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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访美先访华，沙特国王决心“向东看”

最近，沙特国王萨勒曼率
一众王子和众多政商高官，制
造了个大新闻——— 自2月26日起
对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日本、
中国、马尔代夫和约旦等七国进
行历时近一个月的访问。

以萨勒曼到访印尼为例，
1500名随行人员分批次搭乘36
架飞机陆续抵达，整个代表团
行李重达459吨，其中包括2辆
奔驰S600豪华轿车和2部升降
电梯。萨勒曼在印尼停留9天，
前3天为国事访问，后6天则在
巴厘岛度假……

是不是有一股中东土豪气
扑面而来？但这可不是重点。最
值得关注的，是1月20日特朗普
就任美国总统后，萨勒曼罕见
地打破惯例，在没有访问美国

的情况下，率先到访中国——— 3
月1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

萨勒曼此次访华，是对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
特的一次回访。正是在去年习
近平访沙期间，两国宣布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沙关系
进一步加强。当前美国新政府
外交政策飘忽不定，中东政策
尚不明朗，沙美关系或将在奥
巴马时期积累的不信任感基础
上，进入一段不确定期。美国

《国会山报》指出，萨勒曼先访
华是其针对“不可预期和分裂
的白宫”的防患之举。

虽然沙特在中东和阿拉伯
世界都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国，
但在与中美等全球性大国的关
系上，萨勒曼上台后开始改变
以往全球事务重心在西方的传
统外交政策，转而寻求一种务
实的平衡术，即在防务安全上
巩固沙美同盟，但在经贸和能
源等领域则加强与中国等其他
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

沙特曾在多个年份成为中
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但去年
这一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国海
关总署今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
2016年俄罗斯对华原油出口同
比增加24%，首次超过沙特成
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而沙
特对华原油出口量则与2015年
基本持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倒
逼沙特在对华能源贸易上有更
大作为。

积极拓展对华关系，实为
萨勒曼“向东看”的重要环节，
积极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
略，助力沙特内阁2016年4月公布
的“2030愿景”经济改革计划。

萨勒曼2015年1月即位以
来，适逢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
大跌，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沙
特财政承受了巨大压力。2015年
沙特财政赤字达980亿美元，2016
年略有回落，但赤字规模仍有
900亿美元之巨，外汇储备由7400
亿美元降至5500亿美元。

同时，沙特面临的地缘政
治环境有所恶化。沙特对叙利

亚局势的干预近乎朝着反方向
发展，高调出手干预也门乱局
也未达到预期效果；而对手伊
朗在与西方国家达成伊核问题
协议后，其地区影响力显著提
升，沙特的危机感加剧。

此外，围绕叙利亚危机、伊
核问题和“9·11”事件后续起诉
等事件，沙美关系龃龉不断。由
于美国页岩油产业的快速发展
以及石油出口解禁，昔日的大客
户一下子变成了沙特的竞争对
手。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提
高产能等因素，使沙特面向欧洲
的原油出口也受到冲击。

萨勒曼这次长时间高调的
亚洲七国行，进一步证实了沙
特的战略目光不再紧盯中东、
围绕西方，而是投向更具经济
活力、增长动力和需求能力的
亚太地区。比如，在马来西亚，沙
特国有的阿美石油公司与马来
西亚国家能源公司达成总造价
270亿美元的炼化石化一体化项
目；在印尼，沙特阿美公司与印
尼国家石油公司达成了60亿美

元的升级印尼最大炼油厂等11
项合作协议；作为日本的最大原
油供应国，沙特需要稳住原油出
口，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日本在
非油气领域的投资，助力国内
经济改革，并力促沙特阿美资
产在东京证交所挂牌上市。

目前中国是沙特第一大贸
易伙伴，沙特是中国在中东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2016年9月的
G20杭州峰会前夕，中沙在北
京签署了“一带一路”与“2030
愿景”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中
国成为沙特能实现国家经济改
革的重要合作伙伴。

当萨勒曼一行在印尼巴厘
岛度假时，外媒爆出一条消息，
称沙特要买下马尔代夫的北尼
兰杜环礁，以保障沙特到中国
海上原油运输线的安全。马尔
代夫总统亚明随即否认了沙特
购岛的消息，但透露有个100亿
美元的大项目正在与沙特洽
谈。虽是一则传闻，却也凸显出
中国在沙特外交、经贸和能源
战略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为啥我们总觉得国外美女更好看？

这个星期，有两则新闻很
是“相映成趣”：英国《每日邮
报》网站称，美国“第一女儿”伊
万卡·特朗普正成为中国女性
最爱的“整容模板”，许多东方
女性想要和伊万卡一样的大眼
睛、高鼻梁、好身材；国外一个
叫做“大乐吧”（Bright Side）的
网站则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
女性保持年轻的12个秘诀》的
文章，在国外社交网站上引发
了热议。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国
外美女”更好看呢？想知道原
因，不妨先看看这两篇文章各
自都写了什么吧。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13日
刊文称，伊万卡已经成为中国
女性未来的整容“样本”，她的
眼睛、鼻子、嘴唇、胸型等几乎
都是中国女性的最爱。不过，整

容医生富兰克林·罗斯说，其实
伊万卡可能也是“整过的”：“根
据旧照来看，她可能做过美容
填充，打过肉毒素。”

说起中国的整容审美，近
年来一直在朝着欧式方向发
展：深邃的双眼皮、高鼻梁、丰润
的嘴唇和凹凸有致的身材，成了
东方女性向往的美女标配。而这
些优点都在伊万卡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也难怪她会成为中
国人眼中的美女模板。

中国女人羡慕西方人的相
貌特征，可拥有双眼皮、高鼻梁
的西方美女却在羡慕中国女人

“耐老”。上个星期，一名50岁的
中国女性徐敏登上了《每日邮
报》网站的首页，标题赫然写着：

“你能分出谁是妈妈，谁是女儿
吗？”保养得当、身材窈窕、看上

去和25岁女儿差不了几岁的徐
敏，让许多外国网友惊艳不已，
有人感叹道：“她看上去真的只
有20来岁。”或许正是这则新闻，
让国外掀起了一阵探索中国女
性为何看起来如此年轻的风潮。

“大乐吧”网站借机盘点了
中国女性保持青春的12条秘
诀，在咱中国人看来，有些似乎
是那么回事，有的却让人啼笑
皆非：一，中国女性舍得在化妆
品和美容产品上花“银子”；二，
中国女性特别注重皮肤保养，
注意防晒；三，中国女性追求苗
条身材，越瘦越好；四，中国女
性喜欢娇小的身材，“强壮”这
个词绝对不是用来形容女性
的；五，中国女性喜欢甜美可爱
的风格，比如粉粉的“公主风”；
六，中国女性很懂养生，知道哪
些食物对女性好，比如她们会
吃姜、黑芝麻、红糖等；七，中国
女性早睡早起，生活有规律，吃
完午饭后还会午睡；八，中国女
性不爱吃甜食，喜欢吃蔬菜；
九，中国女性爱自拍，手机上的
美颜功能会让眼睛更大、皮肤

更好；十，她们有各种各样的漂
亮衣服，比如旗袍；十一，除了
太阳，中国女性的第二大天敌
就是“寒”，她们只喝热水，有人
根本不吃冰淇淋；十二，她们还
有“坐月子”这么一说，生完孩
子后都要裹得严严实实的，在
家里呆上一个月！

整体看来，外国人的理解
好像是：中国女性相对西方女
性生活得更加精致，更加小女
人，这或许是中国女性特有的
魅力吧。

实际上，西方和东方审美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差距。比
如，不少西方人认为单眼皮、黄
皮肤、塌鼻梁才是典型的东方
美女特征，像“脸书”总裁扎克
伯格的妻子、传媒大亨默多克
的前妻邓文迪，在不少中国人
看来似乎都是长相一般的中国
女性。

说到底，如何让自己变得
更加美丽，是中西方女人共有的
天性。也无怪大家在这一点上相
互学习借鉴了，毕竟，哪个女人
不愿意自己又年轻又漂亮呢？

最近几天，由于英国脱欧
政策日渐成型，其境内不愿意与
欧盟分家的苏格兰地区的独立
派又闹了起来，苏格兰首席大臣
斯特金公然要搞“二次公投”，当
然，该动议被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严词拒绝。显然，这位新“铁娘
子”可不想重蹈前任的覆辙。

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两个地
方，今天说起来都属于联合王
国，但上追四百年，两国却是不
共戴天的冤家。事实上，这两个
民族的合并完全是一场偶然。

1603年3月24日，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这位女王
虽然号称一代明君，带领英国

人民打赢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
无敌舰队，却一辈子没结婚，更
没留下孩子继承王位。大臣们
一查家谱，发现离她血缘最近
的亲戚居然是隔壁苏格兰的国
王詹姆斯六世，于是就把这位
爷迎过来，在英格兰登基，称詹
姆斯一世。两个世代为敌的王
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共
主联邦”。

但是，对这次联盟，两国都
觉得自家吃亏了，英格兰那边
觉得，这个詹姆斯一世和他的
子孙都是英格兰历史上数得着
的“暴君”，把整个英国搞得乌
烟瘴气，逼着他们后来不得不
掀起光荣革命，砍了他儿子查
理一世的脑袋。而苏格兰那边
也有怨气——— 先是以共主联邦
的名义把我们吞并了，把我们
国王杀了以后又不允许我们独
立，你这不是“骗婚”吗？

但两个民族对这桩公案最
耐琢磨的争议，还是集中在那
个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
斯六世）身上。他到底是不是昏
君呢？在英格兰的历史叙述和
我们的中学课本里，此公当然
是个昏君，他一到英国就大搞
君权神授，想尽方法加强国王
权力，对内自作主张地认命了
一堆自己喜欢的“小鲜肉”出任
要职，对外花钱从来不跟国会
打招呼。这样的人在英格兰怎
么能混得下去呢？

但有趣的是，这位国王在
苏格兰人心目中完全不是这么
个形象。他一岁时就加冕为苏
格兰国王，在苏格兰一直执政
到36岁才去了英格兰，苏格兰
人民对这位他们看着长大的君
主挺熟悉。苏格兰在其执政期
间国力也是蒸蒸日上，不仅在
战场上逼平了宿敌英格兰，甚

至还开始殖民新大陆。今天你
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去，还能
看到这位国王横刀跃马的雕
像。此人在苏格兰即便不算明
君，至少也是中上之主。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呢？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两个民
族对这位君主之所以有不同评
价，不是因为詹姆斯本人有什么
变化，而是两国的体制大不相
同。当时的苏格兰是个王权很盛
的国度，由于之前的数百年里苏
格兰人一直在国王的带领下在
这片苦寒之地抵抗英格兰人，
因此国王在苏格兰人心目中既
是国主也是英雄，只要决断英
明睿智，说一不二也没啥。

但这种“英明之主”如果移
驾到英格兰，却一定会出乱子。
在英格兰，由于其地缘政治环
境比苏格兰宽松，因此可以花
更多心思限制王权，早在1215

年，英格兰贵族们已经逼着国
王签订了《大宪章》，规定国王
要受法律约束、要尊重贵族们
的产权，不经议会批准不许开
战。这些条条框框，猝然加在一
个习惯于操弄苏格兰式王权的
人的头上，不出乱子那才怪。

事实上，很多资料表明，詹
姆斯一世来到英格兰后，曾经
十分勤奋地学习这个新祖国的
文化，据说他常在牛津大学的
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临
走时还留下了那句很富诗意的
名言，“如果我不是国王，我愿
在这里当一名囚徒。”但不幸的
是，他移驾来英格兰时已经是
个36岁的中年人，思维已经开
始固化，而那些苏格兰式明君
的守则，每一条都会帮他在英
格兰招来骂名。“江山易改，本
性难移”，詹姆斯一世的故事，
其实就是个悲剧。

詹姆斯一世，一个国王两种评价

50岁的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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