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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

“庄园会晤”，会的不仅是友谊

安纳伯格庄园，这一素有美
国“西部戴维营”之称的阳光之
乡，将于6月7日迎来一位新的重
量级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访问拉美三国之后，顺访这
座庄园，与奥巴马举行“工作会
晤”。

按正常安排，中美两国元首
的下次会晤时机应该是今年9月
在俄罗斯举行的G20峰会。如此看
来，2013年的“习奥会”足足提前
了3个月。据报道，会晤之所以提
前，缘起美国在获知习近平出访
拉美三国的行程后，奥巴马那几
天也恰好在美国西部地区，美方
主动与中方沟通，且双方都有提
前举行首脑会面的愿望，故“顺
访”得以成行。

虽然是顺访和工作会晤，但
从地点上看，规格和关注度甚至
可以超过正式的国事访问。安纳
伯格庄园是美国总统接待世界重
要国家元首或盟国首脑的重要场
所之一，包括英国女王和前首相

撒切尔夫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胡以及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都
曾到访过这里，这里无疑是领导
人展开私人交往的上佳场所。

11年前的2002年，时任中国
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了小布什总
统在得州的克劳福德私人农场，
此举被认为是两国领导人良好私
人关系的表现，也为中美两国增
进了解和互信创造了条件。如今，
安纳伯格庄园的“习奥会”也定会
成为中美两国元首建立私人友谊
的好时机，同时，长达两天的会
晤，可以抛去繁冗礼节，以更加轻
松自如的方式直面地区热点和双
方关心的问题，比如，朝鲜半岛和
叙利亚局势、巴以问题以及中美
贸易争端和网络安全等话题。

11年间，中美两国所面临的
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9·11”事件后，反恐是全球关注
的首要问题，中美两国也因此逐
渐找到了共同利益。随着美军逐
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历时

十年的反恐战争接近尾声，在“亚
太再平衡”战略的指导下，美国的
外交和军事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
倾斜。

经济上，美国借TPP与中国
倡导的中日韩自贸区抗衡；军事
上，美军借地区热点问题，将军力
重点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以应对
日益强大的解放军；在外交上，美
国不仅借日菲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问题在东亚滋生事端，还试图在
中国的“战略后院”缅甸施加更多
影响。

以上种种带有对抗色彩的行
动，都是两国战略交叉必然引起
的矛盾。在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当下，避免
中美两国因沟通不畅引发的误解
和误判，对整个世界来说意义重
大。而之所以存在误判的可能，则
是缘于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度不
高。

从11年前的克劳福德农场到
如今的安纳伯格庄园，中美始终

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加强沟通和互
信。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先
后有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国务卿
克里和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访
华，中方也派驻了新的驻美大使
崔天凯。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等各
领域，中美双方现有很多层级的
对话和交流机制，但当前的互信
程度还远远不够，在很多热点问
题和双方关心的问题上还存有巨
大分歧。因此，在新一届中国政府
成立和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期后，
首次“习奥会”显得意义非凡。

当然，两个大国在同一地区
有那么多利益交叉点的情况下，
中美达到双方期待中的信任程度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增
进一点信任，就会少一分不必要
的误解误判。中美两国关系的天
空中尚有许多乌云有待驱散，但
正如安纳伯格庄园“阳光之乡”的
美称，相信在此次“习奥会”的基
础上，中美两国互信会朝着拨云
见日更进一步。

日本正逐步脱离

美国实控

美国一些战略家曾说：美日同
盟就如同一个瓶塞，可以阻止日本
成为军国主义或军事大国。但实际
上，美日同盟更像是一个蛋壳，日本
右翼势力和军事力量就像蛋壳里不
断成长的一只怪鸟，一旦温度适宜
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可能破壳而出。
例如，石原慎太郎等人早在20世纪70

年代就宣称对美国“日本可以说
不”。现在，他又提出，日本将成为拥
有高技术的军事国家并应讨论核武
装。而美国则正逐步丧失对日本的
实际控制与影响力。可以预见，无
论美国意向如何，只要今年7月参
议院选举后自民党等主张修宪的
政党获得日本参议院2/3以上多数
议席，日本修宪就将势在必行。

一旦日本战后宪法被修订，不
仅中日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日美
同盟关系也将面临新选择。美国要
么被日本牵着鼻子走，与日本一道
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军事对
抗，结果中美相争日本右翼得利；要
么被日本右翼不断打出“拥核牌”而
不能不在重大问题上迁就或偏袒日
本，从而丧失对美日同盟的主导权；
要么受制于美国社会与良知对日本
右翼政权容忍的底线，对日本政治
右翼化予以牵制，结果美日同盟的
政治裂痕与围绕历史观、战争观的
价值观摩擦将难以避免。

(作者：刘江永，摘编自《环球
时报》)

比利时，这个小国不简单

21日，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举
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活动
启动仪式，该活动旨在呼吁国际
社会加强合作与团结。比利时首
相迪吕波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即
便在实现了统一货币的欧洲，依
然存在不了解这场战争的恐怖、
因而不能更好地筹划防范未来的
危险。

2014年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100周年，在欧盟因经济问题
而风雨飘摇的当下，比利时在此
时重提那段被称作“欧洲内战”的
往事，想要借机呼吁什么不言自
明。从欧共体时代开始，作为发起
国之一的比利时就为“统一欧洲”
的梦想鞍前马后地奔走。不过，耐
人寻味的是，比利时之所以能成
为纪念一战活动的主办国，恰恰
是因为它一百年前拒绝了另外一
个“统一欧洲”的计划。

夹在德法两国间的比利时，

有个绰号叫“打开欧洲之锁的钥
匙”。由于德法两国直接接壤地区
是森林茂密的阿登山区，近代史
上只要这两个死对头想互相掐
架，都要先寻比利时的晦气。不
过，单就一战而言，比利时被卷入
战争倒真是个“自选动作”。1914年，
德国对法宣战后，曾对比利时提过
一个较为客气的方案，只要求从其
境内借道攻打法国，并保证不侵害
比利时主权。德国人满心以为比利
时会接受这一提案，毕竟当时德比
两国军力之悬殊，那是傻子都能看
得清的。再说德皇威廉二世是比
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的亲外甥，
当舅舅的阿尔贝再怎么说也不会
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给外甥面子
吧。

然而事情的发展让德国人大
跌眼镜，接到最后通牒的当晚，比
利时国王就发表讲话，号召全体
国民为“比利时的独立与尊严而

战”。比利时的平民被动员起来与
军队一起抗击侵略，给完全没有
心理准备的德军造成了极大的
损失。根据德国战前制定的施
里芬计划，德军应该在三天之
内通过比利时，然而在现实中，
仅列日要塞一战就耗费了整整
十天的时间。当付出四十万人
伤亡、耗费半个月时间的德军
终于踏入法国境内时，他们发
现自己速战速决解决西线的美
梦已经接近破产了。

比利时带给德国人的噩梦还
远没有结束。遭到入侵后，阿尔贝
国王以私人的名义给他的另一个
外甥———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写了
一封求援信，这封信后来成了英
国对德宣战的口实，英国以德国
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加入了战
争。而德军不加区分地虐杀比利
时平民的报道，经过协约国的夸
大和渲染又引来了美国公众的反

感，成了促使美国最终倒向协约
国的原因之一。比利时，这个“为
维护独立和尊严而战”的小国，用
其惊人的勇气与韧性，绊倒了不
可一世的德意志帝国，成了真正
的“打开欧洲之锁的钥匙”，转动
了欧洲，也扭转了世界的历史。

从一百年前为维护自身的独
立而不惜一战，到一百年后以纪
念一战的名义呼吁欧洲的和平与
融合，比利时在独立与融合、战争
与和平间前后迥异的抉择，看似
矛盾、实则统一。如果没有百年前
对独立的捍卫，就很难想象这个
小国今天在欧洲事务中会有如此
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这把“打开
欧洲之锁的钥匙”延续百年的转
动里，旋转着的是一份属于“小
国”的尊严、智慧与荣誉。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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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本月17日起，缅甸总统吴登盛
开始了他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如
果从更高战略层面看，缅甸成为奥
巴马重返亚太战略推行近两年来
的最大收获者。奥巴马的重返亚太
战略，不外乎三条战线：东线的朝
鲜半岛、中线的南海与东海、西线
的缅甸。从实际效果看，美国在三
条战线虽然都有所收获，但东线和
中线短期内均无大突破，相比之下
只有西线的缅甸，奥巴马政府获得
了历史性成果。

奥巴马政府对缅甸的争夺，也
彰显了缅甸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
重要位置。在中国全面崛起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大气候下，
奥巴马历史性提出了“重返亚太”
战略。如果套用“文明冲突论”的范
式，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国
际战略“转向”，其实是把主要争雄
对象，转向最有经济竞争实力的华
夏文明。 (作者：李明波，摘编
自《广州日报》)

缅甸成美重返亚太

最大收获者

增进一点信任，就会少一分不必要的误解误判，相信在此次“习奥会”的基础上，

中美两国互信会朝着拨云见日更进一步。

如果没有百年前对独立的捍卫，就很难想象这个小国今天在欧洲事务中会有如此

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比利时看似迥异的抉择中，蕴含着属于“小国”的尊严、智慧与荣誉。

■本版投稿邮箱：
q lq jp l@163 .com


	A2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