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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高高加加索索或或成成俄俄美美博博弈弈的的新新““战战场场””

就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
绕乌克兰危机激烈博弈之际，南
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
卡）地区的领土争端，爆发近20

年来最大的一场武装冲突。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位于

阿塞拜疆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州，
与亚美尼亚并不接壤，但当地亚
美尼亚人占大多数。亚阿两国围
绕该地区的领土争端，还要追溯
到上世纪20年代。

苏联成立前，主导高加索地
区事务的是一个11人组成的“民
族人民委员会”，当时该委员会

通过一项决议，将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划入亚美尼亚，导致阿塞
拜疆强烈反对。此后不久，亚美尼
亚发生反苏叛乱，导致委员会收回
上述决议，改将纳戈尔诺-卡拉巴
赫划给阿塞拜疆。苏联成立后，阿
塞拜疆在当地设立自治州。

亚阿两国就此结下梁子，但
在苏联的高压下，亚阿并未过分
纠缠，直到上世纪80年代。1987年
开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民
族主义运动高涨，以不同方式要
求将该地区归还亚美尼亚管辖。
由此，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关系
紧张，并于1988年爆发武装冲突。
苏联解体加剧了冲突，这一仗打
到1994年才告结束。

此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当地议会先是投票决定加入亚
美尼亚，遭苏联反对后又宣布独
立。不过，即便是亚美尼亚也没
有承认其独立地位，仅表示支持
独立，但阿塞拜疆认为此举非

法。围绕近期这次冲突，亚美尼
亚放出消息称，亚阿两国总统本
月8日至9日将在俄罗斯索契举
行会晤，但该消息尚未得到阿塞
拜疆证实。

造成当前亚阿领土争端的
根本原因，是苏联成立时期对两
国领土的随意划分，这种过于草
率的行为，在亚阿两国看来是苏
联为加强控制而故意制造矛盾
的“分而治之”策略。亚阿领土争
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很可能
演化为大国间博弈的导火索。亚
美尼亚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既是
俄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
关税同盟成员，亦准备加入普京
大力推进的欧亚联盟。相反，相
比与普京打交道，阿塞拜疆把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与美国的关
系中。

对于亚阿领土争端，俄罗斯
作为调停者之一一直劝和，但难
免胳膊肘会拐向亚美尼亚。而美

国等西方国家则坚决支持阿塞
拜疆。相比历史悠久的亚美尼
亚，阿塞拜疆丰富的油气资源更
令西方青睐。长期以来，美国和
欧洲一直把阿塞拜疆作为新的
能源基地，通过这里可以绕过俄
罗斯，将里海乃至中亚的油气输
往欧洲，从而减少欧洲对俄罗斯
能源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南高加索地区
拥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这里
北与俄南部地区接壤，那里活跃
着车臣武装等分裂势力；南与伊
朗相连，进而连接中东；西隔黑
海与欧洲相望，东边里海的对岸
就是中亚。谁控制了南高加索地
区，就意味着一北一南分别牵制
俄罗斯和伊朗，进而俯瞰中东。
同时，在东西方向上，还可把控
中亚、里海向西输出油气的能源
通道。

基于此，2004年至2005年期
间，西方操纵的“颜色革命”率先

在该地区的格鲁吉亚爆发。格鲁
吉亚之变，促使俄罗斯巩固与亚
美尼亚的盟友关系。同时，还不
能激怒阿塞拜疆，避免其步格鲁
吉亚的后尘。此外，2001年美国曾
借发动阿富汗战争染指过中亚，
但最终还是被俄罗斯挤出了吉
尔吉斯斯坦——— 另一个发生过

“颜色革命”的国家。目前，美国
再次利用阿富汗介入中亚的可
能性不大。鉴于中亚的地理位置
和周边形势，南高加索无疑是最
好也是最后的通道。

正因南高加索如此重要，才
使得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领
土争端显得格外扎眼。如何在两
国间找平衡对俄罗斯至关重要，
莫斯科应该会极力避免在东欧
和南高加索两面迎敌。而对美国
等西方国家而言，一旦亚阿局势
恶化，便有了进一步介入的可
能，南高加索也会演变成俄美博
弈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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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整天都跟疯了一样，停
下，停下，停下，不要总是怀着仇
恨，（国会）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做。”

——— 美国众议院授权众议长
博纳对总统奥巴马滥用行政权力
提起诉讼，奥巴马作出上述回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巴马
2008年赢得大选在一定程度上凭借
了他（至少在口头上）展现领导才
能的能力。”

——— 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刘易
斯认为，尽管奥巴马总统任期还有
两年多，但他已经失去了“领导
力”，也不想再有什么作为。

“我们以前经历过与卡扎菲的
战争，但现在情况要糟糕得多。混
乱无以复加。没有政府，我们连续
多个小时没食物、没燃料、没水，也
没有电。”

——— 从利比亚逃离的希腊人
艾斯尼欧认为，利当前局势比2011

年推翻卡扎菲政权时糟糕得多。

“很多美国人仍然只看到非洲
的冲突、疾病和贫穷，而看不到非
洲是个极为多样化并充满创新能
力的地方。”

———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赖斯认为，美国人需要改变对
非洲的过时看法。

“这是个政治意愿问题。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必须展现他
们的仁慈之心。为什么这些领袖要
让他们的人民被别人杀害呢？”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
为停止加沙冲突的主要障碍是以
巴领导人缺乏政治意愿。

“制裁是一条不归路，任何人
都不想走。但目前局势已复杂到我
们不得不采取回击措施的地步。”

———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7

日在政府会议上表示。

“我们输少赢多。没什么可害
怕的。商店里的货架上也会像以前
一样不会空缺，只是会上市我们本
国的商品，它们更美味、更健康、质
量也更好。”

———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导
人日里诺夫斯基认为，欧盟对俄制
裁“不会持续一年”。

“幸存下来的‘慰安妇’非但未
获正义，反而面对着日本公众人物
越来越多的否定和有辱人格的言
论，但日本政府却没有进行任何的
公开驳斥。”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皮莱6日发表声明指出，在二战
结束近70年后，日本有关“慰安妇”
问题的言行仍在侵犯受害者人权，
她对此深表遗憾。

（赵恩霆 整理）

英国《金融时报》：

西方应维护本身的制度诚信
两个月前，玻利维亚国会大

楼上时钟的指针开始逆时针转
动。这可不是出故障了，这座时
钟被设计为对“北方”(更常被称
为“西方”)主导世界事务的一种
抗议。玻利维亚政府指出，时钟
是由日晷演化而来，在南半球，
晷针影子的运动方向与北半球
相反。玻利维亚外长乔克万卡
说：“谁说时钟指针始终得朝一
个方向转动？我们为何应当始终
遵守这个规则？”

玻利维亚国会时钟这个离奇
的例子，不应被视为纯粹的搞怪之
举而不予理睬。一场反抗美国和欧
洲制定的全球规则的运动已全面
铺开。过去两周里，巴西、俄罗斯、

印度、中国和南非组建金砖国家银
行，这反映了一些人对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不满。
尽管现在金砖国家的产出已占全
球产出的约20%，但它们在IMF的
投票权仅为10 .3%。

金砖国家和玻利维亚人对
重写全球规则的渴望，间接反映
了西方机构依然有力量塑造世界、
惩罚违反其规则的对象。但不可否
认，从互联网到全球金融体系，各
个领域中挑战美国权力的言论越
来越多。全球经济实力的变迁意味
着，机构权力的改变是不可避免
的。当大部分互联网流量跟美国人
无关时，为何应由美国来制定互联
网规则？当美国不再是毫无争议

的全球经济核心时，为何应由美
元来充当全球储备货币？

归根结底，西方若想就这些
质疑给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唯一
能做的就是证明尽管许多全球
性机构身上反映了它们起源于
西方这一点，但却一直以符合全
世界利益的方式运作。如果非西
方国家认定西方正在滥用其机
构权力，比如说监听互联网信息
流、实施武断的经济制裁或滥用
法庭，它们将更有动力建立替代
性机构，改变全球治理体系的线
路走向，使之不再经过西方。西
方唯有保护好公平交易、健全机
构和法治的名声，才能保持自己
的权力。

俄罗斯《导报》：

第二次冷战即将成为现实
新冷战，即第二次冷战，恐

怕最晚将在2014年年底前成为
不可更改的现实。未来几个月，
俄罗斯必将从新冷战的现实出
发，实行动员发展模式。这意味
着全面调整经济政策、金融调控
原则以及整个对外经济合作体
系。美国希望新冷战导致俄罗斯
现政权垮台，但美国的存在和俄
罗斯人在乌东部地区流淌的鲜
血会让俄罗斯民众更加团结。

第二次冷战未必会以俄罗斯
的崩溃为结局。政治上的对立会
巩固俄罗斯现政权。至于经济领

域，在经历艰难的过渡期后，俄罗
斯经济会再次走上增长之路。历
史经验证明，俄罗斯同其他国家
一样，能够在动员体制下和敌国
围困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数十
年。苏联当年正是在被孤立的情
况下实现了工业和科技的飞跃。

这个例子并非个案，一些被
孤立的国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比如伊朗就是如此。俄罗斯对制
裁的承受能力要比伊朗强得多，
如果俄罗斯像伊朗那样遭到全面
禁运，将会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动
荡，从而引发新一轮全球危机，而

俄罗斯则可寄望于进一步深化同
金砖国家、首先是同中国的合作。

第二次冷战会持续多久？结
局如何？中国专家中有一种观点
认为，乌克兰危机为中国在中美
对抗过程中提供了10年的战略
喘息期，这一评估是比较准确
的。第一次冷战是两大体系全面
对抗的产物，第二次冷战则是俄
美利益在全球战略边缘地区（东
欧）发生冲突的结果。新冷战不
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但
至少会让俄罗斯和西方一代人
的生活受到损害。

点评：很高兴看到西
方舆论已经有了危机感，
并且指出了化解或延缓危
机的办法。无论是玻利维
亚调钟表指针，还是金砖
国家自建银行，它们的目
的是另起炉灶，打造一个
或多个领域内可以与西方
主导的治理体系并驾齐驱
的机制，而非将后者推翻
或者取而代之。相比西方
世界，新兴经济体和有潜
力的市场国家更加深知合
作和适时改革调整的重要
性。因此，西方给自己开的
药方只能治标，要想治本
还得靠顺势变革机制。

●

●

点评：美俄围绕乌克兰
危机角力升级，有关第三次
世界大战和新冷战的说法
纷纷问世。新的世界大战或
许有点危言耸听，但新的冷
战则并非没有可能。只是，
即便真发生俄美新冷战，也
绝不会像当年美苏对抗时
那么“冷”。西方制裁俄罗
斯，俄罗斯自食其力，但这
只是权宜之计，长期而言对
任何人都没好处。这缘于全
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关起门
来搞建设的时代早已不再。
同时，西方除了逼俄罗斯让
步，也需审视自身，互相妥
协远比逼一方让步更靠谱。

●

●

“欧盟先生”手持铁锤叫道：
“我们通过制裁打击俄罗斯是正
确的……”不过，“欧盟先生”随后
却泪如雨下，哭诉“制裁也打击了
自己”，打击了欧盟和俄罗斯的能
源、贸易及经济联系。

(原载阿联酋《海湾时报》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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