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日本本““入入常常””，，明明知知行行不不通通也也要要赚赚个个吆吆喝喝

上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度过了他六十大寿。他在推特
上向国民许诺，说自己虽已年
过六十，但仍然会以四十岁的
心态为国效力。这不，刚过完生
日，安倍就飞赴纽约参加联合
国大会，为一件“不可能的任
务”——— 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而奔忙。

“入常”这事对于日本，算得
上是追求多年的夙愿了。2005年，
在日本、巴西、德国与印度四国
主导下，联合国汇总了一份旨在

“增常”的安理会改革决议案，不

过这个决议案没有获得多数支
持，最终失败。此次日本牵头的

“入常”方案与上次几乎如出
一辙，据报道，日本准备明年
秋天在联大抛出新改革提案，
将现在的安理会“五常”变成

“十一常”，增加日本、印度、德
国、巴西等国。

日本“入常”的理想很丰满，
无奈现实过于骨感。抛开其与中
韩等国关于历史问题的官司不
谈，光以经济实力而言，长期走
下坡路的日本也大有“王小二过
年”的感觉。自上次冲击“入常”
九年来，日本不仅失去了经济实
力老二的交椅，受世界经济危机
的影响，腰包也远不如当年阔绰
了。没了银子撑腰，安倍凭啥敢
说这次尝试就会比上次更靠谱？

何况，日本在对“入常”策略
的选择上实在不靠谱。由于担心

受到中韩等国的阻拦，日本每次
都选择跟巴西、德国、印度等国
搞“组团申请”，可是日本光知道
自己有拦路虎，不想想它找的这
几个“队友”之所以情愿组团，也
是各自都有本难念的经——— 正
如日本“入常”有韩国当拦路虎，
德国有意大利，印度有巴基斯
坦，巴西有阿根廷。如果四国联
盟“入常”成功，就意味着另外四
个国家的地区影响力将大大减
弱，所以日本这边抱团，拦路虎
那边也抱团。日本这么一圈折腾
下来，“入常”难度到底算增了还
是减了？这不明摆着嘛！

既然日本“入常”如此难以
实现，安倍为何非要“知其不可
而为之”呢？其实此次安倍出访
前，日本各大报纸又对申请“入
常”的利弊大作了一番分析，把
安倍的那点心思说清了：“买卖

也许不成，但这个吆喝咱得赚。”
安倍在“入常”上赚吆喝，首

先是为了做给国内看，纵观安倍
此次上台后的种种措施，你会
发现概念先行的气氛尤其浓
重，无论是经济上的“安倍三支
箭”还是国防上的“积极和平主
义”，甭管事情成不成，这位首
相似乎总喜欢先把概念提出
来，以便告诉国民自己在干事
儿。此次“入常”也一样，日本
人自己算了笔账，说此次冲击
即便顺利，真正被联合国纳入
讨论也要在 2 0 2 0年以后，那个
时候谁当日本首相说不准，不过
安倍肯定早不干了，所以吆喝一
下“入常”，对于安倍个人来说，
属于无本买卖。

借着给“入常”造势，宣扬一
番日本的国际形象，恐怕也是安
倍的盘算之一。日本在联合国的

架构中其实一直乐于扮演“模范
生”的角色，虽然日本经济走了
下坡路，但在2013年至2015年的
联合国会费国分担比例中，日本
缴纳的会费仍然紧随美国之后，
排在第二位，日本在参与联合国
各项救援行动中也显得十分热
心。所以，借着为“入常”造势，
好好宣传一下自己这方面的形
象，总不是坏事。何况，通过几
次抱团冲击“入常”，日本与印
度、巴西、德国这些“小伙伴”还
真培养出了点感情，这不能不说
是日本屡次冲击“入常”的意外
之喜。

退一万步说，在中日关系冷
淡如此的背景下，日本的“入常”
方案即便一路过关斩将冲到最
后，也不会获得中国的首肯。安倍
的“入常”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
是个只能“赚吆喝”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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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人和巴基斯坦想，
那么阿富汗是能获得和平的。阿
富汗战争是基于外国人的目的和
利益，无论怎样，阿富汗人民都是
受苦难的一方，都是这场战争的
受害者。”

——— 即将卸任的阿富汗总统
卡尔扎伊说。

“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
方，战时对女性施加性暴力都属
于反人权、反人道主义行为”。

——— 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联大
演讲时表示，韩国非常关注防止
纷争地区经受苦难的女性和儿童
遭受人道主义伤害的问题。

“我对印度人民表示祝贺，印
度成为历史上首个初次尝试就到
达火星的国家。”

——— 印度总理莫迪称，一直
相信“曼加里安”号火星轨道探测
器不会令人失望。

“法国在伊拉克对‘伊斯兰
国’的空袭将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没有国界。”

——— 法国总统奥朗德谴责阿
尔及利亚武装分子杀害一名法国
人质，强调说这将坚定其打击“伊
斯兰国”的决心。

“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讲，没有
任何一个恐怖组织能够仅仅通过
空中轰炸的方式得以摧毁和根
除。”

——— 伊朗总统鲁哈尼警告美
国及其盟友的空袭行动并不能彻
底摧毁叙利亚的“圣战”分子。

“俄罗斯和中国的核潜艇能
力令美国担忧。（美国）好景不长
了，好日子快到头了。”

——— 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在
推特上发文。

“我们应该租借核武器，向普
京显示，如果哪怕一名俄罗斯士
兵未经允许踏上波兰土地，我们
将发起攻击。我们不会让你们（俄
方）前进一步。如果你们想试试，
将会毁灭，我们也一样。”

——— 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接
受波兰《共和国报》采访时作出上
述表态。

“我什么也不怕也从未怕过。
我代表的是一个大国，这赋予了
我更多力量。我无法想象我会受
到谁的威胁。”

———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日
前声称，他不惧怕俄罗斯并且没
有办法想象有谁能威胁到他本
人。

（赵恩霆 整理）

法新社、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独立报》：

美空袭“伊斯兰国”令巴沙尔获益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23日表

示，他支持任何打击恐怖主义的
国际行动。分析人士说，叙利亚
或许不能阻止美国牵头在其领
土上发动袭击，但它希望针对

“伊斯兰国”“圣战”分子采取的
军事行动对己有利。布鲁金斯学
会多哈研究中心主任谢赫在谈
及叙利亚政府相对温和的反应
时说：“他们必须接受现实。”

大马士革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阿卜杜拉说，大马士革一直想
在打击“圣战”分子的战斗中表
现为一个盟友。他说，叙政府认
为自己的军队对于反“圣战”分

子的国际努力是十分重要的。
“盟军将被迫与叙利亚合作，因
为除了叙利亚政府军及其盟友，
没有能够打击恐怖主义的地面
部队。这种合作可以成为政治谈
判的序曲。”

位于巴黎的智库国际关系
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比塔尔说，
美国牵头发动的这些袭击可能
间接使巴沙尔政权受益，至少短
时间内是这样。因为像“伊斯兰
国”这样最激进的组织将试图逃
离袭击或收缩其影响，对巴沙尔
政权造成的压力会减小。伦敦国
际战略研究所的中东安全问题

分析师胡卡耶姆认为，叙政权在
近 期 处 于 最 佳 受 益 者 的 位
置——— 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
军事上。然而，短期的受益或许
会转化为长期的劣势，现在断言
还为时过早。

巴沙尔可以反思一下，世界
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在将其劲敌
炸得灰飞烟灭，而在去年，这个
国家还希望把他炸得灰飞烟灭。
叙利亚政府并没有傻到只看到

“朋友”的表面意思。奥巴马是巴
沙尔最不想与之联手的人，叙利
亚政权将带着最深的忧虑关注
事态的发展。

《印度时报》、新德里电视台、美国传统基金会：

莫迪访美欲谋求参与“亚太再平衡”
“备受期待”的印度总理莫

迪首次访美于2 6日开始，许多
“重大事项”将在此访中宣布。莫
迪访美的经济重要性将高于政
治，“这是一次印度政府对美国
商界的访问”。“美国将想方设法
拉拢印度一起对抗中国，这将是
一场灾难，印度务必谨慎对待。”
这是印度前外长纳特瓦尔·辛格
在24日的一场演讲中表达的担
忧。辛格表示，“印度如果同日本
结成对抗中国的同盟，同样是无
效的。”他强调，现今经济发展要
比外交政策处于优先地位，“良
好的经济状况将促进形成优势

外交局面”。这位前印度外长说，
美国很清楚莫迪至少要在印度
掌舵五年，而美国本身不再是超
级大国，印度已成长为美、俄、中
之外的另一大国，所以应该获得
平等的话语权。作为辅佐过两任
印度总理——— 拉吉夫·甘地和曼
莫汉·辛格的外长，辛格建议莫
迪应尽快访问俄罗斯。他称，奥
巴马访印期间曾被要求支持印
度“入常”，但至今美国什么也没
做，相反俄罗斯是唯一支持印度

“入常”的大国。
不过，美国显然不这么想。

被认为在许多方面代表美国政

府观点的智库“传统基金会”高
级研究员柯蒂斯24日发文称，莫
迪访美的优先事项必须是“维护
亚洲安全”：莫迪对日本的成功
访问和中印边界冲突意味着，印
度将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中
发挥重要作用。柯蒂斯认为，“和
印度加强关系符合美国利益：印
度蓬勃发展的经济为美国贸易
和投资提供了机会，印度的战略
重要性对维护亚太平衡非常重
要。印日走近和中印冲突表明，
该地区的权力版图正在发生变
化，这可促使印度在美国的亚太
再平衡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点评：在美国扩大打击
范围，开始空袭叙利亚境内
的“伊斯兰国”目标之时，我
们不应忘记去年奥巴马曾
在打不打叙利亚上的犹豫
不决，实际上想从中东适度
抽身的美国当时并不想与
大马士革较劲，何况其背后
还有个俄罗斯在撑腰。如
今，F-22飞到了叙利亚上
空，但另一个亮点是美国在
空袭前与伊朗通了通气，这
或许可以理解为间接地向
大马士革示意。美国对叙态
度仍然是两条并行不悖的
线，一条是坚决地反恐，另
一条是避免与叙政府军直
接碰撞卷入叙内战泥潭。

●

●

点评：将印度前外长
辛格的担忧和建言，与美
国智库学者柯蒂斯的猜想
相对比，显然前者更具历史
纵深和长远眼光，也更加符
合印度自身利益和外交定
位。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智
库，总是喜欢一厢情愿地认
为对方会义无反顾地拜倒
在美国战略之下，殊不知向
来独立性强的印度外交没
那么容易屈从某一方，反倒
是在大国间扮演有效变量
更加游刃有余，也符合印
度的实际利益。柯蒂斯的
观点，与长期在外交一线
纵横捭阖的辛格相比，差
距还是蛮大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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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围栏的里面，美国特
工处竖立了一个稻草人，以吓唬
企图翻越围栏的闯入者。近日白
宫连遭非法闯入，引发美国人对
特工处工作不力的质疑。

(原载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
网站)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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