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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 4 月 17 日电(记者唐霁、徐永
春)法国负责调查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检察官雷
米·海茨 17 日说，目前火灾原因主要指向“事故
因素”。初步调查显示，倒塌的塔尖下方可能是
最初的起火点。

据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 报道，巴黎
圣母院屋顶损毁严重，烧出一个直径数米的大

洞，这是调查人员希望重点取证的地方。然
而，受损严重的圣母院建筑结构不稳，需要
在多处进行加固，调查人员只有等加固工作
完成后，才能从废墟中寻找证据。

雷米·海茨说，火灾原因一般包括电器
短路、施工误操作或蓄意纵火等，目前巴黎圣
母院起火原因主要指向“事故因素”。整个调

查过程将是“长期和复杂的”，一旦圣母院的
建筑加固工程结束，调查就能加快进程。

报道说，40 名刑侦警察和 10多名司法人
员已展开调查，重点问讯火灾前出现在圣母院
修缮施工现场的人。根据多个目击证人提供的
线索，起火点很可能在巴黎圣母院塔尖下方靠
近塞纳河一侧。

另据《巴黎人报》报道，大火开始燃烧
前半小时左右，安保人员在巴黎圣母院的监
控显示屏上发现警报，但由于机器故障，警
报显示位置并非着火点。随后，两名安保人
员发现“高达 3 米的火焰”。

巴黎圣母院 15 日突发火灾，圣母院的
屋顶和塔尖被烧毁，但主体建筑得以保存。

巴黎圣母院起火点可能位于塔尖下方

据新华社伦敦 4 月 18 日电(记者张代蕾)
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让不少英国人联想
起 20 多年前的温莎城堡大火。英国媒体把这两
场大火进行对比：起火建筑都是全球知名的历
史古迹和景点，火灾都发生在维修期间，造成的
损失都难以挽回。

温莎城堡有 900 多年历史，是英国王室的
夏宫和周末度假之地。1992 年 11 月 20 日，城
堡内的圣乔治厅在维修期间起火，大火烧毁 9
个房间，近 100 个房间受损，造成各类损失共计
约 6000 万英镑。

调查人员认为，用于维修照明的高温探照
灯导致附近窗帘起火，酿成这起火灾。温莎城堡
被烧毁的部分历时 5 年才修复完毕，耗资 3600
多万英镑。

英国古建筑众多，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火。
1666 年的伦敦大火导致整座城市被毁并重建，
泰晤士河岸至今耸立着一座大火纪念碑，时刻
提醒人们勿忘当年的焚城之灾。1984 年，欧洲
现存最大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约克大教堂因雷击
着火，损失达 400 万英镑。英国最古老的独立艺
术学院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内的标志性建筑最近
4 年内两次遭大火吞噬，其中第二次大火就发
生在上一次火灾后的修复工程期间……

这些火灾造成巨大损失和惨痛教训，促成
了英国现代消防体系的建立、消防立法的更新、

防火技术和标准的提高以及消防经验的累积
和应用。

比如，约克大教堂火灾之后，工程人员用
4 年时间完成修复，最大程度复原了教堂外
观。但在修复屋顶时，工程师们特意改变了原
先结构，把整个屋顶“分区”，增加了一些原本
没有的暗门，以方便消防人员在危急时刻更
容易进入教堂展开救援。

在利用现代化消防手段方面，英国的博
物馆等场所如今都高度重视火灾防范，烟雾
探测和自动报警系统、喷淋装置几乎覆盖全
馆各处，以提高文物的安全系数。

在法规方面，英国 2004 年出台法案，推
行“消防安全责任人”制度，以求把办公楼、景
区等公众场所的火险隐患评估责任落到实
处。这一制度规定，公共场合的消防安全责任
人必须定期检查消防设施和逃生通道的情
况，定期执行和更新火险隐患评估，消除隐
患。工作人员超过 5 人的场所，责任人还必须
形成书面评估报告，让所有人知晓评估结果，
做好火险应急预案和演习。违反者会面临罚
款、入狱等惩罚。

英国人的消防意识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
中。几乎家家户户都安装防火报警系统，许多
建筑内有防火门，学校、医院、酒店等定期举
行消防演习。

但无论在哪个国家，防火防灾工作都永无
止境。巴黎圣母院大火引发了英国人对本国古
老建筑安全状况的担忧，首当其冲的就是位于
伦敦心脏地带的标志性建筑议会大厦。这座始
建于中世纪的建筑 19世纪曾经历大火并重
建，但内部依然留有部分古老的木质结构。

英国《泰晤士报》17 日发表评论说：“巴黎
圣母院火灾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就国家宝藏
而言，没有绝对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新华社东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姜俏梅、杨
汀)法国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严重受损，这一
不幸在日本全国引起高度重视。日本各地政
府、消防部门会同文化遗产所有者纷纷展开
防火消防大检查，以消除火灾隐患。

对于文化遗产消防工作，日本全社会
如今已相当重视。不过，很多相关立法和
措施也是在经历多场火灾后才逐步制定和
完善的， 70 年前发生在日本古都奈良法隆
寺的大火可谓最早敲响了日本古建保护的
警钟。

法隆寺是世界最古老的木建筑之一，寺
内日本白凤时代(公元 7世纪末 8世纪初)绘
制的 12 面国宝级金堂佛教壁画在 1949 年 1
月 26 日的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

法隆寺大火事件当年震动日本朝野。火
灾后，日本政府立即通过立法等手段强化文
化遗产防灾措施，并于次年颁布了日本首部
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综合性法律《文化遗产
保护法》。从 1955 年开始，日本还将 1 月
26 日这一天定为全国文化遗产防火日。此
外，日本的《消防法》《消防法实施令》等
法律法规也格外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明
确细化古建必须配备相应消防设施。

日本古建筑泛指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
以前的建筑，包括各类佛寺、神社、日本园

林、茶室及早期住宅等，主要集中在京都、
奈良、镰仓等地。由于日本古建多为木结构
和石木结构，且多为茅草屋顶或树皮屋顶，
因此火灾是对古建筑破坏性最大的因素，也
是历来日本古建保护的大敌。

位于栃木县日光市的东照宫建于 1617
年，是供奉江户幕府的开府将军德川家康
的神社， 1999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东照宫在历史上也曾不断与火灾对
抗， 1961 年的一场大火令殿内天花板上珍
贵的彩绘化为乌有，其珍宝馆也曾毁于火
灾。

日本文化遗产防火理念主要包括预
防、早期发现和初期灭火三方面。以东照
宫中的国宝级建筑阳明门为例，东照宫除
在院中暗藏一个大型蓄水池外，还在通往
阳明门台阶路旁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埋设了
灭火设备，掀开盖子安装好消火栓后，喷
头可上下左右随意摆动，水枪射程足以达
到阳明门。

阳明门门檐下方还布设与建筑物同一
颜色的温度传感器。为了避免与古建之美
产生违和感，东照宫内传感器配线共采用
21 种颜色，有的还使用金箔包裹。

东照宫内主要建筑物均安装了监控摄像
头，值班室常设 3 人 24 小时监控，以便第
一时间发现险情。此外，东照宫所有职员组
成自卫消防队，每年都会定期组织灭火培
训。为了防火，东照宫珍宝馆的所有建筑墙
面如今均采用铜板翻建而成。

据位于奈良的唐招提寺第 88 代住持西
山明彦介绍，奈良很多寺庙都设立了火灾自
动警报装置和防止火势蔓延的防火设备，也
有各自的消防负责人，每到 1 月 26 日文化
遗产防火日还会进行大规模消防演习。

日本：古建筑防火面面观英国：大火“烧出”消防意识
20 多年前的温莎城堡大火，也

是发生在维修期间。用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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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古都奈良法隆寺大火
后，日本法律法规格外注重对
文化遗产的保护，明确细化古
建必须配备相应消防设施。其
文化遗产防火理念主要包括
预防、早期发现和初期灭火三
方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7 日宣布，自
5 月 2 日起，美国将启动一项此前被冻
结的法律条款。如果任何企业或个人在
其生意业务中使用了古巴政府“没收”

的美国公民财产，美国公民将有权起诉
这些企业或个人。这项措施被认为凸
显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收紧”。

蓬佩奥 17 日在美国国务院记者会
上称，古巴对西半球国家的所作所为直
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包括古巴支持
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等行为。他说，从 5
月 2 日起，美国将允许实施“赫尔姆斯-
伯顿法”第三条的全部内容，当年被古
巴政府“没收”财产且没有得到补偿的
美国公民将有权依据此法采取行动。

美国 1996 年通过“赫尔姆斯-伯
顿法”，其第三条的大致“逻辑”和内容
是，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一些美
国公司和个人财产被古巴政府“没
收”，因此美国公民可以在美国法院向
使用这些财产的古巴实体以及与其有
经贸往来的外国公司提起诉讼。

这项条款一度引起国际社会强烈
反对。由于担心执行相关内容会严重
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96 年
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动用总统权力
冻结这一条款。

蓬佩奥宣布启动这一条款后，古
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的决
定是对国际法的攻击，也是对古巴及
相关第三国主权的攻击。美国对古采
取的强硬行动将会遭遇失败，古巴将
像以往一样取得胜利。

古巴官方新闻网站“古巴辩论”指
出，美国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
条，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吕洋看来，除了直
接打击古巴，美国此举还有三个目的：其一，争取国内选票。

美国 2020 年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对古巴用
强在国内争取一些选票。其二，间接“敲打”委内瑞拉。美近
期不断指责古巴对委支持，这次制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警
告”。其三，向欧洲方面施压。受美此次制裁影响最大的是已
经与古巴恢复正常关系并与古有密切经贸往来的欧洲企
业，美国希望借此在美欧贸易摩擦中赢得更多谈判筹码。

因这一制裁牵涉多方利益，势必遭遇反弹，能否真正落实
面对很多变数。17 日，欧盟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指责美方
此举“与国际法相悖”，表示将共同努力，维护自己企业的利益。

随着近年来拉美政坛右转，美国看到了重建其在拉美
影响力的时机。美拉关系上，美国再次唱起了“主角”。

彼时，为了挽救不断下滑的美国影响力，一直擅长一手
“大棒”一手“胡萝卜”的美国，偷偷藏起了“大棒”，时任总统
奥巴马甚至对古巴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目前，美国政府收起
“胡萝卜”，挥舞“大棒”，向部分拉美国家施压。此次，美国再
次打出对古制裁“组合拳”，令拉美上空“门罗主义”的阴云
越压越低，加大了拉美局势的不确定性。

(参与记者：郭洋、朱东阳、刘品然、赵晖、朱婉君；编辑：
唐志强)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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