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52013年7月5日 星期五
编辑：王昱 组版：刘燕

世界·观察

喜欢“用枪投票”的埃及人

一年前，埃及人选出了他们
的第一任民选总统穆尔西。但这
个选出来的总统，一年后却被人
一句话给说没了。北京时间7月4

日凌晨，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发表
演讲，结束了穆尔西仅一年的总
统生涯。距离上次军方赶穆巴拉
克下台不到两年时间，埃及人用
雷同的剧本证明了自己相对于用
笔，似乎更喜欢用枪来投票。

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也出政
变。对于埃及来说，自古以来后者
似乎就更多一些。从地理上看，埃
及东扼西奈半岛，西北濒临沙漠，
怀抱有富庶的尼罗河三角洲，是
个搞军阀割据的好地方。从亚历

山大的大将托勒密，到土耳其的
总督默罕默德·阿里，埃及的政局
变天，从来都是军头们一句话的
事儿。二战之后，面对“真主远在
天边，以色列人近在眼前”的现
状，除了加强军备，埃及似乎没有
别的选择。但玩命发展军事的一
个副产品，必然是军队的尾大不
掉。在埃及，军队除了能获得高额
的国防拨款，还自己做生意、搞房
地产赚钱，不知算不算是“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典范。

副业干多了，本行就难免荒
废，埃军跟以色列交手向来胜少
负多，连西奈半岛都是靠谈判要
回来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继

承埃及军事政变频繁的“优良传
统”。1952年，纳赛尔跟自己在“自
由军官组织”里的几个战友一合
计，发动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
建立了埃及共和国。但共和体制
有了，却缺个总统。发动政变的所
有军官，包括纳赛尔本人，都年
仅三十几岁，让这帮年轻军官自
己上台执政，显然镇不住场子。
于是五十多岁的纳吉布被抬出
来当傀儡，而政变的真正策划者

“自由军官组织”则改名“革命指
导委员会”，专职在幕后扯线。这
么一个不正常的权力架构，又碰
上纳赛尔本人也是个不按套路
出牌的主儿，纳吉布后来写回忆

录评价，说纳赛尔总觉得“我们可
以无视埃及共和的宗旨直到完成
我们的目的。”此话无意中一语
成谶，埃及后世各总统，除了纳
赛尔本人病死任上之外，没有一
个正常完成权力交接——— 与当
年被倒戈的军人刺杀的萨达特
比起来，如今身陷囹圄的穆巴拉
克和“到此一游”的穆尔西实在
算是“善终”。

当然，埃及“枪杆子里出政
变”的传统，有其不得已之处。对
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这个舶来
品，埃及这样的中东国家天然有
排异反应。以此次政变为例，埃及
军队要想维护共和宗旨，就得赶

在政教合一倾向严重的穆斯林兄
弟会自我膨胀之前赶其下台，而
这个过程本身，却又恰恰违反他
们所要维护的“共和宗旨”。

在“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
的两难之间，埃及军队贯彻的是
纳赛尔“无视共和宗旨直到完成
目的”的逻辑。然而，埃及频繁政
变的悲剧说明，“用枪投票”绝非
让国家良性发展的“特效药”，相
比于纳赛尔留下的思维习惯，或
许我们更应该听一听马丁·路德·
金的那句名言：“手段，是正在形
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
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达
到美好的目的。”

7月5日，中俄“海上联合—
2013”军事演习将在日本海彼得
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演习尚未
开始，有些国家的媒体上已“硝
烟”弥漫——— 它们称中俄此次联
演“联手守护岛屿主权”意味浓
厚，是“结盟对抗美日同盟”的前
奏，甚至耸人听闻地叫嚣“战争
近在眼前”。这些凭空心生的“忧
虑情结”，虽然很吸引眼球，却没

有说服力，也干扰破坏不了中俄
军事合作。

近年来，在一些国家设置
的视角里，我军一举一动都被
贴上了“军事威胁”标签。他们
把正常的军事演习说成“展示
威慑”；把装备研发试验说成是

“强军备战”；把海军出岛链训
练说成是“争夺海上霸权”……
对于妄图对我形成舆论遏制、

军事围堵态势的行为，对于这
些心怀叵测的国家，中国看得
清楚。

中国一贯坚定奉行防御性
国防政策，中俄海上联演是深化
两国友好关系、顺应时代潮流的
适时之举，也是彰显大国风范、
维护世界安全与和平的生动实
践，必将把两国防务安全合作提
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6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媒体举行的党首讨论会上声
称：“我们一直对中方强调，附带
条件的做法是错误的。”30日，安
倍在自民党总部向媒体表示，“只
要存在课题，会面并进行对话才
是正确的外交形态。互相之间不
应该为见还是不见设定条件。”7

月3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
党首辩论会上，“安倍称中国因为
一个问题而关上所有大门是错误
的。呼吁通过领导人对话来解决
问题，他表示日本一直敞开着大
门，如有什么主张尽管提出来。”

姑且不论安倍的这一套说辞
本身就是悖论，更荒唐的是，安倍
强调不应“设定条件”，就是否定中
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即中国必须
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这本身就是
一个中国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安倍所以提出罔顾事实的悖
论，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
要员和学者、媒体的错误引导，使
日本民众认为“尖阁诸岛(钓鱼岛)

属于日本，“中国无端挑衅”。多次
民调显示，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

明确主张尖阁诸岛(钓鱼岛)属于
日本”的比率始终居高不下。

众所周知，导致安倍第一次
任首相时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自
民党参议院选举失败。安倍前不
久表示“这次参议院选战是报宿
怨。如果无法获胜，我死不瞑目”。
大选在即，安倍岂肯服软？

但是，参院选举并非唯一因
素，更非关键因素。很多分析认为，
安倍有可能在参院选举后对中国
作出“适当让步”，进而促成中日首
脑会谈。但我认为，安倍是否有可
能“适当让步”，主要取决于以日元
贬值为主要驱动力的“安倍经济
学”能否继续奏效，而非参议院选
举。如果日本经济获得改善，安倍
或仍会坚持顽固立场。

但是，国际社会岂能容忍日本
继续损人利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和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日前
已公开表示对“安倍经济学”的不
满。美国财政部和英国《金融时报》
也对“安倍经济学”发出警告。6月
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表示，

“日元汇率已足够低，日本政府须
停止使日元贬值的政策。”

瑞银财富管理公司首席投资
官弗里德曼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指出：“如果经济的增长不能够
实现，那么安倍经济学将可能以
一种末日的形式告终，我们可称
之为‘安倍末日’。”若果真如此，
安倍还有何资格侈谈“条件”？

格世界观
钓鱼岛问题，

“不设条件”也是一种条件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如今的埃及，穆尔西和军队
都在拿宪法说事儿，一个表示宪
法赋予他的合法性不可替代，一
个声明暂停使用现行宪法———
表面上他们都很重视法律，但其
实“宪法”在埃及的遭遇就和“总
统”在埃及的遭遇一样，都只是
一块“橡皮泥”。

穆巴拉克的时代结束之后，
上百万的埃及民众以前所未有
的程度参与到政治中去。可以想
象的是，以这种并不成熟的政治
热情当做料酒，再加上反对派的
酱汁、宗教的调料，以及军队的
大火快煮，埃及能熬出一锅怎样
的粥汤？

阿姆布鲁斯特去年5月就曾
经预言：未来几年的埃及形势都
不会太稳定。尽管我们祈祷世界
和平，但不幸的是，这个“乌鸦
嘴”很可能说对了。

持续发酵的“棱镜门”事件
险些影响欧盟和美国建设全球
最大自贸区的进程。不过，在德
国的全力斡旋下，欧盟3日决定
仍将按原计划于本月 8日启动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协定》(TTIP)的首轮谈判。

多数欧盟国家之所以不愿意
推迟与美国的自贸协定谈判，主要
是因为经济疲软的欧盟急需找到
新的增长动能。巴罗佐说，欧美如
果达成自贸协定，将令欧洲经济增
速每年增加0 .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
每年将增加数百亿欧元经济产出

和上万个新工作岗位。
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按时启

动，欧美自贸协定谈判也将十分
艰难。首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
不同利益难以平衡；其次，欧美
之间在农业政策、视听产品等一
系列行业部门的分歧严重。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俄例行联演不容乱贴标签

新华社：

“棱镜门”未影响欧美自贸协定如期谈判

《法制晚报》：

宪法在埃及只是一块“橡皮泥”

观察家
本报特约评论员 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版投稿邮箱：
q lg jp l@163 .com

“手段，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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