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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伊朗朗耀耀武武，，为为第第二二阶阶段段核核谈谈攒攒筹筹码码

伊朗核问题第二阶段谈判
即将于本月1 8日举行。鉴于去
年1 1月下旬，伊朗与伊核问题
六国打破十年僵局，达成第一
阶段协议，这次谈判被寄予厚
望。而进入2月份以来，作为谈
判的主角之一，伊朗已经频频
出招，与主要对手美国展开了
明争暗斗。

本月8日，伊朗海军北方舰
队司令透露，伊朗一支远洋舰队
已经绕过南非好望角进入大西

洋向北航行，不日将抵近美国的
海上边界。两天后，伊朗成功试
射两枚导弹，一枚是具有隐身能
力的远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另一
枚则是可从地面或空中发射的
激光制导导弹。

从外部角度看，伊朗海军
抵近美国海域，象征意义大于
军事意义。美国第五舰队部署
在海湾地区的巴林，长期以来
对邻近的伊朗国防安全构成巨
大压力。此番伊朗舰船出现在
美国家门口，意在对美示威。虽
然两国海军实力悬殊，但起码
在各自海域均保持存在这一点
上算是扯平了。

而从伊朗国内来看，早在去
年伊核问题谈判达成第一阶段
协议后，主张坚决捍卫核开发权
利的保守派就声言反对协议，从

美国参加联大会议后返回德黑
兰的总统鲁哈尼还被扔鞋，可见
对于鲁哈尼政府为换取西方放
松制裁而牺牲部分核权利的做
法，在伊朗国内还是有很大反对
声的。

伊朗军舰抵近美国海域以
及成功试射两枚导弹，对内可以
显示伊朗国家安全是有保障的，
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一些来
自国内的反对声音。

无论鲁哈尼还是保守派，
其政策推行的前提是获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的认可。哈梅内
伊在温和派的鲁哈尼当选总统
后给予支持，就是看到内贾德
时期一味与西方死磕并没给伊
朗带来什么好处，反倒使伊朗
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但
实际上，哈梅内伊本人也是倾

向于保守的，他在核问题上态
度的暂时缓和，是现实所迫而
非其真实意图。

就在几天前举行的纪念伊
斯兰革命胜利35周年的讲话上，
哈梅内伊直言，伊朗经济不能指
望西方放松制裁，而应依靠国内
创新驱动。这话不仅是说给鲁
哈尼政府听的，也是在对美国
喊话。言外之意是告诫伊朗现
政府，核问题谈判不能为了解
除制裁而放弃底线，同时也告
诫西方，制裁不是挟制伊朗的
灵丹妙药。

就在伊朗成功试射两枚导
弹的同一天，伊朗副外长、核谈
代表阿拉格希为核谈判划出了

“红线”——— 国防事务不在谈判
之列。这可被视为是鲁哈尼政府
对最高领袖讲话的贯彻，也是对

美国近日提出欲将伊朗弹道导
弹等国防事务纳入核谈的回应。

持续十年的伊核问题谈判
僵局之所以得以打破，说到底
还是美伊两国现政权均有意愿
适度改变现状。伊朗近期一系
列军事上的动作以及领导人的
言论，一方面是告诉美国一味
制裁伊朗并不会达到预期效
果，另一方面是想在第二阶段
谈判开始前争取一些讨价还价
的筹码。

谈判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去年11月下旬，西方与伊朗均作
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但那只是
开始。随着谈判的推进，所谈内
容也必将会深入，这也会更加逼
近各自的底线。在此之前，伊朗
向前迈了一步，无疑为第二阶段
谈判留下了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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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尔街日报》：

发达五国或引爆下一场危机

真正的“脆弱五国”并非摩
根士丹利提到的印尼、南非、巴
西、土耳其和印度这五个新兴市场
国家，反而是几乎没有人为之担心
的五个发达经济体。和上一次危机
一样，下一场危机仍将起源于某个
发达经济体。危机源于法国、德国、
英国、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可能
性更大。这些国家才是真正的

“脆弱五国”。
今年，法国政府承认债务水

平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95%。尽管欧元区其他国家正在
温和复苏，但法国正处在重新陷
入衰退的边缘。实际上，法国经

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是在吃
过往辉煌的老本。现在只要再出
现一次危机就会崩溃。

英国不断增加的债务和飙升
的房价重振了经济。贸易逆差接近
GDP的4%，高于“脆弱的”印尼，比印
度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有
哪个经济体可能遭遇货币贬值，那
就是英国。

德国只有在与周边的弱者
站在一起时才会显得“强壮”。德
国日渐老龄化的人口、飙升的能
源成本和监管过度的市场都决
定了其经济早晚会出问题。

过去10年中，澳大利亚已变

成了中国工厂的大矿山，但尽管
轻松实现了大规模出口，该国仍
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超过GDP的
3 . 5%，虽然最近数月有所减少。
这是澳大利亚人入不敷出的明
显信号。如果中国减少对澳大利
亚原材料的需求，澳大利亚经济
将陷入极大的困境。

加拿大在几乎未受金融危
机影响时大幅降息现在看来是
错误之举，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
房地产热潮。现在加拿大经济已
经放缓，政策无可避免地要进行
调整——— 我们都知道在这种情
况下会发生什么事。

德国《南德意志报》：

世界汲取一战教训了吗？

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
尔撰文称，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
年，应以此为契机，思考当今时
代能从这场欧洲原始灾难中学
到什么。因为1914年6月发生的萨
拉热窝事件直至今日仍影响着
国际政治和全球国家体制。

如今，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
仍受到几大欧洲帝国遗留问题
的折磨。这些帝国或王朝中的大
多数在一战后瓦解：哈布斯堡王
朝、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大

英帝国的没落也始于这场战争，
二战只是将没落变得无可挽回。
帝国的崩溃留下了断裂区，时至
今日仍包含着破坏地区乃至世
界和平的高风险。对巴尔干和中
东地区而言尤其如此。不过，回
忆1914年夏天，引发最大担忧的
是东亚地区。

尽管过去100年出现各种冲
突和倒退，但仍有谨慎乐观的理
由。第一，世界强国美国的持续
存在充当稳定制衡；第二，核武

器威慑；第三，全球化导致的相
互依赖不断加深。缺少这三个因
素，东亚地区将面临爆发一场大
战的紧迫威胁。

世界、思想和国际外交架构
在这100年间发生很大变化。尽管
发生各种可怕冲突，但爆发一场
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降低了。但人
们不应忘记，在1914年夏天，大多
数国家还认为不可能出现后来
的那场灾难。尽管如此，它却发
生了！

“美国最好的朋友是法国还
是英国？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
很漂亮和优秀，我从未想过在她
们两人之间作出取舍。”

———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日与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白宫举行联合
记者会时，巧妙回答法国记者提
问。

“我认为奥运会不是谈论政
治的地方。奥运会是体育的殿
堂，是各种文化放下争执、展开
竞技的舞台。”

——— 美国高山滑雪运动员博
德·米勒认为奥运会不应受到政
治因素的干扰。

“我们希望你们留下。”
——— 英国首相卡梅伦近日在

伦敦就苏格兰独立问题发表演
讲，他言辞恳切地表示，苏格兰
留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内更符合其自身利益。

“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传
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那
样的国家，私生活会遭到渲染，
就像在英国，在美国更是如此。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共和国，而在
共和国里，选举上台的人都有合
法性。”

——— 法国社会党发言人蒂埃
里·芒东如此评价总统奥朗德与
女友瓦莱丽分手事件。

“有些新闻媒体几乎每天都
批评我是‘人渣’，我对此完全
不在乎。”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日
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言时说。

“布莱尔永远不会冒这个风
险，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这样
做，我会阉了他。”

——— 媒体近日爆出英国前首
相布莱尔的妻子切丽在与友人聊
天时，被问及假如丈夫搞婚外情
该怎么办时说。

“我们的西方伙伴常常会本
能地采取行动，通过一个简单的
原则判定对方‘是敌是友’，他
们并没有特别考虑过是否要迈出
更长远的一步。”

———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撰
文称，欧盟国家不与俄罗斯进行
合作，实属没有远见。

“日本应正确对待历史，任
何否定‘村山谈话’精神的人都
应从内阁辞职。”

———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12

日在韩国首尔演讲时说。

“批评者到比赛现场亲自体
验，再发表自己的看法。”

———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索契
冬奥会的举办情况表示满意。

(赵恩霆 整理)

法国总统奥朗德骑着摩托车
来到白宫门口，礼宾官员向美国
总统奥巴马夫妇报告：“法国总统
(到了)！”奥朗德于2月10日至12日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他不久
前骑摩托车与一名法国女演员幽
会的绯闻热度依然不减。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点评：无论一战还
是二战，历史都需要后
人铭记，不仅为了纪念，
更为了不再犯错。正如
菲 舍 尔 所 言 ，如 今 的
东亚地区确实令人担
忧 ，但 这 种 担 忧 并 不
是能让世界获益的中
国 和 平 崛 起 ，而 是 日
本不断显露的右倾化
和 军 国 主 义 狰 容 。好
在，中韩等国并未忘记
历史。好在，全球化导致
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

点评：1997年亚洲
金融危机发端于泰国，
席卷东亚和东南亚，甚
至波及至南美。而距离
我们最近的2008年金融
危机，则肇始于最发达的
美国，波及全球。无论是

“脆弱五国”还是“发达五
国”，在当今全球经济贸
易彼此依赖，相互影响不
断深化和复杂化之时，任
何一个主要经济体出现
危机，都有可能蔓延至
周边地区乃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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