他们向大客户

和中端市场客户提问对关税政策的看法

时，没人回应“这对我有好处”。

曾在这个国家专责经济和财政的

最高长官们也坐不住了。美国首位女性

财长、今年 1月刚刚卸任的珍妮特·耶伦

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特朗普的

关税是“最严重的自残行为”。她的前

辈、第 71任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

斯在社交媒体上将之形容为“不计后果

的即兴行动”，并怀疑政府对政策实施

的动机并不诚实。

或许，现任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

特很快也会“更新履历”。月初就有一位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爆料，贝森特

无法忍受特朗普政府“荒谬的（对等）关

税算法”，已打算辞职不干。《美国展望》4
月 21日在梳理特朗普种种“灾难性的冲

动”时不禁反问：斯科特·贝森特的日子

也屈指可数了吗？

即使在特朗普昔日搭档、前副总统

迈克·彭斯看来，本届政府加征关税的

“失策”也让他不得不不留情面地批评。

他在接受美国《国会山报》采访时说：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美国人民不会投

票支持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

的增税政策。”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名誉

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认为，近期的

关税调整是美国 95 年来最大的政策错

误，他表示，“为什么特朗普没有吸取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教训？”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表示，

“以任何方式将自己与这些关税联系起

来，都无异于把自己绑在一个刚刚被抛

到海里的锚上”。

各种预测占据美国媒体首页。戴蒙

警告的“关税风暴将会形成持续影响”已

经是非常温和的说法。美国智库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4月 15日发布的半年度

经济预测数据显示，在政策不确定性影响

下，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或陷入停滞，未来

12 个月陷入衰退的概率达 40%。所长亚

当·波森本人则预测，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的概率已升至 65%。

不满情绪的累积终会引发行动。美

国最大进口州加利福尼亚州在 4月 16日

成为美国“反对等关税第一州”，州长加

文·纽森在社交媒体上以宣战式的口吻

表示：“唐纳德·特朗普无权单方面通过

其破坏性的关税来实施我们这辈子最大

规模的增税。我们要将他告上法庭。”在

该州一处农场，他公开宣布就关税政策

起诉美国联邦政府，并解释道，加征关税

政策可能导致该州的收入减少数十亿美

元。“非法关税正在给加州的家庭、企业

和我们的经济造成混乱——推高物价，

威胁就业。”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

奉告特朗普政府“需要对经济有 21世纪

的理解”。

此外，指控特朗普的“原告”中还有

一些引人注目的角色：佛罗里达州一家

文具企业，第一个从法律上挑战特朗普

关税的美国企业；美国非营利机构“自由

正义中心”代表的数家小企业，它们对美

国政府发起集体诉讼。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由美国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和弗农·

史密斯等著名经济学家签署的“反关税

宣言”，近日在网上流传，截至当地时间

4 月 21 日 23 时，已有 1282 人签名。他们

警告，这可能引发一场“自我造成的经济

衰退”，并呼吁终止特朗普前后矛盾且有

害的贸易政策。

同僚“拉黑”、州长起诉 关税政策让“美国反对美国”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记者 傅 瑞

加 拿 大 人 杰 米·穆 赫 兰（Jamie
Mulholland）有个“响亮”的外号——

“大胖媳妇”。在短视频平台，他与中

国妻子张踩铃分享一家四口的日常，

憨厚可爱的形象收获了许多网友喜

爱；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学

生们称呼他“杰米”。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时，杰米身着浅灰色衬衣出现在镜头

前，展现出他学术的一面，对文化差

异、教育理念侃侃而谈。不久前，这段

视频登上微博热搜前十，超过 1000万

网友好奇“这个外国男人为何被称为

‘大胖媳妇’”。而本来通过短视频熟

悉他的网友则感慨，“第一次见到正常

讲话的‘大胖媳妇’”“与喜剧般的生

活状态完全不同”。

杰米的中国情缘起源于 2008年。这

一年，杰米本科毕业后来到中国，随后

在厦门认识了张踩铃。2022 年，杰米辞

去了英国的工作，办理签证再次来到中

国和妻儿团聚。妻子张踩铃常在综艺节

目上谈起丈夫因语言和文化差异闹的

笑话，比如好心“浪漫”却买了菊花送给

她；在东北饭店吃饭时，为了吃一口锅

包肉跟着电动转桌跑圈。

“选择前往中国发展的动机离不开

那段在中国生活的回忆。”回顾 2008年到

2013年的经历，杰米觉得选择中国的原因

并非简单的“为了家庭”。2008年，杰米首

次来到中国，刚本科毕业的他在华北科技

学院找到了一份外教的工作。他对中国的

“第一印象”来自好莱坞电影，“中国人都

会功夫”，而北京奥运会给他留下的“真实

回忆”则是志愿者的热情和干净的城市。

再次来到中国已是 2022年，这次重

逢更让杰米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他表

示，自己见证了中国从现金交易到电子

支付的转变过程，“进入数字商务时代”。

他记得，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智能手

机正在兴起，无线网络普及，很多人用上

了笔记本电脑，“我来得正是时候”。而现

在，他感叹于扫码或触碰付款的便捷、人

们在“成堆的快递”中寻找自己网购的商

品、从出租车到网约车的出行变化。

这几年，数字产品极大便利了他的

生活，比如使用外卖软件购买酒水“救急”

聚会。“这些服务提升了我的期望。”他会

在健身房点烤串吃，“在世界上其他任何

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便利服务”。

让他获得最便利体验的当属微信，

“几乎可以用它做任何事情”。他对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说，他想把微信推荐给加拿大

的亲友。“微信很方便，功能包括财务管理、

群聊、生活缴费、申请保险、短视频、门票购

买，甚至还可以‘给女儿学校的午餐卡充

值’。”杰米把“下载微信、地图、购物软件和

翻译应用”当作外国人来中国的“第二要

务”——“第一是要掌握基本的中文‘你好’

‘谢谢’‘12345’‘多少钱’。”杰米笑着说。

杰米在攻读英国雷丁大学政治与

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时，就做关于中国

的研究。那时，他关注到中国主动与非

洲国家分享减贫经验，向非洲提供知

识、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了非洲的经

济增长和现代化。“作为全球经济大国

和成功的减贫范例，中国不仅关注国内

的贫困问题，而且始终致力于参与国际

人道主义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贫。”

2023 年 9 月，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为博士研究生讲授学术英

语课程，以便学生们日后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在国际期刊上发论文。杰米对学术

的一丝不苟让学生们印象深刻。上第一堂

课时，有学生谈到关于网络昵称等问题。

杰米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在不

同环境里充当不同角色。虽然他享受与妻

子拍摄短视频、和家人旅游的时光，但在

课堂上，保持学术氛围是第一要务。

杰米非常认可中国学生的勤奋和努

力，所以课后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和备

课。在他看来，中国学生擅长系统性知识建

构，而西方教育更强调批判性思维。课堂

上，杰米把这两种教学进行了“融合”，他要

求博士生的学术讨论一定要敢于发表看

法，以批判的思维看待其他人的工作，同时

敢于开口说英语，不要害怕犯错误或丢脸，

“就像国际学生也会说出不地道的中文”。

目前，杰米自己也还在努力学习中

文，甚至尝试融入小区里大爷大妈们的

交谈。他养出了“中国胃”，喜欢云南菌

菇、新疆菜、湘菜、火锅、东北炖菜、烧烤

等，能列出各地的代表美食。他想拿到

“五星卡”（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留

在中国生活下去。在杰

米看来，真正融入中国

的 标 志 是 拥 有“ 五 星

卡”，“这样在火车站里

就可以和中国人一样刷

证进站，不用再掏出自

己的护照”。

杰米·穆赫兰：从网红“大胖媳妇”到大学教师的双重生活

扫一扫 看视频

当 地 时 间

2025 年 4 月 5

日，美国科罗拉

多州丹佛市，示

威者在科罗拉多

州国会大厦举起

标语，举行全国

范 围 的 抗 议 活

动，反对美国总

统特朗普及其顾

问、特斯拉首席

执行官马斯克。

视觉中国供图

□ 王梓元

2025 年，是中越建交 75 周年和
“中越人文交流年”。文化交流始终是
中越两国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主题。在
这个特殊的年份，我有机会前往越南，
深入探访了河内市、宁平省及广宁省，
体验了越南丰富多彩的文化。与此同
时，我也深刻感受到了中越文化在对
方的社会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交流。

早在前往越南之前，越南青年歌
手黄垂玲的歌曲《遇见挚爱》早已成
为我播放列表里的单曲循环。她热
情、甜美、充满生命力的音乐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塑造了我对越南最初
的愿景：热情、奔放，一片氤氲着浪漫
的热带季风之地。

在我的探访过程中，在河内市的
各个街区，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中国品
牌的店铺。这些品牌已经不再是外来
者，而是当地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尤其在广宁省下龙市，路边的中国奶
茶店几乎成为当地年轻人日常休闲的
标志。三五成群的越南青年手捧经典
的冰淇淋或奶茶，仿佛置身于中国的
大街小巷。

在广宁省下龙市最大的购物中
心，我再次感受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
氛围。店铺的墙上挂满了带有中国文
化IP的毛绒玩具，有些商店还用中国明
星的照片作为宣传素材。书店里，越南
的“谷子经济”也开始崭露头角。几名越
南女中学正在挑选中国动漫、游戏IP相关的商品——
流麻挂饰、徽章、手机壳等。她们的选择反映了当下年
轻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这些商品涉及《黑神话：
悟空》《原神》及中国动画电影等热门IP。书店老板告诉
我，这些中国IP文创商品在越南非常受欢迎，尤其在十
二三岁年龄段的学生中，部分热门商品甚至会限购。

当然，中越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越
南青年热衷的文化生活符号也正悄然浸润中国青年的
社会生活。歌曲《遇见挚爱》不仅在中国音乐平台突破
1.2亿播放量，其改编混音版更在2022年化身为现象
级“叮叮当当舞”，席卷抖音平台成为全民模仿的潮流
符号。这股潮流更是延伸至味觉领域——越南咖啡的
醇香正在中国青年的马克杯中萦绕。同行的一位广西
电视台主持人告诉我，在一些由两国青年联合运营的
跨境电商直播间中，越南榴莲饼与广西螺蛳粉组成了

“网红CP”，通过主持人的现场解说，向观众展现着中
越两国文化的奇妙共振。

不仅如此，中越两国青年的生活方式也呈现出惊
人的相似性。陪同我们的越南翻译是河内国立大学的
一名学生，她笑着告诉我们，她的日常生活与中国年轻
人并无二致——碎片时间刷一刷短视频，热衷于在社
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片段，甚至也会随着流行音乐的节
奏，跳起风靡全球的手势舞。这种跨越国界的青春共
鸣，让两国的文化差异在无形中消弭，反而多了一份亲
切与默契。

从制造链条到文创产品，从生活方式到消费图景，
中越之间的交流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了文化
的理解与融合，深化了彼此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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