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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驻叙利亚、也门大使时延春做客齐鲁大讲坛讲中东危局

中东局势动荡更多是在内因
本报济南4月7日讯（记者

任鹏）7日，山东老乡，中国前
驻也门、叙利亚大使时延春做
客齐鲁大讲坛，主讲《当前中东
局势》，围绕中东为何成为世界
热点、地区政治动荡以及叙利
亚危机等问题进行了讲解，并
和听众现场交流。

一开讲，时延春的济南口
音便引来在场听众对这位老乡
的掌声“力挺”。为了能让听众
更全面地了解中东，时延春带

来了六大问题，分别从中东的
概念、中东为何长期成为世界
热点地区、中东的政治动荡、叙
利亚问题、伊朗问题以及中国
与中东进行解读。

作为中国前驻也门、叙利
亚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时延
春和卡扎菲、穆巴拉克等政治
强人素有交往。他讲述的这些
政治强人的公众形象之外的言
行举止，也让听众认识到他们
不一样的一面。

对于听众感兴趣的席卷中
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运
动，时延春专门用了不少时
间来详细讲述，分别介绍了
埃及、突尼斯、巴林等几个
主要国家的动荡局势。他认
为，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大动
荡 ，虽 然 和 外 部 环 境 有 关
系，但内因多一些，既得利
益集团垄断了一切，为自己
谋私利，导致贫富不均、贪
污腐败的问题，引起了人民

群众的不满。
但时延春并不看好这

些政权更迭国家的新政权
建设，他认为，目前这些国
家连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
没有解决好，民主政权的产
生 更 是 存 在 困 难 与 阻 碍 。

“简单总结就是，旧的倒了，
新的却没找到。”

大讲坛原定讲座时间是两
个小时，讲座结束时，已经超时
30多分钟，还有三位听众的提

问没有来得及解答。
由于到场人数较多，主办

方在会场过道中间临时添加了
座椅。主讲一结束，时延春便被
求签名、求合影的听众围了起
来。

齐鲁大讲坛由省委宣传
部、省社科院、山东大学和齐鲁
晚报联合主办，以“搭建思想平
台、共享精神财富”为宗旨，每
月两期，每期邀请一位嘉宾担
任主讲。

“很多年之前就有人说
我的口音，结果我努力改也
没改掉。今天，我估计你们
都能听懂我的济南话，所以
我就不用费力注意口音
了。”时延春在开场时拿自
己的济南口音开起了玩笑。
这一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
与现场听众的距离，大家纷
纷用掌声支持这个山东老
乡。

在老家举办讲座，时
延春讲得认真，听众们听
得带劲。时延春解答了部
分现场听众的提问之后，
已经超过规定时间半个
多小时。主持人、山东师
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魏建手里还握着三
张写有观众问题的纸条
没交给时延春。

“时先生解开了很多我
们想知道的关于中东的谜，
由于时间问题，我也不点评
了。”魏建说，“时先生也很
愿意讲，我敢说，他讲中东
问题比讲章丘讲得更具体，
因为他在章丘只待了16年，
但是他在中东待了40年的
时间。”

虽然没有点评，魏建这
样的“总结”，引来会场的一
阵笑声。

本报记者 任鹏

在叙利亚问题上，

中国没有私利

“最近有人提出来，中国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和立
场有问题。”时延春认为，中
国一向主张和平解决，不主
张动用武力，联合国的宪章
宗旨就是不干涉内政，尊重
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
不强行推翻一个政府。“在叙
利亚问题上，中国根据联合
国宪章，要求双方坐下来谈，
是没有私利的，也反对任何
一方使用武力解决。”

时延春表示，中国和西
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分
歧，但西方国家的主张符合
联合国宪章吗？我们中国是
符合的。

“中国现在在叙利亚问题
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但谈不上
主导地位。”他说，中国是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使
用否决权。我们不占主导地
位，是有历史、外交关系和外
交原则原因形成的。

巴沙尔政权

为何没倒台

“阿拉伯之春”运动中，

很多中东国家政权倒的倒，
垮的垮，叙利亚问题折腾了
一年多，巴沙尔政权为什么
没有倒台？时延春抛出了这
个问题。

他认为，首先是执政党
内部没有发生动乱和叛变，
领导集团都基本上属于一个
大的利益集团，相对团结。

再一个是军事力量的对
比。反政府武装不成气候，他
们的根据地只是一点小地
方，力量很分散，跟政府对抗
不了。

“最重要的可能是民意。
民意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派？这
不好说，但国内的民众希望能
和平下来，稳定下来，谁都愿
意过太平的日子，国家动乱的
时候谁都不好过。巴沙尔政权
执政下的叙利亚，至少还是一
个中等收入国家，民心不会太
乱。”时延春说，现在出现的一
丝曙光就是安南的调解，虽然
难度很大，但六点和平建议基
本上被认可。

“阿拉伯之春”

有无结出民主之果

时延春表示，“阿拉伯之
春”运动中，很多国家一开始
都打出了要民主、要自由的

旗号，但是这些人要的是什
么自由？什么民主？并没有一
个固定的理解。

像在埃及，有一部分学
生要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权，
一般宗教人士要求伊斯兰式
的，都有很大争议。所以，埃
及自己走的道路是什么？现
在也不明确。

“应该说，包括这几个变

了颜色的国家，他们要的民
主、要的自由、要的政权都在
摸索和探索之中，都没有一
个成熟的政策，没有一条成
熟的道路走。”

时延春认为，建立新的
民主政权最大的阻碍和困难
是，旧的倒了，新的却没找
到。原来的政权推翻后，要建
立什么样的政权？这些国家

都没有形成一个被大伙接受
的纲领，没有一个正规的政
党在领导，没有一个民主的
纲领在主导。

“民众最关心的就是民
生的问题，你光搞革命了，民
生上不去，还是有反对你的，
你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遗
憾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生问
题都没有弄好。”

格现场特写

改不掉的

济南口音

时延春细解三大热点问题，探讨中东动荡根源：

民生弄不好，就会有人反对
本报记者 任鹏

7日，时延春做客齐鲁大讲坛，主讲当前中东局势。本报记者 蔡旭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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