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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观点

天平一再倾斜，巴沙尔机会来了

在逐渐平息的朝鲜半岛核
危机期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和
他领导的政府军抓住了视线转
移的有利时机，不仅打通了首都
大马士革东部的战略要道，而且
还攻下中部重镇古赛尔镇。如
今，巴沙尔的机会又来了。6月、7

月间，土耳其和埃及的大规模抗
议示威活动再度转移了原本该
聚焦在叙利亚战场的全球视线。

懂得把握时机的巴沙尔先
从自身入手，在本月8日对执政
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做出大规
模调整，在新领导层中注入了新
鲜血液，意图通过改革执政党恢
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并可能着
手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

更重要的是，叙政府军利用这
一关注“空窗期”兵临中部要地霍姆
斯，这里不但是反对派的大本营，更
是连通大马士革和巴沙尔所属的什
叶派分支阿拉维派聚居的西北沿海
地区的必经之地。从目前传出的消
息看，政府军来势凶猛胜算较大。如
此一来，叙政府军就能够更加便利
地从沿海地区获得补给，对北部和
东北部的反对派形成合围。

与政府军凯歌高奏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叙反对派武装内讧不
断，士气低迷。上周，反对派主要
武装力量叙利亚自由军的一名军
官被枪杀，而凶手竟是同属反对
派武装的“伊斯兰山姆地区和伊
拉克国”的武装分子，这也引发两
者事后的一次大规模交火。

众所周知，叙反对派境内和
境外的两大组织分歧巨大，前不
久境外反对派“全国联盟”重新换
帅，但却难掩内部权力争斗。如今
这群一度被称为“乌合之众”的反
对派武装再度出现内耗，也难怪
政府军近期战无不克。

巴沙尔在国内占尽优势，也在很
大程度上配合了俄罗斯在国际上为

其正名。本月9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
代表丘尔金说，俄专家在现场收集的
证据“明确表明”反对派武装今年3月
19日向阿勒颇附近政府军控制的坎
阿萨镇发射含有沙林的炸弹。五天
后，叙政府军又称在首都郊区发现反
对派的化工厂，并查获用于制造化武
的有毒物质。虽然美国对上述言论不
予承认，但也仅此而已。

就在上一轮叙反对派武装
陷入被动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
和海湾国家就纷纷表态将军援
反对派，但这并没有收到他们预
想的效果。实际上，在美国国内，
对是否真的军援反对派仍有不
同声音，有人主张立即军援以挽
回战局，也有人担心武器落入反

对派那些极端分子手中，将来难
免会反过来危害美国利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
空军今年已经四次空袭叙利亚目
标。虽然以方担心武器从叙利亚流
向黎巴嫩真主党，但随着局势的发
展以及叙反对派日益显露的土匪
气息，以色列政府也不免担心万一
叙利亚被那些极端武装分子控制，
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甚至会超过
叙利亚现政权。

如此看来，在叙利亚危机持
续两年多之后，局势的天平在今
年更加向巴沙尔政权一边倾斜，这
为日后可能实现的政治谈判争取
了更多的砝码，抑或为巴沙尔一举
赢得内战巩固政权奠定基础。

（上接B01版）

“对日本政治来说，没有比谦
虚地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深刻尊
重对方国家人民的人权更重要的
事情了。如果不在这方面有所超
越，再怎么文过饰非，也很难改善
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 对于安倍政权的历史观，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众议院前议长
河野洋平表达了强烈担忧，也委婉
地提出了劝谕。

“虽然存在中国崛起论和指控
中国窃取大量国防交易秘密的言
论，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仍与美国
相差甚远。”

——— 美国《国防》杂志网站11

日刊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
会前主席拉里·沃策尔的文章，对
中国的军力做出这样的评论。沃策
尔指出，10年后中国的军事实力仍
然会更接近法国，而不是美国。

“国与国的关系比安全机构作
业纷争来得重要得多。”

——— 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在
视察西伯利亚东部赤塔一带的军
事演习时向美国“示好”，表示两国
关系比美国泄密者斯诺登引起的
纷争重要。

“我确信日本是一个全世界尊
敬和可以依靠的国家，是世界上唯
一追求道义大国的国家。”

——— 曾发表有关慰安妇言论
的日本行政改革大臣稻田朋美再
次发出妄言。

健康，有时间从事生命中重要
之事，和谐的夫妻伴侣关系，有效
理财，能够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
系，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抽出时
间从事兴趣和爱好。

——— 美国运通公司对2000多
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问及“如何
定义自己的成功”，以上是票数最
高的七项标准。

历史上，中国人从来没有质疑过支撑他们
的文化和治理方式的基本想法。当清朝的官员
们最终明白，他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不幸的病
夫，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
了——— 中国一直受到其外国竞争对手的掠夺。

如今，这种悲惨时期形成的心理和文化习惯
继续扭曲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
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现在应当抛开“百年民族
屈辱史”。中国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以
建立其宣称的平等和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只

有当中国准备好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民族史来
界定自己的时候，它才能在与美国的全面伙伴
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

点评：中国有句俗话叫“知耻而后勇”。中
国还有句古语叫“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一
个拥有五千年厚重历史的发展中的中国，与一
个仅有200多年历史却称霸全球的美国交往，
这种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彼此理解对方，也需要
各自保持性格。

前美国财长盖特纳的演讲出场费或许比
他的大多数同事都高——— 最近一次演讲让他
进账20万美元。但华盛顿圈子的大多数人对盖
特纳的报酬只是不屑一顾，这反映出利用美国
政府部门任职经历在离任短短几周后“吸金”
的做法已成常态。如果说他们的这种生财之道
是正当的话，那么就应当提出更加明确的规
范，规定前政府官员可在何时向何人收取报
酬，来对政策高谈阔论。

奥巴马应当大胆地再次发起他曾经承

诺过的道德改革。他应当阐释道德的精神，
而不是一字一句地写出规则。现在，他该拿
出明确的原则了，让过去和未来官员的行为
得到约束。

点评：奥巴马政府确实该发起道德改革
了。这倒不仅仅是针对政府前高官疯狂演讲敛
财，更重要的是，修复“棱镜门”等监控事件给
美国公民和盟国造成的信任危机，这事儿可能
比管住前高官赚钱更棘手。

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不应放任离任官员演讲收费

美国《华尔街日报》：

中国崛起需淡化“百年耻辱”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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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别用西方视角看待埃及政变
美国一些分析人士对埃及民选总统被赶

下台表示欢迎，因为这样做除掉了一位政治伊
斯兰主义者，为世俗主义者开辟了道路。这样
的认可反映出一个更为深刻的西方哲学问题：
如何去思考穆斯林社会的民主发展。

西方自由主义者未能认识到的是，政治伊
斯兰主义者正式融入政坛是阿拉伯—伊斯兰
世界争取民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生
这种情况的前景现在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伊
斯兰主义者将学到的教训是，尊重民主的规则

并不重要，因为当他们赢得选举时，他们的对
手并不尊重相同的规则。在今后几年，激进化
进程可能会毒害埃及乃至更广泛的伊斯兰世
界的政坛。

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站在自己的视角去
看待他国的政治发展，被这种有色眼镜注视的
又何止埃及一国。若想真正推广民主，这些西
方国家就需要放下身段，多了解对方国家的历
史和社会现实等因素，公正客观地发声。

碰钉子>>

与邻交恶成了

安倍外交死穴
无论是出访东南亚，还是接待南

亚印度的总理，抑或是出访俄罗斯和
蒙古国，谈经济合作当然皆大欢喜，
但谈牵制中国恐怕就难获共鸣。事实
上，安倍也确实孤掌难鸣。

新加坡《海峡时报》称，自二次上
台以来，安倍政府频频加强与东盟国
家的互动，这是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
一部分。《蒙古国商报》称，安倍访问
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经济和能源合
作，另一个目的就是拉拢蒙古国抑制
中国。但实际上蒙古国更看重的是双
边的经济合作，而非被日本绑上战车
一起围堵中国，这也不符合蒙古国的
国家利益。印尼《星洲日报》的评论则
一针见血地批评道，虽然安倍话说得
漂亮，其实骨子里是推行二战时日本
军国主义的阴谋，企图大搞“大东亚
共荣圈”，用来围堵中国。

与安倍苦苦等待的访美行程相
比，全球媒体更加关注的则是6月7日
至8日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
的习奥会。很多媒体更是用会谈时间
来揶揄安倍，称他访美时奥巴马只与
其会晤一次，吃了一次工作餐，而在
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庄园会晤中，两人
会晤不下五次，为此奥巴马还准备了
长达七小时的会谈资料，孰重孰轻不
言自明。

安倍的尴尬并未就此结束。在习
奥庄园会晤十天后，G8峰会在英国
北爱尔兰举行。安倍本想借此机会再
与奥巴马举行会晤以挽回些面子，孰
料安倍再次吃了闭门羹。

奥巴马一次又一次地冷落安倍
晋三，一方面或许真如美方给出的原
因所言，行程安排不开或者多给别人
些机会，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安倍
及其政权要员的种种极右倾向不能
不引起美方担心。日本的一些言论和
做法有时不但没能起到呼应美国的
作用，反倒成为美国处理美中关系时
的绊脚石，奥巴马心中不快自然有他
的道理。

眼下，自民、公明两党联盟在此
次参院选举中胜算极大，作为首相的
安倍晋三更加肆意妄为。近日在历史
性地视察冲绳石垣岛和宫古岛时他
就放言，在与中国的岛屿争端中绝不
退让。在这种歪曲的历史观指导下，
日本想在短期内缓和与中、韩两大邻
国的关系并非易事。韩国外交人士
说，鉴于日本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态
度消极，韩国总统朴槿惠眼下不会考
虑与安倍晋三会晤。相反，中韩之间
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领域的交流则
日渐火热。

打眼一瞧，上任七个多月来，安
倍晋三精神头十足地周游列国，如此
卖力按说应该会换来十足的回报。实
际不然。带着很强目的性的出访，虽
然很容易达成短期目标，但往往事情
容易被非黑即白地简单化。换句话
说，日本外交难以摆脱零和游戏思
维。在如今的国家间关系中，非零和
博弈已然成为大势所趋。日本如不认
真检视自身在相关问题上的认识缺
陷，必将会陷入外交闭塞的死胡同。

交，还是不交？

（ECO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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