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以“来往”增强中国影响力

5月5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访华行
程。次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抵达上海。巴以领导人在中国有一
天多“汇合”时间，但是遗憾的是，7

日阿巴斯离开北京，而8日内塔尼
亚胡才会到达北京，巴以领导人在
中国“你来我往”而失之交臂未能

“握手”。即便如此，巴以领导人同
时出现在中国意味深长，也标志着
中国介入中东事务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

北京和上海分别是中国的政

治与经济中心，阿巴斯和内塔尼亚
胡的“落脚点”也说明了巴以领导
人访华各有需求。阿巴斯来华主要
是寻求政治与道义支持，而内塔尼
亚胡则更希望为以色列企业扩大
出口寻找机会。巴以领导人访华可
谓各取所需，但同时出现在中国大
地，一方面说明中国与巴以两国关
系友好，另一方面为将来中国搭台
调解巴以矛盾埋下伏笔。

巴以问题是两国领导人要与
中国政府着重商谈的话题，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与阿巴斯会谈时
提出巴以问题的四点建议，勾勒中
国版的巴以和平路线图：支持巴勒
斯坦建国；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巴以
和平；坚持“土地换和平”的原则；
发挥国际社会的作用。习近平表
示，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
事业，同时也要尊重以色列的生存
权和合理安全关切。

以色列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
是大国之中为数不多与中东不同
阵营的国家都“说得上话”的，这为
中国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契机。
2002年中国设立中东特使，参与斡
旋中东外交纠纷，本次巴以领导人

同时现身中国，也说明巴以两国对
中国的认可。

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
来，巴以问题就成为中东地区的

“死结”，1967年战争之后，在美国
主导之下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
间的“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在过去
几十年间，以色列与埃及、约旦等
国实现了和平，巴以问题却一拖再
拖。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犹太人
定居点问题上分歧严重，“石头对
坦克”的冲突时有发生。

巴以问题不仅是中东地区的
安全隐患，也是令大国挠头的难
题。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首访以
色列、巴勒斯坦，熟稔中东事务的
国务卿克里三访中东。巴以问题将
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2012年中
美战略对话启动副部长级中东问
题磋商机制。巴以领导人“意外”同
时访问中国，但双方都没有意愿在
中国会面，除了双方难有共识外，
恐怕还需要照顾美国的面子。

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的外交
重心是战略再平衡，也就是从中东
收缩，加强在亚太的力量。两场反
恐战争让美国耗费巨大，另一个原

因是美国的“页岩革命”，对中东地
区的油气资源依存度下降，2020年
美国油气产量可与沙特媲美，并成
为能源出口国。彼时，美国还需要
维持中东的秩序吗？反观中国，对
外能源依存度不断提高，中东是中
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地，若中东局势
不稳，势必影响到中国的能源安
全。2008年12月以来，中国海军编
队先后14批次前往亚丁湾护航，中
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感”也在加
强。

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巴
以问题被眼花缭乱的中东政权更
迭“涂鸦”了，但是巴以问题却是中
东的“历史性”问题和“结构性”问
题，短期难以解决，长期持续存在，
是中东和平与否的关键所在。中国
若介入巴以问题，也就是抓住了中
东问题的核心。近几年来，中国在
中东问题上的声音不断增多，中国
是伊核问题国际谈判的成员国，在
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越来
越重要，不排除未来中国加入美
国、俄罗斯、欧盟与联合国搭起的
巴以问题“四方会谈”机制，彼时将
是“五方会谈”了。

中印边境对峙

或周期性爆发

作为曾有过武装冲突、
边界问题悬而未决、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早已确立的两
大邻国，对峙事件的“小插
曲”，折射出当前与今后双
边关系发展的诸多喜与忧。

对峙事件暴露了许多
隐忧。双方战略互信不足，
突出表现在存于两国精英
阶层中的“认识鸿沟”。有些
印度人强调，中国在钓鱼
岛、南海问题的大背景下，
试图借此“敲山震虎”。而有
些中国人则担心，印度企图

“趁火打劫”，与日本等国遥
相呼应。客观看，这些看法
多少有夸大渲染之嫌。

领土问题涉及中印核
心利益，肯定急不得，必须
从战略上稳步推动解决进
程，但长期悬而未决，类似
事件会不会周期性爆发，甚
至更为严重，谁也不好说。
因此，中印两国在这一问题
上要有大智慧、大决心、大
勇气，争取早日妥善解决。
(作者：钱峰，据5月7日《环
球时报》)

“马肉风波”核心

还是道德问题

今年年初的“马肉风
波”在欧洲闹得沸沸扬扬，
其核心不是食品安全问题，
而是道德问题。

面对汹涌群情，上世纪
90年代因“疯牛病”建立的
欧盟食品安全制度自动启
动了。接着，欧洲建立新的
DNA抽查制度。为对付马
肉，连欧洲警察组织也出动
了。目前，被查实的斯潘盖
罗公司已经启动破产程序，
关于相关责任人的司法调
查结果尚未出炉。

尽管欧盟食品安全制度
号称“世界最好”，但还是出
现问题，这说明：再严格的制
度，也需要道德来支撑。

在德国一个养奶牛的
村落，我问奶农：“若有人掺
水怎么办？”他们都不以为
然。细问才知，这些奶农家
家都有一块祖传的草地，世
代以养牛为业，谁若掺假被
发现了，会被开除出养牛合
作社，不仅无脸见人，更无
人来收奶了，只有破产一条
路。(作者：吴黎明，据5月7
日《新华每日电讯》)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事件已
经过去几天，尽管叙利亚新闻部
长祖阿比第一时间表态称“叙利
亚不是软柿子”，但其实谁都看得
出来，对于这个内部战乱不止、外
部孤立无援的老冤家，以色列已
然将其当成了“软柿子”——— 据以

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官方
透露，他们对空袭后的国际反应
表示“满意”，因为即便是阿拉伯
国家，对此事的抗议也不如以前
那般强硬了。

不过，叙利亚这个如今的“软
柿子”想当初建国时可是“硬气”得
可以，曾与埃及一起被视作实现领
导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与独立的
核心大国。从核心到“软柿子”，叙
利亚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说冤也
不冤。

二战以后，摆脱了英法统治的
各阿拉伯国家，大多向往复兴萨拉
丁时代以来未再实现过的统一阿
拉伯之梦，即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
的阿拉伯国家或联邦。这股思潮被
称为“泛阿拉伯主义”。作为底子较
厚的埃及和叙利亚等国，顺理成章
地成为这一梦想的主要推动者。无

奈的是，阿拉伯人的这个梦想与另
一个梦想——— 以色列的复国运动
迎头相撞，无论是以色列复国还是
阿拉伯统一，占有耶路撒冷这座圣
城都被视作不可或缺的关键。于是
1948年5月16日，自恃国力雄厚的
埃、叙等阿拉伯五国向着刚刚建国
仅一天的以色列宣战，拉开了整个
中东战争的序幕。

吊诡的是，五次中东战争让
以色列越战越强，最终成为“最小
的超级大国”，而阿拉伯国家却一
次比一次打得不顺手。尤其是叙
利亚，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的贝
卡谷地空战中，被以色列打得输
干老本，创造了损失战机比0：82

的惨败纪录。在军事不利下对以
色列是战是和的争执，最终破坏
了叙利亚与阿拉伯其他国家的关
系。随着埃及和约旦相继与以色

列和解，叙利亚俨然成了“抗以前
线”上的孤家寡人。

在没有练好内功的情况下就
急切地挑起阿拉伯复兴之梦的大
梁，这大约是叙利亚由胜利走向失
败、由失败走向内乱的主因。作为
20世纪参战次数最多国家之一的
叙利亚，国防开支居高不下，无法
放手发展经济。而常年的临战状
态，则给了阿拉伯复兴党政府太大
的权力，最终造成国内动乱。类似
的情况在埃及也有发生，这两个中
东战争中的领导者，如今都深陷混
乱的泥潭，恐怕并非偶然。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
后，则近道矣。叙利亚如今内怀忧
弊、外伺强敌的窘状，提醒着所有
国家，在国际事务这盘大棋局上，
着实该好好思量一下出招的先后
顺序。

叙利亚到底算不算“软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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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孙兴杰
国际关系史博士

巴以问题是中东的“历史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是中东和平与否的关键所在。中

国若介入巴以问题，也就是抓住了中东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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