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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

穆尔西的“出埃及记”为啥演砸了

亚伯拉罕诸教的典籍中，都
记载过“出埃及”的故事——— 先
知摩西，带领他的人民从埃及出
走，从而摆脱了法老对他们的奴
役。2 0 1 2年，在这部史诗上演的
故地埃及，发生了与故事中的情
节几乎雷同的一幕——— 走上大
街 抗 议 的 民 众 推 翻 了有“ 新 法
老”之称的穆巴拉克，而选出的
埃及第一任民选总统，名字与那
位 古 代 先 知 是 一 样 的 ，都 叫 摩
西。只不过因为翻译的缘故，中
国人习惯称这位新总统为穆尔
西。

如此惊人的巧合，本应是个

好兆头，然而谁也想不到，穆尔
西新版的“出埃及记”仅维持了
不 到 一 年 就 演 砸 了 — —— 6 月 3 0

日，在穆尔西就职满一周年的日
子里，迎接他的不是民众的肯定
和赞扬，而是全埃及1400万人要
其下台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埃及
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如果在四
十八小时内危机还得不到解决，
军队就将插手干预。如今军方宣称
的最后时限已到，“辛辛苦苦几十
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曾轰动一时
的埃及革命，眼看就要以推翻军政
府始，以复辟军政府终了。

说起复辟这事儿，其实不新

鲜。就拿老版的“出埃及记”来
说，当年跟着先知摩西出埃及的
不 少 人 ，其 实 没 走 多 远 就 后 悔
了，找各种借口想走回头路。摩
西最终能平息这股“复辟思潮”，
是因为他比较牛，能从沙漠里变
出干粮，从岩石中敲出泉水。在
现实中，大多数改革者没先知摩
西 那 个 能 耐，想 把 改 革维 持 下
去 ，就 只 能 靠 政 治 智慧 解 决 问
题——— 曼德拉和当年关押他的
典狱长握手言欢，金大中特赦曾
迫害自己的前总统全斗焕。对于

“摩西”们来说，真正执政后一般
都会变得比较温和。因为游行示

威毕竟不能当饭吃，疾风暴雨式
革 命 过 后 的 国 家 ，急 需的 不 是

“分开红海”，而是弥合共识。
遗憾的是，现任埃及总统穆

尔西似乎不太懂这个道理。上任
后不仅对穆巴拉克等一干人等
进行了大规模清算，甚至还试图
在已广泛世俗化的埃及推行一
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浓厚的宪
法。这些不看火候的政策，显然
搞坏了他那原本就不那么牢固
的执政根基。穆尔西挂的虽然是
首位民选总统的光环，但上任时
获得的得票率仅为5 1%，属于涉
险上垒。人气不足，还要哪壶不

开提哪壶，真不知道穆尔西的这
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气从
何而来，莫非真觉得因为自己叫

“摩西”，改革起来就如有神助？
面对一千四百万人的游行

队伍，有人调侃说，穆尔西完成
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
功地促成了穆巴拉克支持者与
反对者之间的合作———“合作”
反对穆尔西。其实，穆巴拉克当
年又何尝不是在与此相似的“合
作”中倒台的呢？只要改革者对
民主的理解还停留在“51%对49%

的专政”这种层次，这种悲剧性的
“合作”就将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阿根廷不会为谁哭泣
□本报驻阿根廷特约记者 张亚东

虽然“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是
一首世界名曲，但艺术毕竟不是
生活，因为阿根廷是不会为谁哭
泣的，这一点大可放心，尤其当它
欠了谁十几亿美元的时候。

前几日，以美国埃利奥特管
理公司为首的一小撮债权人集体
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准
备强制让阿根廷偿还一笔国家主
权债务。其实，数额不多，也就是
13亿美元(约70亿元人民币)；时间
不长，也就是从2001年开始打官司
一直到现在；机会渺茫，因为作为
世界知名“滚刀肉”国家，阿根廷已
经把“乾坤大挪移”和“移花接木”等
若干功夫练到了炉火纯青。

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榜
样，阿根廷全国各地的民众酷爱
游行抗议，敲着锅、打着鼓，反对
一切看不上眼的“人和东西”。当
然，那些游行抗议的日子无一例
外都是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好
天气。你得知道，携家带口地出门
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顺便怪罪一
下别人可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对于阿根廷人来说，责怪他人不仅
是家常便饭，还能赖以谋生。

去年10月份，在美国埃利奥
特管理公司及一干人等的集体请
求之下，非洲加纳地方法院出于
国际法的正义感，扣留了正停泊

在该国港口的阿根廷“自由号”教
学护卫舰。这一下激怒了阿根廷，
民众迅速有效地组织起游行，抗
议美国、抗议加纳、抗议催债的埃
利奥特！大家均认为：军舰被扣押
要怪埃利奥特还有加纳的多管闲
事。请不要小看“滚刀肉”国家的功
力，从被扣留那一天开始，阿根廷
军舰就巍然不动地呆在加纳的港
口里，这一呆就是大半年的时间。
在阿根廷宁舍军舰不还钱的气魄
加压之下，加纳最高法院上周最终
否决了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认为
这是阿根廷自己的事情，就让这军
舰哪来就回哪去吧，耗不起了！

上周，阿根廷政府终于面对欲
哭无泪的几个美国小公司使出绝
招“乾坤大挪移”，正所谓要么不动，
一动就是必杀。阿根廷政府主动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玩起了“债务呼
叫转移”，阿政府要求美国高法援
引加纳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判决
阿根廷主权债务问题是阿根廷本
国国家问题，和美国无关。有意思
的是，阿根廷政府的新闻机构还趁
机暗讽美国：“对于一个国家和国
际社会来说，没有什么事儿比得上
一个外国对本国的核心主权指手
画脚还令人受刺激的了！”

面对如此高手，埃利奥特管理
公司的13亿美元，一路走好不送。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只要改革者对民主的理解还停留在“51%对49%的专政”这种层次，埃及革命式的悲剧就将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格天下谈

日本《每日新闻》

日本应改善与中韩关系

日本《每日新闻》7月2日刊
发社论称，如果与中韩关系迟
迟无法改善，日本在东亚的存
在感将会下降，这也会影响日
美同盟。

社论说，在因领土和历史
问题而对立的情况下，安倍尚
未与中国和韩国领导人会谈，
不过，作为外交方针，日本必须
要稳固与周边国家关系。只不
过，仅从这一点考虑，日本无法
与中韩改善关系。

社论认为，中日关系的困
难也有日方的原因。首相否定
此前大战的侵略行为，是让人
很难接受的言论。此外，安倍政
权人士的很多言行都让人怀疑
其历史认识“右倾化”，这让中
方疑虑：“安倍首相是否真想改
善中日关系？”

在与韩国关系上，日韩外
长会谈时隔九个月得以举行，
双方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
但是，朴槿惠总统却将中韩关
系放在了比日韩关系更为优先
的位置上。

社论认为，在参议院选举
中，安倍和各政党应当讨论如
何改善和重新建构与中韩的关
系。

《人民日报》海外版

南海立规矩先要拿诚意

今年的中国—东盟(10+1)会
议上透露，9月将在中国举行第六
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
会和第九次联合工作组会议。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
针对“准则”的立场已经发生了
变化，中国不再“拒绝行为准则”。

中方同意与有关各方磋商
“准则”，体现出中国与东盟的
合作姿态。但同时，中国坚守原
则，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并未出现重大转变。从解决南
海争端的方式来看，中国仍然
坚持当事国之间直接进行友好
协商，而不是以多边方式商议
领土争议。中国愿意与东盟国
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开展良
好交流，认可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该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但同
时强调同少数国家围绕南沙岛
礁的争议不是中国同东盟之间
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
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
海”。双方需要循序渐进推动各项
合作，包括就“准则”进行磋商。

“拔苗助长”只会欲速不达；蛮横
无理的行径，只会对现有成果造
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本版投稿邮箱：
q lg jp l@163 .com

新加坡《海峡时报》6月29日
刊登署名文章，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
巴里·德斯加在文中认为，对全
球趋势的很多分析都有一个重
大缺陷：认为人们熟悉的社会发
展模式将在其他地区复制。新加
坡人就陶醉在有关亚洲崛起、影
响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肆
宣传中，忘了亚洲崛起出现在一
个政治相对稳定的和平时代。

文章说，如果亚洲走向冲突
与动荡期，南海和东海等地矛盾
升级或东亚核武威胁加剧，那么
资源将转而用于加强防御能力。
外国和当地投资者将被吓跑。在
扩大地区经济和政治合作方面
的进展很可能会放慢。

文章称，眼下，亚洲强国开始
再次发挥重要的全球影响力，但
是，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应当警惕
必胜主义声音。当亚洲国家提升
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时，不仅西
方将抗拒这种权力的转移，较弱的
亚洲国家也将更为警惕新兴地区
霸权日益扩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新加坡《海峡时报》

亚洲尚不足以取代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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