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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印印关关系系““高高开开””之之后后还还需需““高高走走””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明天，也就是8日，外交部长
王毅将启程前往印度，开始为期
两天的访问。与以往不同的是，
王毅此访还肩负着另一重身
份———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
印度领导人多次邀请习近平主
席访问印度，中国外交部上月底
曾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双方正
通过外交渠道就此保持沟通。显
然，王毅外长的印度之行，是在
为习近平主席访印打前站。但此
次王毅访印身兼特使一职，更凸

显出印度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
地位。

中印关系本轮“高开”始于
2013年。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上
任后的首访国家就选择了印度，
而时隔仅5个月，时任印度总理
辛格就到访北京，这是两国总理
自1954年以来首次实现年内互
访。

在上个月莫迪就任印度总
理3天后，李克强总理与其通电
话表示祝贺。而且，即将于7月在
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也给
习近平主席与莫迪举行会晤创
造了时机。如果以王毅外长4月
访问拉美为习近平主席7月出访
做准备来考量，加之金砖国家峰
会因素，预计习近平主席访印可
能在今年下半年成行。

去年辛格结束访华之后，中
国即召开了分量极重的周边外
交工作座谈会。印度作为中国西

南重要邻国，自然成为中国外交
的主攻方向之一。去年中印边境
也曾发生过帐篷对峙等事件，但
这些插曲并未影响到两国关系
的大局。

面对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中
印两国走近的需求远远大于对
抗。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整体
上呈现出“东乱西稳”的态势。日
本在东海挑起钓鱼岛争端，菲律
宾、越南等国频繁在南海滋事挑
衅，美国逐步推进亚太再平衡战
略，同时朝鲜半岛局势也时有反
复，牵扯了中国一大部分外交精
力。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中
亚和南亚国家关系保持稳定发
展，为中国周边环境营造出一个
较为安稳的“大后方”。

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之后，美
国、日本等国急于向其示好，谁
也不愿失去印度这块拥有巨大
市场、巨大战略价值的“肥肉”。

在美日构建对华包围圈的当下，
中国能否与印度保持开局良好
的双边关系，战略意义非同小
可。

而对于履新不久的莫迪来
说，要想实现其竞选时“复制繁
荣”的承诺，同样离不开中国。莫
迪此前曾主政印度古吉拉特邦
十多年，并先后四次访华“取
经”，在绝大部分时间内，该邦经
济表现超出全国水平，被外界称
为“印度的广东”。但莫迪要想在
印度全国复制古邦的奇迹，绝非
易事。作为一位青睐中国发展经
验的总理，莫迪明白振兴印度经
济离不开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印
度也同样想分享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的红利。

不过，在看到莫迪在经济上
注重实践和效率的同时，还应该
对他在安全领域的态度保持清
醒认识。莫迪去年曾多次指责印

度政府对华妥协，今年年初，莫
迪在“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
南地区)造势时宣称，任何超级大
国都别想将这一地区从印度手
里夺去。不久前，莫迪还任命了
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和东北部地
区的联邦部长，外界认为这两项
任命显示出莫迪在安全与边境
事务上依然对外示强。

无论莫迪是否真的对外强
硬，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他主动向
巴基斯坦示好、邀请中国领导人
访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莫迪
如若一味地在边境问题上保持
强硬，必然会损害其与中国合作
促印度经济发展的计划。可以明
确的是，中国对发展中印关系始
终持积极态度，未来中印关系能
否保持“高开高走”的态势，要看
双方能否逐步增进互信，更要看
新德里能否展现出足够的灵活
与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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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

图说世界 一周声音

“我们不会支持俄罗斯的民
族 主 义 ，也 无 意 复 兴 苏 联 帝
国……我们只是希望发展自己的
国家，而且显然是在本国疆域之
内。”

——— 前往法国出席盟军诺曼
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前，俄罗
斯总统普京3日在索契接受法国
媒体采访时说。

“美国全心全意站在乌克兰
人民身后，不只是未来几天或几
周，而是未来几年。”

——— 美国总统奥巴马4日对
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说，美
国对乌克兰的全心支持是长期
的。

“CNN并不关心自由、公正
和独立的新闻报道，工作起来更
像是一群间谍。”

———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3

日 批 评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利用记者采访从事间谍活
动，为此土警方将CNN记者抓捕。

“你还是美国口音吗？”
———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近日在一个慈善活动上跟著名物
理学家霍金开玩笑。霍金幽默地
回答说：“是的，我的口音是有版
权的。”身体残疾的霍金不能主动
发声，但他使用独具特色的智能
电脑通讯系统，让他能控制电脑
发声。

“说实话，我认为我们能施加
的影响不多。他们的政治危机是
一场百年不遇的对抗，将决定谁
能在王位传承之后的新泰国掌握
影响权力布局的能力。”

———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鲍尔如此
评价美国政府对泰国军事政变的
态度。

“曾几何时，美国政府是仿效
的对象，但今天几乎没人真的相
信。华盛顿特区的民主党人和共
和党人不仅不管事，甚至几乎不
跟对方讲话，我们也不再是世界
楷模。”

——— 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克里
斯蒂批评奥巴马让美国失去世界
楷模地位。

“北约28个成员国没有一个
国家会承认叙利亚大选结果，叙
利亚总统大选是一场闹剧”。

———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3

日说。

“最好不要跟女人争论，如果
有人越界太远，这往往并不是因
为其强大，而是因为其软弱。”

——— 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被
问到如何看待希拉里将自己比作
希特勒的评论时说。

(赵恩霆 整理)

美国《华尔街日报》：

欧洲法西斯主义幽灵卷土重来
用大多数坏事都有好的一

面这种观点来看看欧洲议会选
举结果。是的，法西斯主义正式
回来了，而且一如既往地丑陋。
在这个令欧洲大陆丢脸的问题
上，许多人都该受到指责，但让
我们先来看看最该受到指责的
人：法国选民。法国国民阵线的
创建人、该党“冬天的鬣狗”让-

玛丽·勒庞提出了一个欧洲如何
解决其“移民问题”的办法，他
说，“‘埃博拉病毒阁下’可以在
三个月内解决问题”。每4个法国
选民中就有1个人投了国民阵线
的票，从而使得国民阵线战胜中
右翼的人民运动联盟，并让执政

的社会党遭遇惨败。
下一个应受到谴责的是欧

洲的精英政治阶层。在《纽约时
报》上，法国《世界报》前主编茜
尔维·考夫曼撰文谈到了斯特劳
斯-卡恩恢复名誉一事，而就在
三年前，这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身败名裂一事曾尽人皆
知。法国一部有关欧元危机的新
纪录片给予了卡恩很高的评价。
考夫曼说：“在家看这部纪录片
时，看到法国一个名叫安托万·
加香的商业顾问说，‘卡恩是最
聪明的一位’，并说‘这是我最喜
欢他的地方。他让你觉得很有智
慧。他给人的感觉是法国制定了

一项战略’。”
接下来还有布鲁塞尔。当一

个名为让·莫内的政治天才上世
纪50年代开始着手创建欧洲经
济共同体时，他认为，正如历史
学家布伦丹·西姆斯指出的那样，

“统一只能通过欧洲主要政府之间
的悄悄合作来实现，从经济开
始”。欧洲各机构最大的成就都
来自于取消各领域的限制，从贸
易和旅行到居住和金融交易。但
至少有30年的时间，欧盟的主要工
作就是对从各国法院的司法宣判
到欧洲人所吃蔬菜的形状等问题
施加限制。“秘密欧洲”异变成了

“爱管闲事的欧洲”。

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的外
部合法性问题早在选举前就已解
决。欧美尚在2月底就已认定未来
的选举将是透明、民主和诚实的。
普京也已表示，俄罗斯将同乌克
兰新领导人一道工作。波罗申科
的合法性问题在其国内更为严
重。选举是在“内战”背景下进行
的，尤其是对至少两个不受政府
控制地区的平民动用了军队。按
照乌克兰宪法，只有在实行紧急
状态或战时状态的情况下，才能
在国内动用军队，宪法禁止在这
种情况下举行任何选举。

为了解决自身内外部的合
法性问题，波罗申科将不得不回

应乌克兰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包括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第
一，他必须控制住乌克兰全境，停
止军事冲突。第二，除了稳定政局，
波罗申科还必须确保经济稳定。
第三，波罗申科必须确保自身权
限得到有效实施的机制。但能否
成功应对国内政治挑战，在很大
程度上将取决于波罗申科的外交
定位。在这方面等待着他的是同
样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
没有明确和相应的答案。

为了与东南部达成永久和
解，波罗申科不仅必须亲自同其
代表直接谈判，事实上还得承认

“卢甘斯克共和国”和“顿涅茨克

共和国”，要同意从这些地区撤
走部队，就乌克兰联邦化进行谈
判，还要准备起义者有可能以保
持形式上统一为条件，提出实行
松散的邦联制，同时还要满足俄
罗斯的利益。也就是说，必须确
保乌克兰的中立地位，承认克里
米亚并入俄罗斯的现实，确保俄
罗斯天然气过境输往欧洲，同时
要为已消费天然气支付债款。

因此，波罗申科在总统岗位
上恪尽职守的机会极其有限，最
多一年。他多半又将是一个过
渡人物，成为外部玩家地缘政
治利益及其国内假盟友贪婪的
牺牲品。

点评：法西斯主义的
抬头，是经济危机之下社
会问题丛生导致的。当失
业率高企，外来移民又不
断涌入时，那种极端的排
外言论就有了市场，获得
选票就成为易事。不过，埋
怨法国选民的同时，也得
肯定法国选民。2002年法
国大选，国民阵线主席让
-玛丽·勒庞进入第二轮
投票，震动法国乃至欧洲
朝野，但最终还是被左右
翼联合打败。因此，不怕出
问题，重要的是问题出现
后要调整策略解决问题。

●

●

点评：在乌克兰，无论
怎样选举或者选出谁当总
统，都走不出寡头或其代
言人上台的怪圈。区别在
于，这个寡头往哪边看的
问题。波罗申科上台的合
法性暂且不论，他面临的
问题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美俄都不好得罪，东部
民间武装也不是好惹的。
值得关注的不是波罗申科
能在总统大位上呆多久，
而是乌克兰有无可能结束
原地踏步。现在看，可能性
不大。

●

●

山姆大叔一边在“人脸识别
档案”中查找，一边对“自由女神”
说：“等等……你是谁？”

据美国媒体6月1日报道，最
新披露的绝密文件显示，美国国
家安全局正在通过各种通讯渠道
搜集大量人像照片，并将其用于
复杂精密的人脸识别程序。
(原载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网站)

俄新社：

波罗申科：合法性、挑战、行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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