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2013年12月14日 星期六

编辑：赵恩霆 美编：罗强 组版：陈华世界周刊·观点

乌乌克克兰兰乱乱局局不不止止俄俄欧欧较较劲劲那那么么简简单单

一纸协定搅乱了乌克兰。
自11月下旬开始，因乌克兰政府
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
发的抗议示威浪潮，汹涌至今
仍不见消退。美欧等西方国家
谴责乌政府滥用暴力，俄罗斯
则指责乌反对派借题发挥另有
图谋，夹在中间的乌克兰陷入
在大国间搞平衡的外交困局。

实际上，从大约10年前开
始，乌克兰就一直在东、西之间
摇摆。2005年乌克兰大选，亲西
方的尤先科击败亲俄的亚努科
维奇当选总统，这被认为是继
2004年格鲁吉亚之后第二场颜
色革命。此后，乌克兰开始加快

融入欧洲的进程。但尤先科5年
任期非但没得到西方的多少好
处，更因糟糕的执政表现导致
经济下滑。2010年，昔日的对手
亚努科维奇取而代之当选总
统，虽然依旧秉持融入欧洲的
政策，但开始更多地顾及东边
的老大哥俄罗斯。

乌克兰是欧洲除俄罗斯外
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
4500多万人口，而且工农业基
础都比较好，这对于欧盟来说
是一个值得争取的大市场。不
过，在波罗的海三国“失守”加
入欧盟后，俄罗斯不愿意看到
西部边界上冒出一个乌克兰这
么大的欧盟成员国，更何况乌
克兰的经济与俄罗斯的联系更
为紧密。

但经济因素并非乌克兰此
番弃签协议的唯一原因。历史
上，乌克兰是前苏联第三大加
盟国，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雄

厚的东南部地区与俄罗斯联系
紧密，而且该地区居民信奉与
俄罗斯相同的东正教，从历史
文化和地缘上更加亲俄。苏联
解体后，乌克兰中西部地区二
战前一直是在其他欧洲国家的
版图内，这一地区以农业为主，
居民信奉天主教，这里的民众
与欧洲更亲近。在2005年大选
中获胜的正是代表中西部的尤
先科，而5年后取而代之的亚努
科维奇则土生土长在东南部地
区。不同的地域文化、历史传承
和现实联系导致乌克兰内部呈
现出分裂态势。因此，乌克兰每
一次政局动荡都夹杂着国际和
国内两大因素。

既然是国内政治力量在面
对面地较劲，那就难免掺杂着政
治家的个人考量。2015年初，乌克
兰将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这成
为现在这场政治动荡绕不开的
因素。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影响

力，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心知肚
明，他要想连任，就不能让现阶
段融入欧洲的脚步过快，如果现
在就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显
然是步子有点大了，因此他需要
踩刹车，强化与莫斯科的关系，
以获得强力支持。同时，得罪欧
盟乃至西方的后果也很严重。因
此亚努科维奇虽然踩了刹车，但
并未把话说死，而是说融入欧洲
仍是大方向。

不过，乌克兰反对派却借机
发飙，一方面表达对弃签协议的
不满，更重要的是，借机对与亚
努科维奇同党派的阿扎罗夫政
府施压，通过扳倒总理来削弱总
统亚努科维奇的势力，以便在不
久后的大选中争取优势。

执政者为巩固政权寻找外
援，反对派则抓住小辫子不放，
乌克兰政坛新一轮争斗刚刚开
始，2015年的大选选战提前拉
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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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邮报》：

伊朗或可助美国终结中东战乱
当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就

职演讲中说“持久的安全与和
平并不需要通过持久的战争
来实现”时，他不只是在重复
陈词滥调。实际上，他同时承
认了美军一直进行的事业是
愚蠢和无益的，它牺牲了很多
生命，耗费了大量资金，却没
给美国人带来什么结果，所以
现在这一事业将要结束。

这种战事降级并非没有
风险。随着美国的大中东战
争接近尾声，伊斯兰世界的
情况将变得更糟——— 极端主
义猖獗，暴力事件不断，反美

情绪高涨。美国已经推翻和
丢弃了几个独裁统治者，击
毙的恐怖分子也很多，但这
些被公认的胜利却几乎没带
来什么好处。阿富汗人会这
样发问，伊拉克人和利比亚
人也会这样发问，一直关注
美国中东政策的美国人也会
这样发问。

尽管无法保证，但达成
协议的基础如今是存在的：
美国接受伊朗，伊朗接受地
区现状。伊朗可以继续生存，
美国可以得到修复自己造成
的创伤的机会。美国可以通

过“德黑兰”这扇门退出其在
中东地区的不幸境遇。终止
大中东战争并不意味着该地
区存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
问题会突然消失。只不过它
们不会成为“山姆大叔”要解
决的问题。

点评：敌人其实也有可
以合作的空间，前提是在合
适的时机和大背景下。当前
的美伊关系大致处于这么一
个状况，只是两国关系解冻
路漫漫，而美国在中东的挫
折却近在眼前。

俄罗斯《导报》：

俄罗斯只是个“单方面强国”
尽管俄罗斯外交是极其

传统的，但在全球化且正不
断失控的当今世界，它又是
极其巧妙的。在这个世界里，
人们因害怕挑战，又回过头
来求助已受到削弱但尚有能
力保护他们利益的国家。仍
保持着高超技巧、除无条件
保护国家主权外，已不再为
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所累的俄
罗斯外交如鱼得水。最近的
一个例证就是在叙利亚问题
上走出的一个惊险妙招———
提议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

虽然俄罗斯外交也有不

足，但总的来说俄罗斯近年
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是极其
成功的。前苏联是军事政治
单方面强国，俄罗斯正在成
为外交单方面强国，没有其
他力量来源，或不会使用其
他力量。当然，依靠普京和拉
夫罗夫总比依靠导弹好，但
终究只是一个方面的大国，
因而也是不可靠的。

俄罗斯是有机会保住大
国地位的，但为此仅依靠巧
妙的外交是不够的，应该让
国家和社会重新重视人才资
源的发展，如果这样做，世界

很快将看到未来经济和社会
振兴的前景，当前不可避免
的若干年的落后也不会导致
外交分量的丧失，国家就会
有未来。

点评：大国并非一日炼成
的，更何况像俄罗斯这样从巅
峰跌落谷底，然后艰难往上爬
的大国。中国有句俗话，饭要
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
走。俄罗斯近年来在外交上的
成功有目共睹，而它在国内推
行的一系列改革，想必也会在
重新崛起的路上出一把力。

“死亡不可避免。如果一个人
完成了他心中对人民和国家的职
责，他就可以安息了。”

——— 南非前总统、自由斗士
曼德拉曾如此评价死亡。

“现在，千百万军民的颗颗心
脏里燃烧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意
志，要忠诚支持和拥护敬爱的金
正恩同志。”

——— 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
平海说。

“输就是输，赢就是赢，如果
能有几百万民众站出来，我们就
可以宣布主权回到人民手中；如
果大家不愿站出来，我们接受失
败，并准备自首和坐牢。”

——— 泰国反政府示威领导人
素贴近日在向示威民众宣布行动
计划时说。

“我没说‘永远不制裁’，而是
说‘现在不要’，如果谈判没能发
挥作用，我们会请求国会通过新
的制裁决议。”

——— 美国国务卿克里10日呼
吁国会给伊核问题谈判更多时间
和空间。

“2014年武装力量应该接装
40多枚最现代化洲际弹道导弹、
210架飞机和直升机、250多辆装
甲车。”

———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日在
俄国防部扩大部务会议上说。

“他们是黄衫军、红衫军还是
绿衫军都无所谓，对商业的冲击
都是一样的。”

——— 在泰国曼谷开咖啡馆的
奥地利人赫伯特·沃兰德说。

(赵恩霆 整理)

（上接B01版）

多国政要做客

中央党校、浦东学院

今年5月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访问中国，5月9日，内塔尼亚胡来到
被誉为“中国未来领导干部摇篮”的中
央党校发表演讲。

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表示，在全
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强大的适应和
创新能力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
的，中国和以色列的紧密合作将使两
国都获得更快更有效率的发展。内塔
尼亚胡指出，二战期间，中国人民热情
无私地营救和接纳了犹太难民，这是
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的坚实基础。
以色列希望与中国建立起一种长期
的、可持续的关系，“中以两国之间的关
系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

5个半月后，10月24日，中央党校迎
来了印度总理辛格。辛格此次访华备
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自1954年以来中
印总理首次实现年内互访，另一方面
则缘于辛格被邀请赴中央党校演讲。
印度媒体指出，这是一种少有的礼遇，
也说明中国对辛格此访的重视程度。

辛格的演讲题目是《新时代的中
国和印度》。辛格说，印中两国之间的关
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两国都以
各自的方式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塑造，
中国依靠的是制造业，印度则以服务
业见长。

辛格说，印中两国不是命中注定的
对手，双方应该拿出成为合作伙伴的决
心，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来定义两国的未
来，“这样做不容易，但我们必须不遗余
力，因为我们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印中两
国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

在辛格之前，泰国总理英拉、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等领导人也曾在中央党
校发表演讲。因为中央党校培训的都
是中国目前的领导干部和未来的领导
人，外国领导人特别希望和他们直接
对话，向中国领导层充分介绍本国的
立场和观点。

与中央党校类似的学府还有中国
浦东干部学院。4月8日，时任澳大利亚
总理吉拉德访问了浦东干部学院并发
表演讲。此前，浦东干部学院已先后邀
请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政要、
学者和世界五百强企业领袖来学院举
办讲座和授课，帮助学员树立国际眼
光，熟悉国际规则，提高跨文化交流和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能力。

社科院、中科大，

“冷门”同样迎贵客

外国政要访华时，演讲地点怎么
选择并没有固定规则，有些人会到顶
尖大学演讲，有些人会选择去社科院
等智库机构，比如希腊总理萨马拉斯。

5月16日，应邀访华的萨马拉斯来
到中国社科院，发表了题为《中国-希
腊战略关系：新开始与新前景》的演
讲。萨马拉斯谈道，中国人和希腊人认
识时间是以几百年甚至千年为维度。
两国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具有比较
研究的价值，比如，孔子与亚里士多德
和柏拉图谁更相似？老子更相似于毕
达哥拉斯还是赫拉克利特？孙子的思
想更接近于修昔底德的战略现实主义
还是色诺芬的战术实用主义？萨马拉
斯表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希腊是
通往欧洲内陆的天然门户，希腊愿意
成为发展中欧关系的重要通道。同时，
希望中希两种文明形成合力，共同构
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桥梁”。

除了公共外交的作用，外国政要到
访何地、去哪所学府演讲也会体现出其
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人友谊，比如俄罗斯
总理梅德韦杰夫。

10月23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在结束北京的行程后，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之邀访问他的家乡安徽省，并
在坐落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围绕科
技创新和交流这一主题发表演讲。

“你们知道莫斯科人口很密集，所
以为了不干扰民众通行，我坐直升机
上班，这就是我在直升机上拍的照片。”
梅德韦杰夫带来了自己拍的照片，不
仅有莫斯科城市风景，还有克里姆林
宫、黑海的照片，以及明年冬奥会举办
地索契的风景照。

梅德韦杰夫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任
职，时至今日也仍旧怀念以前给学生
上课的时光。面对中科大学生“请给现
在的学生一些宝贵建议”的问题时，这
位总理言简意赅地说了一条：多学习。
而当有学生问“对中科大建成一流大
学有何建议”时，梅德韦杰夫干脆地答
道：“中国科大本身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因为别人都在向你们学习，一切都很
好，看看你们的排行榜就知道了。”

“ 你 们 看 我 像 圣 诞 老 人
吗！！！”图中装扮成圣诞老人的大
象(象征保护富人利益的共和党)

身上的英文是“国会”，他把穷人
一脚踢开，身后的袋子里装满了
礼物，上面分别写着“五角大楼”、

“税收漏洞”、“公司福利”、“华尔
街”、“农业补贴”等等。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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