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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拒绝奥巴马G8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在电话中告诉美

国总统奥巴马，他将不出席下周在美国戴维
营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据报道，自
上世纪末正式加入八国集团（G8）以来，这
将是俄罗斯总统首次缺席峰会。但在外界
看来，对此更准确的定义应是普京上演王者
归来后首次对美“挥拳”。尽管美国媒体倾
向认为，“普京将使俄美关系重回软对抗”，
但它们9日的集体表情仍是“吃惊”，因为此
时距普京宣誓就任总统仅过去两天。德国
电视一台评论说，虽然俄美关系没有处于

“冰河时代”，却已经能感到“寒冷”。 宗和

查尔斯王储偕妻子
客串天气预报主播

“今天阴，阵风，局部地区有‘王室风’。
BBC查尔斯王储为您播报。”没错，前日下
午，在英国广播公司（BBC）苏格兰演播室
播报天气预报的，正是查尔斯王储本人。
他在参观这间演播室的时候，颇有兴趣地
过了一把“主播瘾”。画面中，这位王储身
着黑西装、系蓝色领带，看起来十分自然，
风度翩翩地站在气象图前“指点江山”。他
面带微笑地指着身后的地图说道：“今日下
午（苏格兰）温度低、潮湿、有风。”

查尔斯王储念的播报稿是“量身定制”
的。不过，尽管有王储的“金口玉言”，也改变不
了该区域阴霾的天气。这不是王储第一次做此
类平民的工作了，今年年初，他曾驾驶过火车。

王储“下班”后，他的妻子卡米拉也试
着播报了一次。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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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壁画 将玛雅历法延续到7000年之久
证明2012年并非世界末日

玛雅“末日”,或可再延1800多年

据报道，在危地马拉的
佩滕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一
座小楼，小楼里面的墙壁装饰
是一幅非常独特的绘画——
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和
数百个潦草的数字，即许多有
关玛雅历法的计算结果。

考古学家称，这些结果
可能将已知的玛雅历法延续
到至少 7000 年之久。如果
这被证实，将打破此前玛雅
历法只持续5125年的结果，
从而证明，2012 年不会是世
界末日。

据报道，这座小楼北面的壁画上有 4
组很长的数字，它们是关于玛雅日历以
及月亮、太阳、金星和木星日期的计算，
这些日期可能将玛雅历法延续到 7000 年
之久。

据称，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玛雅日

历，这些数据涉及了一些关键历法和天文周
期的共同倍数，考古学家推测玛雅人以这种
方式来计算太阳的周期。但这些玛雅特定
的数据有何意义，还尚不清楚。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
和《科学》杂志上。

玛雅预言的“第
五太阳纪”

根据玛雅预言的表述，我
们所生存的地球如今已处在所
谓的“第五太阳纪”，即第五个
周期。到目前为止，地球已经
过了4个太阳纪，而在每一纪结
束时，都会上演一出惊心动魄
的毁灭剧情。

危地马拉籍的玛雅长老皮
克 顿 辟 谣 说 ，玛 雅 人 所 说 的
2012 年底新周期的到来，指的
是人类在精神与意识方面的觉
醒及转变，从而进入新的文明。

在危地马拉发现的壁画上，画有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和数百个潦草的数字在危地马拉发现的壁画上，画有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和数百个潦草的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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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此次探险队的波士顿大学考古学
家威廉·萨图尔诺说，玛雅人曾试图做的是
了解宇宙的大循环，已知的玛雅人的历法在
2012年结束，而这或许只是它的历法周期之
一。玛雅历法在一个周期结束后将会有一
个新的周期取而代之。

按照玛雅历法周期的计算，历法周期始

于公元前3114年，到2012年12月22日前后
的一天，一共持续了5125年。但是根据这次
最新的考古发现，玛雅人的预测周期至少已
到达了约 7000 年后的未来（3887 年），所以
可以说明2012年12月22日前后并不是所谓
的世界末日，而是一个轮回周期的结束和下
一个周期的开始。 据《法制晚报》

[

证
明]

2012非末日 只是一个周期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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