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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

历史观、战争观是人类基本价值
观之一。而日本右翼政客公然在历史
观、战争观上，挑战“有共同价值观”
的美国盟友底线。

安倍再度当政以来，为何在历史
观、战争观问题接连与国际社会发生
价值观冲突？

其主要原因来自三方面：第一，
目前这场较量的实质是维护还是颠
覆战后日本国内和国际秩序的一场
斗争。第二，日本右翼与美国之间的
历史观、战争观本来就有不可调和的
矛盾。日本政府强调日美拥有共同价
值观的实质，是通过强化反共意识形
态来掩盖这种矛盾。第三，日本政治
右倾化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右翼保
守势力现已控制日本众议院的多数
议席，并可能在今年7月参议院选举
中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度得
势。为了赢得选举，右翼似乎不太在
乎美国的脸色了。

日本长于“价值观外交”，并强调与
多国“价值观一致”。然而在根深蒂固的
利益不同点上，在无法回避的大是大
非上，这种“一致”是个苍白的谎言。

（作者：刘江永，原载于《人民日
报》海外版）

叙利亚危机已经持续了两
年，目前处于僵持阶段。对于巴
沙尔政权，美国态度很明确。美
国东部时间16日，在美国国务院
的例行新闻吹风会上，新闻发言
人PSAKI女士在回答巴沙尔能
否保留荣誉性职务提问时表示：
巴沙尔必须下台。

但是，美国和西方经济还在
复苏之中，国内问题一大堆，也
难以再撒大把美元来发动一场
消灭巴沙尔政权的战争。当然，
山姆大叔也有自己的办法，强力
不可行，那就来巧实力。具体说
来，美国对巴沙尔政权的政策可
谓是“饿死”战略，就是最大限度
地孤立巴沙尔政权，切断它与国
外的政治经济联系，让这个政权

自己垮掉。这一年多来，美国及
其盟友实行的是经济制裁和支
持反对派的政策，但一直没有达
到目的。从最近美国政策来看，
美国试图建立最广泛反巴沙尔
政权“统一战线”，准备给巴沙尔
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一方面，美国继续加强与盟
友、伙伴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沟通联
系。5月17日是挪威的宪法日，克里
国务卿发了一个祝贺声明，尽管只
有100多个单词，但还是念念不忘
两国在叙利亚和中东和平问题上
的合作。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16

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美，在
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克里国务
卿先大谈美土盟友情谊，恭维土耳
其是横跨欧亚大陆一个有影响力

的大国，然后话锋一转，表示希望
土耳其在叙利亚政权过渡问题上，
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继续发挥

“关键伙伴”的作用。根据美国国务
院公布的行程，5月21日到27日，克
里将有一次中东之行，其中22日将
访问阿曼，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即
讨论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美国还积极争取
叙利亚的支持者。目前，联合国
正在筹备有关叙利亚政治过渡
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和平会议，
美国及其盟友和俄罗斯都会参
加。在 5月 17日国务院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发言人PSAKI女士
透露，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讨论伊
朗参与此次会议的可能性。虽然
发言人口风很紧，但是这也表明

美国力图扩大“统一战线”的态
度。美国和伊朗目前是水火不容
的死敌，但是，如果作为叙利亚
铁杆支持者的伊朗在叙利亚问
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一
致，那么完全有可能成为压垮巴
沙尔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实总是复杂和多面的。就在
美国辛辛苦苦构建“统一战线”的
时候，17日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记者们就把俄罗斯向叙利亚
运送反舰导弹的消息抛给了发
言人。面对这个棘手问题，发言
人PSAKI女士反复强调这只是
已知的俄叙之间的旧协定，一向
严谨的PSAKI女士似乎有些乱
了分寸。看来，实施“饿死”战略，
美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继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俄
罗斯和非洲四国以及出席金砖
国家领导人峰会以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于5月19日启程访问印
度、巴基斯坦、瑞士和德国，作为
担任总理后的首次出访，李克强
的行程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
从战略和经济两大领域选择俄
罗斯和印度作为首访目的地，透
露出新一代领导人经略周边和
发展重心西移的战略取向，这是
中国外交战略重大调整的信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
外交的重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
不同的选择，但核心都是强调大
国外交。

2008年以来，中国外交面临
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
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
国的崛起备受关注，也引发了国
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疑虑
和恐惧，加之域外大国介入争端
企图浑水摸鱼，中国周边环境呈
现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态势，
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压力有所上
升。面对此等压力，全世界都在观
望中国领导人如何实现外交突
围，为中国和平发展夯实基础。

从两位领导人首访的行程
安排来看，中国外交重心开始从

重视大国外交向重视周边外交
转变，在经略周边中，从强调传
统大国向强调新兴大国转变。俄
罗斯和印度均具有三大共同特
征：一是都是与中国毗邻的周边
国家，有着漫长的边界线，邻里
守望，不可离弃。二是都是新兴
经济体大国，经济快速发展，有
着繁重的发展任务和强烈的发
展愿望。三是在现有国际政治经
济环境中有着共同的遭遇，尤其
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均受到
欧美政治经济体系的强大压力，
面临着调结构、转方式的共同问
题。因此，中国与这些新型国家
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有着共

同的利益基础，也有着共同的心
理感受。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家主
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出访归根到
底都是为了拓展中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新空间，维护和巩固中
国发展的势头。李克强总理访问
之前，在印度报纸《跨越喜马拉
雅山的握手》上的署名文章，集
中传递出中国与印度联手打造
亚洲两大发展引擎的愿望，具有
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影响，表明中
国可能将启动“经济发展重心西
移”的战略。从国际来看，中印经
济优势互补，潜力无穷，无论从
经济规模，还是从国际影响力来

看，中印两大经济体的“携手对
接”都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中
印经济共同振兴不仅有助于把
世界经济带出危机的阴影，而且
有可能重新规划世界经济的地
图和游戏规则。很多人都认为，
世界经济的未来在亚洲，而亚洲
经济的未来需看中印，中印能否
建立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
大国关系，将是决定亚洲和世界
经济未来的关键。从国内来看，
中印大国合作有助于中国打通
经济改革开放的“西南大通道”，
将逐步改变中国经济重心偏重
东南沿海的格局，有助于中国经
济发展重心西移，建立更加均衡
的地区经济格局。

如果把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看作是中国经济“向西看”的一
只翅膀，李克强访问印度和巴基
斯坦将是中国经济实现西南突
破的另一只翅膀，在东南沿海地
带“三海共震”的背景下，中国改
革开放“向西看”的战略调整已
经形成了以中国经济为主体，以
俄罗斯-中亚方向和印度-南亚
方向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布局。
李克强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行
的核心就是打通这一战略通道，
与印巴一起联手维护地区和平
与安全，实现地区共同繁荣。

美国想“饿死”巴沙尔政权
□本报国际观察员 吴华伟

经略周边成中国外交重心
“日美价值观一致”

是个谎言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观察家

70多年前的抗战期间，“战国策”派
的领袖人物雷海宗先生，就曾表明自
秦汉以来，中国的知识阶级即士大夫
们，业已丧失春秋时代士族阶层文治
武功集于一身的理想人格，无事时奔
忙于“鸡虫之争”，大难来时则“惊得都
作鸟兽散”，乃是典型的伪君子面貌。

古代士大夫阶层的最大弱点，就
是没有血性、缺乏尚武精神，在该担
当时不敢担当。这又与他们的另一个
弱点有关，那就是士大夫们习惯于以
道德论世，对经世致用一窍不通，对
如何解决国家难题没有办法，这使他
们在该担当时不能担当。

在当下以及较长时间的未来，中
国都会是一个内部矛盾特别之多、利
益分殊极为明显的时代，也是一个外
部纠纷格外显眼、国外压力甚为巨大
的时代。中国当前急需的，是出现能
够引领潮流的新人群，带领中国建立
梦想并向新的梦想迈进。这一人群应
当思想敏锐，意志坚决，敢于担当，深
刻明悉中国国家利益所在，也洞察中
国应当担负的国际责任，无论是鹰派
还是鸽派，都懂得在维护国际和平的
同时，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作者：程亚文，原载于5月20日
《环球时报》，原题《鹰派兴起是中国
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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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担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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