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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美国外交笔记

美国“不选边”把穆尔西赶下台
□本报国际观察员 吴华伟

埃及军方一场政变，把“民
选”总统穆尔西赶下了台。穆尔西
走到这步田地，与其丧失民意支
持，难以掌控埃及局势有关。但
是，美国人“不选边”在客观上也
加快了穆尔西的倒台。

“不选边”地支持示威者。美
国人早就对穆尔西有所不满，在6

月28日新闻吹风会上，有记者提
到穆尔西准备实行的一些反对司
法、媒体以及关闭电视台的政策
时，发言人文特雷尔称埃及人“有
权自由表达观点和忧虑，政府应

该保护这些权利”，而对于穆尔西
政府的表现，文特雷尔表示“他们
应该通过改革让经济和政治体制
重回正常轨道。”随着成千上万的
埃及人上街反对穆尔西，美国人
提出了“不选边”的政策，7月1日，
文特雷尔称：“我们希望看到埃及
人成功，我们不选边，我们不支持
一个特定的党派和组织。”穆尔西
的局势都火烧眉毛了，美国人却
强调“不选边”，这其实是变着法
支持示威者。在7月3日的新闻吹
风会上，一名记者忍不住发问发
言人帕萨基女士，“这看起来很清
楚，你们是站在军队和示威者一

方，而不是在穆尔西总统这一
边。”这虽然是记者的追问，却也
很好地概括了美国的立场。

釜底抽薪压垮穆尔西。对于
穆尔西来说，在这场政治危机中，
他最大的王牌在于他是一名“民
选”总统，“民选”二字意味着没有
合法正当程序不能被无端废除。
但是，美国人毫不留情地瓦解了

“民选”总统的合法性。在7月2日
吹风会上，帕萨基女士摆出了美
国在“民选”问题上的立场，“民主
不仅仅只是选举，还得确保能够
倾听民众声音”。而奥巴马在与穆
尔西通电话时也表示要“(穆尔西)

采取措施对示威者的关切负责”。
美方的表态撕掉了穆尔西总统的

“民选”护身符，也是在暗示穆尔
西必须要对示威的反对派负责。
没有了护身符，面对街头群情激
奋的示威者和磨刀霍霍的军方，
穆尔西只能眼睁睁地面对惨败下
台的结局。

默许埃及军方的行动。对于
埃及军方囚禁总统，暂停宪法的行
动，美国人出奇地平静，7月3日，在被
问及这是否是场军方政变时，帕萨
基女士称“情况还在变化之中，我们
正密切观察局势，我不能对相关的
报道下定论。”而在之后奥巴马总

统的声明以及6日克里的声明之
中，我们看到描述这场政治危机
的是骚乱，而不是政变。

自从1978年有关中东和平的
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埃及就成
了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支柱，美
国每年给埃及援助达15亿美元，
而1 3亿美元都流入了军方的口
袋，美国也通过军方对埃及政局
施加了重大影响。正如布鲁金斯
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
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所说：

“在埃及以及相当一部分阿拉伯
国家，没有美国首肯，不会有什么
事情发生。”

日本人的“舰队恐惧症”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7月7日，中俄两国在日本海
上开始联合军演。日本方面，继日
本官房长官小野寺五典日前称将

“高度关注”该军演之后，7日，首
相安倍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
说：“中国希望以力量改变现状的
举动是错误的。”

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考虑到日本在历史上干了不少“以
力量改变现状”的事儿，安倍挑这么
个日子教训他国要爱好和平，不免
让人齿冷。不过，日本海毕竟就在日
本的家门口。身为岛国国民的日本
人，对于在海平面上出现陌生的巨
舰，是有“恐惧症”的，且患病早不是
一天两天了。

正如7月7日对中国人有着特殊
的意义一样，7月8日，对于日本来说
也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160年前的
这一天，美国将军佩里带领四艘新
式蒸汽战舰在横须贺港靠岸，以武

力威胁日本通商。漆黑而硕大无比
的军舰和舰上架起的六十多门大
炮，在闭关锁国的日本引起了极大
恐慌。此次事件在日本被称为“黑船
来航”，与“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一
样，黑船事件开启了日本近代史。所
不同的是，“黑船”所带来的惊奇与
恐惧，促使日本奋发图强，走上了维
新之路。

1891年7月9日，北洋舰队在日本
的港口靠了岸。李鸿章选在这个日
子让实力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访问
日本，也许是想学佩里吓唬日本人。
但他失算了，北洋水师的花架子虽
然让日本人震惊，但却刺激了他们
的野心。参观了定远号的一名日本
高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我国只
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的巡洋舰，根
本无法(与中国)相比。同行观舰者皆
卷舌而惊恐不安。”以此事件为契
机，日本全面加大对海军的投入，最

终，日本在甲午海战中一战击溃了
徒有其表的北洋水师。

2013年的7月7日、1853年的7

月8日和1891年的7月9日，都曾有
不同舰队出现在日本的海平线
上。可以说，日本近代史的前天、
昨天和今天，就是在对这些异国
舰队的恐惧中度过的。然而，日本
人的“舰队恐惧症”其实比舰队本
身更可怕。军事学家马汉断言，海
军的特性决定了其战略必然是进
攻式的。作为岛国的日本，如果丧
失制海权，将意味着其漫长海岸
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有可能遭受进
攻。正是出于对此的惧怕，每一次

“黑船来航”都会激起日本的“后
招”。对于此次中俄军演，日本“后
招”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日本
参议院改选在即，修宪问题屡被
提及的今天，安倍等人想必会借
此大做文章。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瑞互降“门槛”

给欧盟上了一课

7月6日，中国—瑞士自由贸
易协定正式签署。

瑞士虽然是一个小国，却是
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
有开放的心态，是最早进入中国
市场的欧洲国家之一，早在2007

年就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
地位。这非但没有损害瑞士的利
益，相反，瑞士从与中国的合作中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欧盟面
对中国的发展，不是主动适应，提
升自己的竞争力，而是想诉诸贸
易保护主义，搞“堡垒欧洲”。从长
远看，这并不符合欧盟自身利益。
所以，瑞士对欧盟的启示就是要
改变心态，多点开放，少点保护。

英国《中国投资参考》：

中国农民工

消费实力大增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刊物
《中国投资参考》半月刊最近对中
国1500名农民工进行的一次调查
表明，2012年，2 . 2亿农民工在消费
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共计4 . 2万
亿元人民币，是印度尼西亚消费
支出的1 . 5倍，也高于土耳其23%。

虽然品牌意识仍处于初级阶
段，但随着农民工群体在收入阶梯
上的爬升，对某些品牌——— 既有国
外的也有国内的——— 明显喜好正在
迅速出现。这些牌子包括康师傅和
统一方便面、肯德基和麦当劳快餐、
诺基亚和三星手机、安踏和李宁运
动服装、双汇加工肉食产品、雪花和
青岛啤酒以及淘宝网在线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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