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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笔者收到美国朋友邮件，称
15日下午5点半，在休斯敦市中心有一
个“摩天大楼”游览项目，该项目是由
民间草根组织“保护休斯敦”发起，收
费10美元。说实话，笔者来了休斯敦这
么长时间，还真没到市中心看过，于是
决定参加该项目，瞧瞧休斯敦的摩天
大楼到底都是什么样。

15日下午，笔者和朋友驱车来到
了市中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
免费停车点。之后我们来到市中心的
莱斯阁楼，“保护休斯敦”组织在大楼
遮棚下面设了一个工作台，出售门票，
发放相关资料。现场已有三四十人在
排队买票领取资料。

买完票后，按照先后次序，20个人
一组，每一组由“保护休斯敦”委派兼
职导游一名，所谓导游，也只是学习建
筑的学生或者对建筑艺术感兴趣的志
愿者而已。我们的导游戴夫·莫里斯是
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对建筑感兴趣，
因此主动申请参与到了“保护休斯敦”
行动中来。

在正式游览之前，每个人都拿到
了一页纸的活动内容简介，上面有一
份标有数字的简易地图，我们将在戴
夫的带领下，参观市中心附近26座大
大小小的“摩天大楼”，全部行程下来，
需要2个小时左右。

这些建筑中年代最早的是建于
1884年的棉花交易大楼，这座保存最
早的“摩天大楼”事实上只有五层；最
晚的则是建于1983年10月的美国银行
中心；最高的建筑是完成于1981年，由
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得州商务中
心，该楼有75层，高达305 . 41米，是得克
萨斯州最高建筑，也是全美第13高楼。

两个小时的行程虽不长，但对笔
者来说，却收获颇丰。此前，笔者从未
意识到以石油和航天科技著名的休斯
敦能跟建筑艺术扯上什么关系。但在
戴夫的讲解之下，对建筑一窍不通的
笔者也了解了这些建筑的特点风格、
时代背景和背后的历史文化事件。比
如，建于1884年的棉花交易大楼，反映
了当时南方农业重地得克萨斯州棉花
种植和交易的盛景。这座大楼保存完
好，数次更新修复之后，现在是市政府
一些部门的办公大楼。其特点是窗户
高大，比正常大楼要高一半，原因就是
为了照顾棉花交易商，增强室内采光，
方便他们查看棉花质量，区分等级。

组织该活动的“保护休斯敦”是一
家非盈利性民间组织，成立于1978年，
在一些爱护和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人
士倡议下成立，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
组织和个人的捐赠，以及类似这次市
中心摩天大楼之旅的收费项目。该组
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保护休斯敦地区的
历史文化建筑，同时提高社区居民对
建筑的保护意识。他们认为，他们的努
力就像流水跟石头的关系，尽管进程
缓慢，但是影响却持久稳定。

“保护休斯敦”组织虽然草根，但
能量却不小，要知道在其建立之前，休
斯敦市没有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专门
法律法规，也没有政府认定的历史文
化保护区和地标建筑，对一些历史建
筑迁拆重建也是常有的事情。该组织
成立之后，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休
斯敦市出台有关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
法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995年休斯
敦市终于出台了第一部保护历史文化
建筑的法规。在之后的2005年和2011

年，“保护休斯敦”又与两任市长比尔
怀特和安妮斯·帕克配合，对这项法规
进行了重新修订。这是“保护休斯敦”
引以为豪的事情。

“保护休斯敦”不只对摩天大楼感
兴趣，还有针对建于20世纪初的伍德
兰德民居、建于19世纪中叶的市政广
场等历史建筑的游览项目。正是通过
这些活动，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了解
本地的建筑及其背后的历史。

很多人可能觉得跟咱们的长城、
故宫比起来，这些只有一两百年历史
的建筑实在太小儿科了，不过，不管是
民间组织“保护休斯敦”，还是普通市
民对本市“年轻”历史的认真态度和实
际行动，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作者为美国莱斯大学访问学者)

保护历史建筑

草根组织功不可没外外交交不不是是拉拉帮帮结结派派
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各方纵论中美俄日等大国关系

“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我现在的态度比较悲观。
因为作为一位美国官员，我和
我的同事正越来越失去热情。”
21日，第三届和平论坛的开幕
式上，围绕中美关系问题，美国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作
了如是的开场白。

这位退休的美国前高官西
装笔挺、高挺的鼻梁上架着黑
色细边眼镜，看上 去 风 度 翩
翩。可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
位学者范儿十足的小布什总
统的智囊，当天却投下了本次
会议上第一颗重磅炸弹。在声
明自己“将坦率地陈述自己的
观点”后，哈德利发出连珠炮
似的一连串质疑。他表示，虽
然他本人十分赞同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提
出的“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
等的，包容的”观点，但他认
为，中方近期的一些举动，至
少在美方看来没有实践自己
提出的这一观点。哈德利称：

“我知道中国有自己的理由，
但是如果把这些行动结合起
来看，其他国家都会怀疑中国
的动机。我想知道的是，中国能
否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
牺牲短期利益？”

哈德利还指责说：“中方在
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国家的
事务要由亚洲国家自己主导。’
这个背后的含义就是要把美国
从亚洲的安全架构中赶出去。”

22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孙建国在午餐会上以点名的方

式对美方的态度予以了直接的
回击，他在演讲中说：“针对美
国长期对中国进行的大范围、
高强度抵境侦察，美国著名战
略家布热斯基的质疑提得好。
他说，‘假如中国海军舰艇在
美国西部巡视，美国会有什么
感受？’”

针对中美双方目前存在的
分歧，哈德利在会后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有非常
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非常不同
的国际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中
美双方在政府官员间、领导人
之间、学者之间进行广泛的战
略对话非常重要，这有利于双
方加深了解，欣赏彼此的不同，
而不是让这些不同成为双方推
动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障碍。”

中美博弈“坦率”交流有碰撞

“本届会议上，中俄关系的走
近也许是最不存争议的议题。”在
会议闭幕后新闻发布会上，本届
会议的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介绍
说，“只不过，中俄双方到底好到
什么份上，这个问题存在争论。”

事实上，于21日进行的题
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与全球
安全”的分小组讨论也间接印
证了这一判断。参与该讨论的
中方代表是资深外交家、原驻
俄大使李凤林。会场上，他一口
流利到烂熟的俄语和满头的白
发，让人不禁回想起中俄在历
史上曾经以兄弟相称的那个时
代。而李凤林在演讲中似乎也
丝毫不回避自己的这一“属

性”。他开门见山地表示：“今天
发言的人都是讲俄语的人，我
们都是在思想上统一的人。”李
凤林高度评价了中俄之间的友
谊，称中俄不仅有共同利益，还
有共同的世界观，并将中俄志
同道合的诱因直接指向了美
国，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所
要的东西并不多，我们想自己
决定自己的命运，建设自己的
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复
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
想和平共处与各个国家合作，
而不是屈服于某个国家的操
纵，即使是美国的操纵。”

不过，紧随李凤林之后发
言的俄方代表、卡尔加诺夫教

授在阐述中俄关系时则显得较
为谨慎，“在过去很多年里，在
中国有反俄的情绪，在俄罗斯
有反中的情绪，为了消除双方
的戒备心理，我们做了很多工
作。”卡尔加诺夫教授介绍说，

“当然，目前在个别地方、个别
时间，这种反感情绪在俄罗斯
还会有所体现，比如对中国在
中亚的疑虑和不安。”

在谈到经济问题时卡尔加诺
夫教授说：“今天我们达到这种高
度的互信，我们开始在投资方面
达到一定的突破。”“当然，”他再
次使用了这个词汇，“考虑到西伯
利亚和远东的安全和稳定，我们
会为各国提供平等的投资环境，
包括中国，也包括日本”。

中俄走近 到底好到啥份上

本报记者 吴华伟

休休斯斯敦敦笔笔记记

“从1840年鸦片战
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
立前一百多年间，中国
饱受列强侵略之苦，最
懂得和平之珍贵，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和平发
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
世界有利。”6月21日，
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第
三届世界和平论坛开
幕式上这样说道。6月
21日至22日，由清华大
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
协会协办的第三届世
界和平论坛在北京举
办，7名外国前政要、近
50位驻华大使、110余
位中外智库领导出席
了会议。在本次会议
上，面对激变的国际局
势，围绕中美、中俄、中
日等数对大国间的双
边关系，与会者展开了
激烈的讨论。

中日争锋 交往到底图什么

“电影《冰雪奇缘》在全世
界非常受欢迎，片中的冰雪皇
后能冻结所有的东西，但是她
最终发现真正控制她魔力的并
不是她的恐惧，而是别人的爱，
这部电影显示了时代的主题，
也显示了人们之间的和谐，这
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在
21日的开幕式上，日本前首相
鸠山由纪夫先生以这样的比喻
为其演讲做了收尾。

算上本届，这位日本前首
相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世界和
平论坛”了。而当真正面对面
时，本报记者发现，这位日本政
界知名的“亲华派”比想象中要
谨慎得多。在简单的寒暄过后，
他爽快地和记者交换了名片，
而这张递来的名片上，鸠山由
纪夫首相将自己名字中的“由”

换成了“友”。根据鸠山先生自
己的解释，这是为了展示自己
友好的理念。

在回答记者“如何看待安
倍首相目前的外交政策”的提
问时，鸠山先生的话题似乎也
没有离开“友”这个字眼。“所谓
的价值观外交，价值观相同的
国家就搞友好，搞合作，而对于
中国这样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就
不搞友好不搞合作，这样一种
思维其实并不算外交。所谓外
交，就应该是价值观不同的国
家，怎么样去开展合作，只和具
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拉帮结
派，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

不过，稍后进行分组讨论
时，让人隐约觉察到鸠山先生
的理念目前似乎还是个“童
话”，因为中日之间的确在为啥

交朋友的“理由”上缺乏共识。
“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以
后，麻生太郎到北京，发表演讲
时说中日友好不是目的而是手
段，互惠才是目的，我听了以后
印象非常深。”中国社科院日本
研究所所长李薇在分组会上回
忆说，“就是说，日本将中日关
系的原点从道德的高度下降到
了相互趋利的地步。”李薇指
出，事实上中日之间目前关系
的死结之一，就是双方交往的
原点没搞清楚：“对于战略互惠
这个词汇，中方的解读是战略
和互惠，既要有战略互信，也要
有经济互惠。但日方强调的则
是战略性的互惠，就是说两国
之间只有经济互惠关系。这其
实是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说清
楚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昱

6月21日，日本前首相鸠
山由纪夫在会上演讲。

▲6月21日，北京，第
三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
大学举行，国务委员杨洁
篪与与会各国嘉宾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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