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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什么

用心分析起来你会发现，
同在27日举行的两场会谈真有
不少相似性——— 众所周知，近
年来火药味十足的半岛局势一
直吸引着全世界目光，朝韩这
两个同民族国家一度闹到不可
开交的局面；而同期的中印关
系也说不上多么友好，2017年6
月起，中印之间长达两个多月
的洞朗事件也曾引发外界对两
国矛盾激化的担忧。

而现在，两对曾经闹矛盾
的邻居选在同一天“冰释前
嫌”，这让人不得不猜测，这种
回暖的背后是否有国际气候的
变化在起作用。

4月22日，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在与来华访问的印度
外长斯瓦拉吉共同会见记者
时，宣布中印两国领导人将举行
非正式会晤。而在王毅的发言
中，有一段表述耐人寻味。他说，
本次中印领导人在武汉会面，将
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进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关系
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
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王毅对眼下国际格局变
动的评价十分严峻，虽然王毅
没有对这种“大变局”是什么给
出明确回答，但明眼人不难看
出，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的对
华贸易战，以及朝鲜半岛局势
近期急速转暖，无疑都是这一

“大变局”的具体表现。
当然，如果从表面解读，这

两个信号似乎是矛盾的：美国
加紧对华贸易战似乎是中美两
个大国冲突加剧的体现，而半
岛局势缓和似乎又在为这种对
抗释放趋缓的信号。但分析起
来，这种表面的矛盾实则又在
深层次上是统一的——— 两者共
同描绘了我们正面临的“大变
局”的实质。

半岛将现
“奥地利式妥协”

3月半岛局势缓和时，英国
《金融时报》曾撰文指出，虽然
早前的半岛关系趋紧必然导致
亚太局势紧张，但即将到来的
朝韩握手未必一定意味着亚太
局势同步缓和。相反，这可能是
一次“奥地利式妥协”，预示着

一场新游戏在亚太地区开启。
所谓“奥地利式妥协”，是

指二战后美苏通过签署协议，
以保障奥地利“永久中立”为条
件，结束对该国的分区占领。在
当时，一些乐观的分析曾认为，

“奥地利式妥协”将为美苏结束
在欧洲的对峙提供范本。但最
终的结果是，美苏在奥地利握
手言和，但没有结束冷战，反而
让两国腾出更多精力在东西

德、土耳其、中东乃至古巴等更
易于展现双方实力的区域展开
博弈。

眼下，类似情况似乎在亚
太重演——— 自朝鲜战争以来，
美国之所以持续对朝保持高
压，这种政策初衷是想把半岛
局势作为美国进出东亚的抓
手，保持其在亚太的政治、军事
存在。但半个世纪的高压政策
后，美国发现，半岛非但没有成
为其展现实力的舞台，反而逼
出朝核问题这个令中美等利益
相关方都头疼的区域不稳定因
素。由朝核问题引发的麻烦反
而经常要中美等大国牺牲自身
利益进行解决，可谓“小国绑架
了大国”“手段绑架了目的”。

因此，意识到这种对峙得
不偿失，美国才愿意回过头来
推动半岛关系缓和。而且，这一
进程中，中国提出的“双暂停”
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都意识
到，朝鲜半岛已不适合作为博
弈的地点。

很显然，这种推动正在走
向成功：朝韩首脑27日签署了

《板门店宣言》。如果这一宣言
执行顺利，美国在半岛维持军
事存在的必要性就将降低，甚
至以应对朝鲜导弹威胁为名进
驻韩国、引发中俄强烈反对的

“萨德”系统的存在也将成为
“无名之师”。

那么，美国会心甘情愿这
样白白降低自己在东北亚的存
在感吗？相信哪怕最乐观的观
察家也不敢做这种预期。

事实上，观察一下近年来
的亚太局势、印太局势，会发现
朝鲜半岛、南海、东海等区域热
点总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在
放弃了朝鲜半岛这块既有点危
险又十分“鸡肋”的冲突点后，
美国可能甚至必须寻找下一个
区域热点，以给自己在东亚的
存在“找理由”，并进而与中国
进行博弈。

正如一些外媒所指出的那
样，南海等问题最有可能成为
下一个热点，因为与朝鲜半岛

不同，这些问题都更直接地关
乎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领土完
整。同时，美国对华的经济遏制
也将加剧。所以，在可预见的未
来，我们很可能看到一个匪夷
所思的现象——— 在半岛局势趋
缓时，中国面向太平洋其他方
向以及经贸上的战略压力将会
逐步增加。

中国需要
夯实战略后方

在亚太乃至在世界格局
内，美国正在放弃二战以来的
固有格局和思路，开启一场新
博弈——— 这可能正是王毅所说
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
所在。

面对这种未知的新“打
法”，中国目前所能做的应是

“见招拆招”。美国在减少它的
战略博弈点，中国也应减少我
们的博弈点。而在这种“减法”
当中，与印度缓和关系几乎是
一种必然选择——— 受地缘等多
重因素限制，西南方向向来很
少成为中国外交上的经略重
点。与印度减少战略摩擦，将会
极大程度地减轻中国在西南方
向的压力，以便腾出更多精力
应对新的变局。

本次习近平主席与莫迪的
非正式会晤，正值上海合作组
织青岛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印
度将首次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
参会。如果印度愿意与中国缓
和关系，携手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中国不仅将在西南方向
上减少战略掣肘，更能与印度
的贸易实现互惠互利。一旦广
阔的印度市场对华敞开，在中
美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贸易战
中，中国将增添一分回旋的余
地。中国要通过稳住印度，夯实
自己的战略后方。

所以，让我们记住2018年4
月27日，这一天同时进行的两
场重要首脑会晤，看似巧合，实
则必然——— 二者都是“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和国际新秩序的
最新动向。

““文文金金会会””凸凸显显大大变变局局
““习习莫莫会会””正正在在开开药药方方

27日，两场重要的双边会
晤几乎同时在东亚举行，一是
朝韩首脑会晤，二是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
非正式会晤。朝韩和中印，这
两对邻居选在同一天“串门”，
令人不禁要问，这种安排的背
后，难道真的仅仅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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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会晤。

27日，文在寅和金正恩签署《板门店宣言》后相互拥抱。

27日晚，文在寅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在晚宴上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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