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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观点

别听越南怎么说，关键看它如何做

本月19日起，越南国家主席
张晋创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
的国事访问。这是张晋创2011年7

月当选越南国家主席后首次访
华，也是中国组建新一届领导班
子以来越南高层首次来访。南海
问题无疑是中越高层接触时绕不
开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方的欢
迎仪式上，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队
长在请张晋创检阅部队时，喊出

的是“同志”而非一般情况下的
“阁下”一词。更有80名北京小学
生手举两国国旗列队用越南语喊
欢迎口号，张晋创还亲吻了一名
小学生。这样的场景，在近年来中
国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欢迎仪式中
非常罕见。

中方对张晋创来访如此重
视，张晋创也适时给予回应。习近
平主席在与张晋创会谈时强调，
双方要坚持推进双边谈判和友好
协商，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争议复
杂化、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防止
南海问题国际化。张晋创则表示，
愿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有关
问题，共同维护海上和平稳定，不
使其影响两国关系。

然而，就在张晋创做出上述
表态前不久，5月31日在新加坡举

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越南总理
阮晋勇还曾在演讲中影射中国破
坏南海航行自由。同样是在这次
会议上，当被问及越南更信任中
国还是美国时，阮晋勇竟一时语
塞。虽然此番张晋创在北京重提

“珍视越中传统友谊”，并表示越
南一直将对华外交置于首要位
置，但素有充当东南亚大国野心
的越南，其实际行动则是积极拉
拢美国因素介入南海争端，意图
借此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虽然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闹腾
得最欢，但实际上非法占据中国南
沙岛礁数量最多的是越南，并且越
南还在这些岛礁上建堡垒驻军民，
制造假象扰乱视听。菲律宾大张旗
鼓闹事时，越南则趁势将一些外部
力量引入南海，比如，从俄罗斯购买

基洛级潜艇，与印度海军在南海举
行联合演习等。可以说，越南在南海
问题上的小动作从未间断，它有自
己的一套小算盘。

而这些小算盘打与不打并非
张晋创一人所能左右。在越南国
家体制中，有“四驾马车”之说，即
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国
会主席。四者在党、政、军的权力
和事务中彼此制约，逐渐形成强
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
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
的态势。越南在对待南海问题上
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是多人组
成的决策层共同谋划的结果。张
晋创作为越南国家主席，仅是谋
划者之一，他虽然能够在南海问
题上表达出一定的立场倾向，但
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所作所

为，很难说张晋创在中国的表态
就是越方在对待南海问题上的主
流意见。因此，期待张晋创此次访
华能为中越解决南海岛争做出多
大贡献，恐怕并不现实。

双方的此番高层接触，更重
要的意义在于摸清彼此的态度和
底线。结合近期中菲岛屿争端中
菲律宾并未尝到甜头的现实，以
及中国海军在南海地区借大规模
军演表现出的捍卫领土主权的决
心，越方或想借高层访华来暂时管
控局势，避免滑向与菲律宾同样的
下场。如果说这是越南的“缓兵之
计”，或许有些言重，但可以肯定的
是，张晋创的种种表态，只是对越南
小算盘的暂时修正，难以改变其大
方向，对此中方必须看透，并做好
应对各种态势的准备。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当地时间6月19日，美国总统
奥巴马站在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勃
兰登堡门前发表了演讲。2008年，
当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来到
柏林时，曾受到柏林人近乎疯狂
的欢迎，有近20万人到现场聆听
他的演说。然而短短五年后，勃兰
登堡门前却只稀稀拉拉地站了
4000多人，柏林市民显然没给这位
美国总统留什么面子。

与咬字不清的小布什不同，
奥巴马是公认的演讲高手。此次
演讲中他更是脱衣挽袖，运用肢
体语言表示德美关系亲近，“我们
可以像朋友那样，不要太正式。”
然而，在做这一连串动作时，奥巴

马与听众之间却隔着一层厚厚的
防弹玻璃墙，这让一切秀亲密的
举动都失去了说服力。有媒体甚
至调侃说这道玻璃墙是“奥巴马
的柏林墙”，而整场演讲效果则有
如“呵壁自语”。

勃兰登堡门一向被视做美国
总统演讲的一块“福地”。在这里，
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发
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是一个柏林
人》，并以一句“一切自由人，不论
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
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我是一
个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被载
入史册。还是在这里，1987年，美国
总统罗纳德·里根指名道姓地对

苏共总书记呼吁：“戈尔巴乔夫先
生，请推倒这堵墙。”两年后，柏林
墙便轰然倒塌。此次，奥巴马选择
在同一个演讲台上发表演说，显
然动了一番心思。

然而，与两位前辈当年的慷
慨激昂相比，抑扬顿挫惯了的奥
巴马，此次反而显得中规中矩。究
其原因，不能不说是因为现实没
给他提高嗓门的底气。肯尼迪和
里根之所以敢拍着胸脯给欧洲盟
友做保证，是因为当年美国有这
个实力——— 肯尼迪时代的美国正
处在国力的全盛期，而里根上任
之初虽然遭遇严重的衰退，却依
靠“里根经济学”力挽狂澜。反观

奥巴马，其第一个任期交上的答
卷显然不完美。目前，美国经济虽
已开始复苏，但真正起飞尚需时
日，这让奥巴马无法如前任一般
为欧洲盟友开支票。

除了实力，奥巴马面临的最
大麻烦恐怕还是业已被破坏的美
国和其盟友的信任关系。“谁是我
们敌人，谁是我们朋友？”对于这
个问题，里根和肯尼迪当年是有
着清晰答案的。然而今天，经济全
球化造就的“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现状，让奥巴马政权对世界
各主要国家都态度温吞，不敢放
硬话。恐怖主义的困扰，又让其不
得不草木皆兵，被一些媒体认为

是此次演讲冷场重要原因的“棱
镜”计划，恰是这种疑神疑鬼的体
现。

当年肯尼迪与里根背对着柏
林墙演讲，而现在奥巴马却面对
着防弹玻璃墙演讲，反差是巨大
的。当然，美国总统、柏林、勃兰登
堡门，这几个名词串在一起已然形
成了一种惯性。不管此次演讲是否

“精彩”，它注定是“重要”的，至于影
响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不过，
在奥巴马演讲的当天，普京就对其
演讲中的重点之一“核裁军”做出了
回应，称决不放弃俄国的核威
力——— 既然是“对墙演讲”，碰壁后
的回音当然总是很快的。

奥巴马的“对墙演讲”会被记住吗？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八国集团峰会这个由世界最
富裕国家的领导人出席的多国会
议没多大希望在叙利亚、伊朗、朝
鲜或任何其他主要安全问题上取
得进展。

由于与盟友合作的现有机制
不充分，美国常常不得不拼凑临
时性联盟，譬如“叙利亚之友”。这
种联盟具有灵活性，但它们只会
让各国在一些不相关联的问题上
进行战术性配合，而无法在广泛
的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

要想实现这种水平的协调配
合，美国应以美国国务院2008年
提出的一项倡议为基础建立国际
组织。当年，几个民主国家负责决
策的高级官员在多伦多开会，开
启了一个针对全球挑战的新对
话。会后产生的国家集团包括了
美国的那些最亲密的盟国——— 英

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
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欧盟。

尽管美国与“民主十国”集团
的伙伴不会在所有问题上意见一
致，而且许多问题的解决仍需要
与俄罗斯、中国和其他世界大国
合作，但“民主十国”集团通过提
供一个强有力的一体化的战略合
作平台，将使得美国及那些志趣
相投的盟国在应对西方世界当今
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方面促进共同
利益，并采取有效行动。

点评：当今世界存在很多全
球性议题，这些并非某个组织或
某个集团所能应付和解决得了
的。拉帮结伙的做法无助于不同
社会制度国家间共同应对全球议
题，只会在彼此间筑起不信任的
藩篱。

美国《华尔街日报》：

美国应用“民主十国”取代八国集团

奥巴马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发表
讲话时提出的进一步削减核武库的
愿望在几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美俄两国拥有的核武
器合计占到全球的95%。如果这两
个国家不能进一步削减各自的核
武库，它们就无法着手劝说另外
七个有核国家削减其规模较小的
核武库。

其次，美国削减了自己的核
武库后，就能更加理直气壮地主
张伊朗和朝鲜不要发展核武器。

第三，奥巴马和普京没有让
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妨碍
其他方面的进展，这很好。当然，

我们也不应得意忘形。我们不知
道普京是否会签署新的削减军备
协定，以及是否会要求美国在其
导弹防御计划方面做出更多让步
(该计划一直让俄罗斯耿耿于怀)。
不过，柏林宣言表明，即便双方在
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难以解
决，奥巴马还是在继续尝试与普
京建立有效务实的关系。

点评：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
核武库的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在
削减核武器上起到表率作用，并
为之付出真实的行动。否则，一切
都是空谈。

英国《金融时报》：

奥巴马的核提议意义重大

奥巴马身穿胸前有
标志性字母“S”的超人
服装。他脚下的报纸上写
着含有以“S”字母打头
的词句，包括“秘密”、“国
家安全局秘密监视”、“又
一个丑闻？”和“秘密电
话”。他边上的一位男士
说：“还记得以前‘S’代
表的是‘超级’的意思
吗？”他手中的报纸上写
着“监视秘密”。

近日，美国中央情报
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
曝光“棱镜”等美国秘密
情报监视项目，将美国政
府的争议做法置于风口
浪尖。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监视超人

主持人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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