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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叙利利亚亚迎迎转转折折，，巴巴沙沙尔尔““闷闷声声发发财财””

4月17日，叙利亚迎来了又一
个国庆日。与过去三年来的国庆
日一样，伴随庆祝活动的，是政府
军与反对派武装的交火。不过，几
天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大马士
革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叙利亚迎
来了转折点。”与转折点一起被提
及的，还有叙政府军已在战场上

完全占据上风。
巴沙尔至今已任满两届共14

年的总统任期，参加今年6月大选
谋求第三个任期的可能性也非常
大。叙利亚今年的总统选举因局势
好转将于本月下旬如期启动，“转
折点”一说无疑有助于收拢民心。

在叙利亚政府看来，今年的
大选就是向外界尤其是西方显示
叙利亚向民主过渡的重要一步。
在经历了三年的胶着与拉锯之
后，巴沙尔政权逐渐收复失地和
重要城镇，已经占据了战场绝对
优势。叙利亚副外长梅克达德16

日说，叙政府军有能力在需要时
从反对派手中夺回全国任何一个

地区。与此同时，鱼龙混杂的反对
派武装越来越暴露出极端恐怖主
义倾向，这使得原本支援他们的
西方国家和海湾富油国有所忌
惮，其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

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势力的
今昔对比异位，除了因为叙民众
在经历长期战乱后希望过上稳定
生活的渴求，也反映出外部力量
对待叙利亚危机的态度以及国际
环境的变化。

举个例子，就在不久前的4月
11日，叙利亚一个小镇被爆出发生
化学武器袭击，虽然叙政府和反对
派相互指责，但不同于去年8月那
次化武危机，这一次国际社会基本

保持了沉默。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
西方国家认识到，叙利亚政府在战
场优势明显、政治影响力回升的今
天不会蠢到动用化武发动袭击，另
一方面，也缘于目前西方国家正与
俄罗斯就乌克兰危机进行博弈，乌
克兰东部不断升级的局势已然使
美欧无暇他顾。

从去年初的朝鲜半岛危机，
到去年底的土耳其、埃及乱局，
再到如今的乌克兰危机，正是自
去年以来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了
巴沙尔“闷声发大财”的机会。虽
然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谈依然
无果，但很明显，政治解决叙利
亚危机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的共

识。根据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的报告，叙利亚化武有望在本月
底前全部运出，并可能在年中实
现销毁，这进一步为叙利亚政府
争取到较好的国际形象。

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的叙利
亚危机，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
逐渐进行着军事较量、政治角力、
民意变化和外力干预等多个层面
的量变积累。即将举行的叙利亚
大选虽然已经遭到叙境内外不少
反对派的抵制，但能够着手准备
选举活动，这本身就是巴沙尔已
经逐渐掌控局面的表现，同时也
给饱受三年战乱之苦的叙利亚民
众带来了稳定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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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抱歉，我感到羞愧，不
知道该说些什么。”

——— 韩国沉没客轮船长李俊
锡在事故发生后是第一批逃生的
人，引发民众指责。他向遇难者和
失踪乘客的家属表示道歉。

“他们就快死了，你们做了些
什么？时间已经不多了！”

——— 韩国失事客轮上的一名
学生家长情绪激动，冲着前来慰
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喊道。

“不止一次，陪同我们的(中
国)军官非常坦率地表示，他们知
道，他们在海军航空兵方面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 陪同美国防长哈格尔登
上辽宁舰的一名美军军官说。

“随着中国人变得更加富有，
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蛋白质、水
果和蔬菜。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帮
助我们成为亚洲的饭碗。”

——— 一名澳大利亚官员称中
国市场极为重要。

“我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前妻
柳德米拉·阿列克桑德拉夫娜嫁
人，然后再考虑自己。”

——— 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在
回答“俄罗斯什么时候能见到新
的第一夫人”的问题时说。

“如果乌克兰分裂，俄罗斯与
西方将陷入对抗，这将造成双输
的局面，因此双方应该保持乌克
兰的完整。”

———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
特列宁说。

“不要把斯诺登的自负与‘公
众服务’混淆，不要轻描淡写他的
叛国行为……我们要直抒胸臆：
叛国就是叛国。”

——— 英国前防务大臣福克斯
说。前不久，因报道斯诺登爆料的
美国“棱镜”监控项目，英国《卫
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荣获普
利策奖。

“要想取得长期的和平，总有
人需要先行一步推动地区和解，
而且没有人比日本更有义务承担
这个责任。”

——— 德国《时代》周报时政编
辑比特纳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和亨里
克亲王对此次中国之行非常期待
的，那就是中国美食。我们两人都
非常欣赏中国菜！”

———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在访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说。

“我们探测到，朝鲜在上周最
后几天移动了配置在中部前线的
移动性导弹发射台，与朝鲜2月至
3月间发射大口径多管火箭炮和
‘蛙’式火箭时的动向很相似。”

——— 韩国政府高层人士14日
透露。

(赵恩霆 整理)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美不当“世界警察”是合理选择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反映了美
国目前所处的环境。美国选择“军
事上的后撤”已不可避免，最主要
原因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
战争结束。通过解除战时体制来
缩小军事规模，是历次战争后都
会发生的现象。同时，战争也容易
导致民众对军事力量的反感。

另外，美国在军事上的后退
不只是因为反恐战争的结束。从
长远来看，由于经济力量相对衰
落，美国已无法继续充当“世界警
察”的角色。反恐战争的结束进一

步加速了这种趋势。
在奥巴马看来，其外交政策

并不意味着“软弱”和“内向”。他
认为，美国从“世界警察”的角色
中转换出来，是确保外交影响力
的必要手段。如果说奥巴马外交
存在问题，那也只能说是过于理
性，而非“软弱”。奥巴马清楚地意
识到美国外交所处的环境，专心
致志地推行“军事上的后撤”，似
乎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然而，奥巴马的“合理选择”
却遇到一个现实难题，即很多国

家对“世界警察”的缺席尚未做好
充分的准备，最典型的就是欧洲
盟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

美国目前还找不到一种能够
取代军事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强大
力量。值得期待的是经济力量，全
球化加深了各国在经济上的联
系，制约了国家为所欲为的行为。
不少人指出，在乌克兰危机中，俄
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外资流出
对经济造成的打击。换言之，“市
场”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警
察”。不过，市场是很难驾驭的。

日本《每日新闻》：日本右倾化的实质是国民焦虑

日本右倾化的一个旁证是安
倍内阁的高支持率。去年底参拜
靖国神社后，安倍晋三的言行中
带有明显的鹰派色彩。然而，支撑

“安倍一强政治”的内阁支持率却
依旧稳定在高位，难道媒体接连
发出的担忧没有传导给民意？

虽说如此，高支持率的背后，
也有选民不买账的时候。像“修改
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

“重启核电站”等热点问题，民意
对其评价多半是反对。即使是身

边切实的经济问题，“肯定安倍内
阁经济政策”但“没有实际感受到
经济变好”，这种凭感情四六分似
的支持，反衬出“除安倍政府以外
别无选项，只能期待”、“不希望社
会变得更差”等走投无路的状况。

政治能量的来源被单一固化
于内阁支持率。对于一个时期的
政权来说，其政治运行摆脱不了
依赖支持率的命运。假如将来经
济动向和安倍经济学出现变故，
为了维持支持率，安倍政权将不

得不运用惯常手段，将舆论的注
意力转向外部。

到那时，舆论会作何反应呢？
在中庸之道淡化的今天，比起安
全保障和领土等直接的民族主义
来，PM2 . 5、沙尘等生活层面的不
安和朴素的摆脱自虐倾向刺激，
可能更会在专注于保守现状的焦
虑社会里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样
一来，担忧日本人右倾化的人们，
只能祈祷安倍政权不要被逼入窘
境，以免刺激国民的“焦虑”情绪。

点评：需要对“世界警
察”缺席做准备的，顶多是
那些华盛顿的盟友。他们
习惯了有老大罩着，逐渐
失去了对突发事件的应对
能力。相反，一直追求多极
化的中俄等新兴经济体国
家，其实早已在为扛起半
边天而不断努力。退一步
而言，即便当今世界需要
一个“警察”，那么需要的
也是一个主张公平正义的
积极角色，而非以此旗号
推行私人意志的强权者。

●

●

点评：还记得安倍二次
上台时的一个声音吗：民众
之所以抛弃民主党政权，选
择自民党和安倍晋三，是因
为他们除此之外没的选择。
无奈的选民被安倍拖上了
偏执的战车，如今渐入窘境
的安倍政权并非因外力逼
迫，这辆战车开进死胡同的
罪魁祸首正是驾驶员安倍，
以及那些大放厥词的右翼
政客，他们一直有意无意地
刺激着国民的焦虑情绪。

●

●

硬碰硬

图说世界

“普京”驾驶战机凌空飞过，
“奥巴马”号军舰发声：“真是忍无
可忍！我要对他的行动表示严重
关切。”美国国防部14日证实，俄
罗斯一架战机12日曾数次飞近美
国在黑海的“唐纳德·库克”号驱
逐舰。

(原载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
网站)

美国《纽约时报》：日本核政策的暧昧性

尽管日本没有核武器，但它有
核武政策。1994年才公之于众的日
本外务省1969年的一份内部文件指
出，日本应“保留生产核武器的经
济和技术可能性，同时确保日本在
这方面不受干扰”。这种“技术威
慑”姿态本质上是暧昧的。

日本政府始终否认其寻求技
术威胁，因为承认这一点不仅违
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也
会激怒仍强烈反核的国民。因此，
日本向其他国家暗示它能制造核

武器，而且如有必要它会这么做，
同时又设法让国内外任何人很难
提出反对意见。

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日本奉行和平主义外交政策，最具
有代表性的是其“无核三原则”。另
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
实施以核燃料闭合循环为中心的
核能源政策。但如今，日本技术威
慑战略的两大支柱正在崩溃。安倍
内阁对日本东亚邻国采取了对抗
姿态，日本政府放宽武器出口原

则。那些察觉到安倍政府可能放弃
“无核三原则”的国家开始对日本
的钚库存表示担忧。

如果安倍继续推进对抗性的
日程，其政府可能失去华盛顿的
支持。那样的话，日本要么必须在
核材料问题上遵守适用于其他国
家的规则，要么公然藐视这些规
则，使自身处于孤立状态。我们只
能寄希望于日本的非常规核威慑
方式最终会对安倍自己产生威慑
效果。

点评：“暧昧”这个词用
来形容安倍政权再准确不
过了。在修宪和行使集体自
卫权上，对外称是为了维护
和平，实际上却暗藏杀机，
这足够暧昧；在历史问题
上，安倍政权的态度遮遮掩
掩，时而大步越界，时而象
征性地继承有关“谈话”，这
也足够暧昧。过分且过多的
暧昧会迷失自己本该有的
清醒认识，其结果就是使自
身越发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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