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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印度度换换总总理理，，西西方方很很尴尴尬尬
当年集体“拉黑”莫迪，如今忙着恶补关系

与正愁着怎么跟莫迪“解梁子”的
美国相比，日本政坛对此次印度大选
的结果似乎比印度人自己还兴奋。据
日本媒体报道，5月19日，内阁官房长
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对莫
迪能够当选印度总理感到高兴。他甚
至公开表示：莫迪是位“极其亲日”的
政治家，期待日印之间的合作能更紧
密。

说起来，在对外国领袖是否“亲
日”的判断上，日本人的自我感觉那是
出名地不靠谱：远有二战末期铃木贯
太郎放言“斯大林长得像西乡隆盛，所
以苏联一定会帮日本”的旧伤，近有安
倍吹嘘自己“与朴槿惠家族有世交，所
以日韩一定能交好”的新痛。不过，此
次菅义伟断言莫迪会“亲日”，倒也是
看准了才说的。据日媒早前报道，莫迪
在当选前就曾多次会晤安倍晋三，并
对安倍的民族主义主张和安倍经济学
赞赏有加。两人在对经济和民族主义
的主张上有颇多相通之处，可谓惺惺
相惜。在这种背景下，说莫迪“亲日”，
还真不算日本自作多情。

不过，印度领导人是否“亲日”从
来不是日印关系的决定因素。自上世
纪80年代印度“苏联模式”宣告破产以
来，积极向日本靠拢是印度的既定方
针，历届印度总理几乎都是事实上的

“亲日派”。相比之下，真正在玩“高贵
冷艳”的其实是日本。据统计，1980年
代印度高官前往东京拜会了十次，日
本却只回访了五次，而到了1990年代，
这一差距则拉大到了14︰4。当时与中
国关系尚可的日本不稀罕印度的资
源、劳动力和市场，这才是日印关系无
法走近的主因。

然而，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受
阻和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急需在经
济上找到一个能替代中国的“备胎”，
在政治上找到一个能牵制中国的“帮
手”，而安倍早在上任之前，就把这一
目标瞄上了印度，其在2006年出版的

《致美丽国家》一书中就声称，“未来十
年中，日印关系若超越日美或日中关
系，将毫不奇怪。”

如今，雄心勃勃的莫迪上台，无疑
是安倍盼望已久的消息。此次，日本媒
体普遍对莫迪上台后日印之间的高铁
合作寄予厚望，并有意无意地点出了
莫迪在“藏南问题”上的对华强硬。在
这种热望之下，菅义伟的此番表态，实
在有些“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与
其说是在强调莫迪的“亲日”，不如说
反映了安倍的“亲印”。在日本如此主
动的背景下，日印未来进一步走近几
乎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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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所昱言

与其说莫迪“亲日”

不如说安倍“亲印”

或将首访日本

印度人民党赢得印度30
年来最大的选举胜利之后，美
国总统奥巴马和多个西方国
家领导人纷纷致电表示祝贺
的同时，也邀请莫迪前去访
问，并强调彼此的共同利益。

莫迪原是印度古吉拉特
邦的领导人，2002年该邦发生
反穆斯林暴乱，很多人在暴乱
中伤亡，莫迪被指对这起事件
视而不见，因而遭到西方国家
抵制；2005年，美国政府以人
权为由，拒绝给他美国入境签
证。美国国会2005年甚至通过
一项决议，就莫迪在暴乱中的
角色作出判决，指责他宣扬

“种族主义”。
据维基解密网站报道，

2005年“签证事件”发生后，美
国在一份外交机密电文中警
告，莫迪领导下的印度人民
党，反美情绪强烈，同美国的
合作关系薄弱。

在西方抵制之下，莫迪把

视角转向东方，多次访问东亚
国家。他决心要发展印度经
济，希望有朝一日能向毗邻的
大国中国看齐。

外交界人士预测，莫迪当
选后最先访问的国家可能是
日本，与民族主义和经济改革
推行者的同道中人安倍晋三
会面。

莫迪“不计前嫌”？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促
进会专家瓦希纳夫表示，美国
官员强烈地意识到，不与莫迪
建立关系，或者对他一无所
知，对美国很不利，正设法尽
快修复彼此的关系。

此次大选期间，随着莫迪
胜利的机会与日俱增，美国官
员不得不赶紧着手，设法消除
美国同莫迪对彼此的恶感。

即将离职的美国驻印大
使南茜·鲍威尔今年2月同莫
迪会晤，美国国务院也清楚地
表明，莫迪以总理身份访美，
签证不会有问题。

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驻
新德里的大使行动更快，为讨
好莫迪，在大选举行前就急忙
与莫迪会晤。

印度大选成绩揭晓当天，
美国总统奥巴马更致电莫迪，
祝贺他带领印度人民党赢得
大选，并邀请其未来访美，促
进双边关系发展。

白宫透露，奥巴马说，他
期待与莫迪密切合作，以实现
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奥
巴马和莫迪均表示，愿意深化
美印两国的合作。

外交经验尚浅的莫迪最
近表示，国际关系应侧重互
利，而不是领导人的交情。美
国希望，莫迪说这番话是在表
明，他将抛开过去的怨怼。

尚有共同利益

莫迪在竞选时曾承诺改
善经济。他任古吉拉特邦首席
部长时，也极力招揽西方企业
家到该邦投资，预料接下来他
会大力推动亲商的改革措施。

曾任美国国务院南亚事
务官员的艾瑞斯表示，莫迪侧
重经济发展，看来是个“务实
主义者”，但她预计美国仍会
在暗地里关注印度的宗教自
由。

艾瑞斯说，许多人将关注
莫迪的执政方式，看他是否会
以印度教为优先，或摆出印度
多元化捍卫者的姿态。

美国前进中心副会长威
克兰指出，美国同印度的利益

“应该是一致的”。他说：“我不
认为在莫迪领导下，印度的利
益同美国的会有什么大的不
同……印度和美国一样，都要
有一个稳定、和平的南亚环
境；它们也有共同敌人，那就
是恐怖组织等威胁。”

尽管共同利益基本一致，
但是，莫迪同美国等西方国家
领袖建立交情，个人层面的联
系还是重要的。今年9月的联
合国大会就是一个机会，到时
就看莫迪如何在国际舞台上
长袖善舞了。

据中新网

随着印度大选尘埃落定，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而这一胜利令美国等西
方强国处境尴尬，这些国家虽然视新德里为重要伙伴，但长期以来它们对莫迪这个民族主义政
党领袖避之唯恐不及，现在改善同莫迪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5月16日，在印度加尔各答，一名支持者亲吻莫迪的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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