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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信信是是泰泰国国政政局局绕绕不不开开的的礁礁石石

去年底，一部国产电影《泰囧》
让泰国在中国火了一把；如今，两个
熟悉的词汇和它们代表的人群让泰
国重回中国人的视野——— 黄衫军和
红衫军。

泰国执政党为泰党的一位议员
日前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特赦法案，
内容是赦免自2006年9月19日至2011

年5月10日间因参与政治集会而获
罪的普通民众，旨在消除社会矛盾，
实现政治和解。目的是好的，但这一
厢情愿的法案却遭到反对党和反政
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的极
力反对。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这个
法案是在为前总理他信回国铺路，
并一箭双雕地为其洗脱罪责。

他信这位泰国前总理曾一度风
光无限，2001年当选总理，并成为泰国
历史上首位任期满4年的总理，并且于
2005年通过选举获得连任，这在泰国
历史上也是首次。他在任期间，成功
将泰国带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泥潭，经
济保持稳步增长，可以说政绩斐然。
商人出身的他信，没有一般政客的官

僚作风，办事果断，工作务实，主张灵
活外交和区域合作，任内泰国的国际
地位和形象也显著提升。有人称他信
是当今泰国政坛难得的领袖人物。

就是这么一位政坛强人，二度当
选后却爆出收取商业回扣、利用权力
谋取家族商业利益等丑闻。这也直接
导致了2006年泰国爆发大规模反他信
示威，最终他信因军事政变下台。

他信虽流亡海外，但其政治影
响力犹在。在2008年他信的对手阿
披实上台前，他信的妹夫颂猜还曾
出任过总理一职。阿披实这位帅哥
总理相比他信就显得年轻了许多，
而且与他信时常关注下层民众不
同，阿披实代表的是城市中产阶级

的利益，上台后就遇到了他信支持
者、代表下层和农民的反独裁民主
联盟(红衫军)的发难，2009年和2010

年两度爆发大规模街头示威。
随着2011年他信的妹妹英拉弃

商从政并当选总理，有关他信余威
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一度有他信
在国外遥控妹妹执政的说法。虽然英
拉执政两年来极力摆脱兄长的影响，
但反腐不力、备受争议的大米收购计
划等导致其支持率跌至两年来最低。
她执政成绩单的好坏，或多或少也会
转嫁到民众对他信的态度上。

在民众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怨声载
道时推出特赦法案，虽然在国会获得
通过几无悬念，但给泰国社会带来的

却是火上浇油的效果，非但达不到
政治和解的目的，反倒会加剧对立
情绪。近来“红黄两军”在曼谷街头
的大规模集会就是集中表现。

可以说，他信因素是泰国国内
政治和解进程绕不开的礁石。触碰
这块礁石，难免会船舱进水甚至翻
船；绕开它，政治和解亦无从谈起。目
前，“红黄两军”的街头对峙可能愈演
愈烈，但泰国军方却表态无意再搞什
么军事政变。泰国民众在关注政局的
同时，也在兴高采烈地庆祝老国王普
密蓬出院。或许，泰国民众此时此刻
仍然需要这位85岁的老者在危急关头
作出决断，通过王室独特的影响力让
泰国政局回归正轨。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图说世界

冷战
一名高官手拿文件

(上面写着“奥巴马取消了
与普京的峰会”)说：“紧
张、挫折、猜疑，这感觉像
是……”坐在一旁的俄罗
斯总统普京接过话茬：“冷
战。”

(原载美国报刊漫画
家协会网站)

（上接B01版）
同样在6月，远在北美洲的加拿

大中西部也遭遇洪灾。该国西部艾
伯塔省遭遇数十年不遇的洪灾，连
日强降雨导致流经卡尔加里市的鲍
河和埃尔博河泛滥，这座石油重镇及
周边多座城镇告急。多地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约10万居民被强制疏散。

疑问>>

全球气候到底
是不是在变暖

极寒、酷热、干旱、洪水，对于这
样反常的天气，在气候变化领域专
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徐明教授看来，并不是简单一两句
话能说得清楚的。他和他的研究团
队在引用了全球3万多个气象站的
资料、收集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
在全球范围内极端气候的数据后发
现，在有非常强的数据支持全球变
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的波动发生
着变化，极端高温发生的频率在很
多地区的确增加，而有些类型的极
端气候比如极端低温造成的霜冻灾
害却在明显减少。

不过，全球极端气候的发生是
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很难有规律可
循，短时间内的爆发并不能简单归
因于某一个特定的因素，不能定义
说多大比例的极端气候或某一个极
端气候就是全球变暖造成的，但可
以说与全球变暖有一定的相关性。

瑞士资讯网站刊文称，德国《明
镜》周刊向颇有名望的德国气候学
家冯·施托赫提出了一个问题：仅本
世纪以来，人类就向大气中排放了
4000亿吨二氧化碳，而温度近15年
来却一直保持稳定。这怎么解释？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在2010年公布的第四
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是人类社会
所能忍受的最高升温限度。这一数
值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接受，也被
认定为气候变迁的限定值。

可事实上，喊了多年的气候变
暖并没有成为现实。美国阿拉巴马
大学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卫星数据整理出的全球低
层大气温度每月异常值显示，2012
年2月的异常值为零下0 . 12℃，仅
略低于自1979年卫星开始记录气温
以来的平均值。这点差距在统计学
上不具有显著意义。这在一定程度
上对IPCC的预言提出了质疑。

冯·施托赫在接受《明镜》采访
时也谈到：“目前人类排往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值还在加速提高，按照现
有的气候变化模型，近10年来气温
应该升高0 . 25℃。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 ：近 1 5 年 来 ，气 温 仅 提 高 了
0 . 06℃，接近于零。”

气温并未升高，“目前没人有确
凿的答案，为什么气候变迁会陷入
停顿。”冯·施托赫说。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能随心所欲地使用石油和
燃气。上个月，《自然》杂志刊登了瑞
士伯尔尼大学奥什格尔气候研究中
心的马尔科·施坦那赫博士、福耳图
那·约斯教授和托马斯·施托克教授
的合著文章，他们指出，用气温衡量
气候变迁“既不全面，也不合适”。

作为IPCC第一研究组副组长，
施托克教授认为，海平面上升、海洋
酸化、农业减产等是比气温升高更
严重的问题；仅仅将地球温度控制
在“不继续升高2℃”，不足以保护生
物及物种多样化免受气候变迁的负
面影响。

主持人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观点评

美国《华尔街日报》：

美国对恐怖主义反应过度
恐怖主义的目的就是造成过度反应。它

是弱者诱使强者自残的途径———“基地”组
织和类似的组织无疑把恐怖主义作为战略
重点加以依赖。当下，由于察觉到存在美国
目标受到袭击的威胁，美国关闭了19个驻外
使馆和一些领馆以及规模更小的外交机构。

对危险信号反应不足造成2012年9月美国
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丧生一事，或许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对当前事件反应过度。归根结
底，“基地”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足以让
华盛顿下令让19个使馆拉起吊桥、躲避起来。

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将如何适应这一

威胁。美国创造了一种恐惧经济、一种恐惧
行业和一种国家恐惧心理。“基地”绝不可能
独自做到这些。这是美国自己造成的。恐怖
分子获得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噩梦
一直存在，但过分关注这种遥远的可能性，
并因此制约人们的生活和自由，这将使美国
恐怖主义敌人获得最大的满足感。

点评：美国长期在中东用兵，而这往往
适得其反，问题越搅越乱，还招致盘踞在此
的恐怖分子的报复。这个局是美国自己做
的，解这个局也需要美国自身的转变。

一周声音

“生日快乐，贝拉克！你的头发比
以前又斑白了一些，但我更加爱你
了！”

——— 4日是美国总统奥巴马52

岁生日，第一夫人米歇尔在推特上为
奥巴马写下了一段感人的生日贺词。

在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面前，
中国已不是一个小孩子。在这场利
益博弈游戏中，这个连续17年成为
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已经被磨砺成一个有理性、有实力、
有谋略的成年“玩家”。

——— 美国《侨报》8月5日刊文
《贸易战 中国不再是小孩》。

“俄罗斯已经刺中了我们的后
背。斯诺登被允许在俄罗斯逍遥自
在一天，刀子就在我们的后背上转
一下。”

——— 针对俄罗斯允许斯诺登临
时避难一年，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
舒默发表声明说。

“如果你们现在问我是否主张
让政府下台，我的回答是‘不’。”

———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谢
利格尔-2013”青年论坛参加者座谈
时表示，他不认同有关政府必须下
台的主张。

“我的阁僚们是否以私人身份
参拜是内心的问题，属个人自由，我
不会要求阁僚去或是不去，也认为
不应当那样做。”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内阁
阁僚是否会在8月15日的终战日参
拜靖国神社问题说。

“中美两国都不愿兵戎相见，两
国各自都有核武库，所以它们清楚
知道潜在的(战争)有可能造成极其
灾难性的后果。”

———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
新作《李光耀观天下》中指出。

(赵恩霆 整理)

西班牙《国家报》：

斯诺登事件折射世界新秩序
俄罗斯迄今为止处理斯诺登事件的方

式都是有利于普京的，并且加大了美俄之间
的裂缝——— 这一局面在冷战结束近四分之
一世纪之后仍然影响着国际政治。

俄罗斯国际关系正处于“过渡期”，其本
质是形成一个“多中心”的体系。与此同时，
西方不愿在世界政治的新主角面前丢掉其

“惯有的地位”。不再是“另一个超级大国”的
伤痛以及未能得到华盛顿足够重视的感受
决定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点。

在斯诺登事件中同样有美国老一套政
治思想的印迹。冷战后，美国自命不凡，认为

自己是“唯一超级大国”，“无所不能”。如果有
人敢于挑战，美国人就会被激怒。美国官员
并没有从“对称”的角度来考虑斯诺登事件，
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泄
露了俄罗斯的机密并向华盛顿申请避难，他
们会怎么做。斯诺登事件给了普京一个以对
等的身份与西方民主国家对话的筹码。

点评：斯诺登事件仅仅是俄美关系的一
个插曲，两国矛盾众多，关系冷淡的基调早
已形成。这并非一朝一夕而为之，而是结构
性的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

美国《侨报》：

书写汉字亦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从毛笔、圆珠笔等硬笔到键盘输入，从

竹简、纸张到电子文档，汉字的书写速度得
到了飞速的提升，以汉字为载体进行的交流
越来越快捷，但汉字的书写却慢慢被人们所
忽视。不少中国人严重依赖键盘输入，提起
笔来发现，会写的汉字越来越少了。

汉字作为象形文字，书写是它的生命。
当书写汉字成为快节奏生活中一件奢侈的
事情，多数中国人要依赖输入法来识别和敲
击汉字的时候，汉字的传承就有了生存危
机，汉字承载的传统文化也就面临传承困

难。其实，汉字书写与键盘输入并无矛盾，键
盘输入的高效清晰，一点也不妨碍汉字书写
成为中国人的表达交流方式，只是人们需要
在日常生活中多去动手。小小举动，亦可承
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命题。

点评：提笔忘字想必是每个人都曾遇到
的“问题”。有的可能是真不会写，有的则是
长期不动笔忘了怎么写，后一种情况比前者
更可怕。不会写可以激发学习的可能，而忘
记则意味着无意间主动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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