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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合合军军演演的的反反恐恐意意味味要要强强于于抗抗美美

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和平
使命-2014”上合组织联合反恐演
习在中国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
基地结束。这次开始于8月24日
的联合军演，首次由中方担任总
导演，在参演人员和装备数量
上，规模堪称历次军演之最。

此次联合军演，中方出动兵力
近5000人，军机50余架，各类装备
400余套。俄罗斯出动兵力1000人，
14架军机和60辆装甲车。此外，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三国也出兵参演。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军演

中，中国不仅动用一架察打一体
无人机对敌实施导弹打击，包括
自主研发的专用武装直升机“武
直-10”，以及武直-9的改进型武
直-19也是首次亮相，其中前者
被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誉为“解
放军树梢杀手”。同时，中国空军
也首次负责协同指挥军演空中
实兵行动和实施空域管控。

在当前亚太地区的战略格
局之下，中国此次大规模参演，
加之俄罗斯的参与，在一定程度
上被认为是中俄联合借上合组
织平台，与搞亚太再平衡的美国
相抗衡的大动作。

这种判断并非没有道理，美
国虽然嘴上喊着欢迎中国崛起，
但实际行动中却以“再平衡”战

略来遏制中国；与此同时，围绕
乌克兰的博弈中，美俄关系实质
上已经处在对抗层面。在这种局
面下，此次上合组织最大规模联
合军演，必然带有些许“亮剑”的
成分。不过，综合而言，抗美只是

“附加值”，此次上合军演主打的
仍然是反恐。

其实，反恐也与美国相关，
且这种关联既有正面的，也有反
面的。从正面而言，无论是在亚
太地区反恐，还是在中亚、中东
反恐，都符合中美俄等全球各大
国的利益，可以说反恐是为数不
多的各国利益交汇点，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也可能成为中美俄等
大国间合作的主要方面之一。

但是，从反面来看，造成全
球反恐形势日趋严峻的一大诱
因恰恰是美国。“9·11”之后，美

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打了十多
年之后，本·拉登虽然被击毙，但

“基地”组织并未被消灭。肇始于
2011年、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支
持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导致中
东、北非地区新一轮动荡，这一地
区也成了恐怖势力生长的温床。如
今，在伊拉克、叙利亚攻城略地、被
美国认为威胁远超“基地”的“伊斯
兰国”就是典型一例。

恐怖势力坐大并渐趋国际
化，殃及的不仅是美国，也包括
中俄在内的各个国家。中亚地区
作为西连中东、南接阿富汗、东
部和北部与中俄接壤的节点地
区，反恐形势的好坏关乎上合组
织各国的安全稳定。

俄罗斯南部地区一直深受
恐怖势力袭扰之苦，中国西部地
区近年来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

观，以“东突”为代表的“三股势
力”严重威胁中俄等上合组织成
员国。在这一背景下，堪称历届
最大规模的“和平使命-2014”反
恐演习就显得很及时且十分必
要。

及时在于“伊斯兰国”的现
实威胁，不久前该组织就曾宣称
要将包括整个中亚，甚至中国新
疆在内的广大地区纳入其“版
图”。必要则缘于在当前形势下，
上合组织作为利益攸关方组织
最大规模的反恐演习，足以释放
出中俄等国联合打击恐怖主义
的决心和力度，发出明确信号震
慑恐怖分子，而军演强度的大幅
提升以及新式装备的亮相，是对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袭击形
式演变，以及其当前表现出的

“超强战斗力”的针对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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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岛尽管只是汪洋大海中
的一个小岛，却是法国人民爱国
主义的先锋、典范和缩影。”

———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纪念
巴黎结束纳粹统治70周年的活动
中，冒大雨发表演讲赞扬法国抵
抗精神。

“纪念火烧白宫200周年。只
是这次用的是烟花！”

——— 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
其官方推特上发布的这条信息，
引发很多美国网民的不满，英国
使馆不得不随后做出道歉。1814

年8月24日英国军队占领华盛顿，
并纵火焚烧了美国国会山和白
宫。这是美国历史上华盛顿遭受
的唯一入侵。

“如果你们曾听闻我们（军政
府）虐待人民的扭曲信息，请不要
相信。你们看看我这张脸，我不是
一个残酷的人。”

——— 泰国新任总理巴育27日
向欧洲投资商保证，他并非独裁
者，并称他的政府将创造一个更
利于长期投资的环境。

“俄罗斯完全尊重乌克兰东
南部两州5月公投的结果，但东南
部人民的政治诉求必须通过谈判
实现。俄罗斯无意分裂乌克兰。”

———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7

日表示，俄罗斯对分裂乌克兰没
有兴趣。

“欧洲希望与俄罗斯保持明
智关系。如果乌克兰选择加入俄
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欧
亚联盟，欧洲也不应与之冲突。”

———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希
望找到“既不伤害俄罗斯、也要尊
重乌克兰人民选择”的方式解决
乌危机。

“不能忽略美国司法系统中
存在的不公平，这破坏了最根深
蒂固的公平和平等的价值观。“

———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28

日首次就弗格森种族骚乱发表意
见，称美国不应忽视司法系统中
的不公，并且应该能够做得更好。

“敌人的敌人未必就是朋友。
美国若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属
什叶派)联手，将导致逊尼派永久
与美国疏远，而要铲除“伊斯兰
国”，逊尼派的支持不可缺少。”

———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
兹说。

“土耳其外交的核心是和平、
团结和繁荣。土耳其没有干涉任何
一个国家领土和内政的想法。希望
能够与周边邻国和中东国家共享
繁荣，这也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方
向。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战略目
标，我们也将继续推动入盟谈判。”

——— 土耳其新总统埃尔多
安在大国民议会宣誓就职时发
表演说。

（赵恩霆 整理）

德国《世界报》：

德国正走在成为世界警察的路上
世界政治的老前辈基辛格

可能又一次说对了。今年6月中
旬，这位生于德国的美国前国务
卿，在纽约和德国国防部长冯德
莱恩共进晚餐时谈到了德国的
国际角色。基辛格对冯德莱恩
说，德国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每
过10年就增加一些，安全政治责
任也随之增加，“德国注定要扮
演一个重要角色。”

基辛格说，从长远看只参与
外交斡旋和提供支票是不够的，
未来柏林必须参加全球的危机
管理。虽然基辛格确实注意到德
国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将承

担这个责任，但这位91岁的老人
也说，德国的承诺至今“没有兑
现”。两个月后，这个承诺兑现
了。8月20日，德国决定给伊拉克
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抵抗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德国外长施泰因
迈尔说：“伊拉克国家制度解体
的灾难会直接影响到德国和欧
洲，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对基辛格来说，柏林决定扮
演一种正在成长中的世界辅警
的角色，是利益和价值导向外交
政策的必然结果。伊拉克影响到
德国的利益，首先因为库尔德人
是伊斯兰分子和北约盟友土耳

其的外层防线之间的最后缓冲。
其次，德国公民也参与了这场冲
突，在那里变得激进的圣战分子
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回国，并把他
们的血腥做法带到德国境内。第
三，这涉及人权，涉及保护该地
区基督徒和亚齐迪人免遭种族
屠杀的责任。

受到始于2001年的阿富汗
战争的影响，过去10年里历届德
国政府都奉行一种军事克制文
化。目前，虽然向库尔德人提供
武器的决定在世界上的信号效
果几乎还未被注意到，但一种模
式的转变已经开始。

法国《世界报》：

“伊斯兰国”缘何战力惊人
“伊斯兰国”的闪电式胜利

让整个世界措手不及，显示出圣
战分子进行一场以领土征服为
目标的常规进攻的能力。尽管美
国空袭有助于阻断其扩张，但

“伊斯兰国”拥有的军事实力使
其现阶段仍能保有可进行大规
模反攻的地盘。圣战分子不仅显
示出他们可以进行一场传统的
地面攻击，同样也掌握着进行游
击战和恐怖主义行动的基本手
段。库尔德反恐部队军官塔拉巴
尼表示，“伊斯兰国”的投射能力
因美军空袭而被严重削弱，但当
他们不再能进行正面攻击时，很
可能会在城市中大规模实施自

杀式和汽车炸弹袭击。
“伊斯兰国”最近接二连三

地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视频和
图片传遍全世界，包括屠杀叙利
亚政府军。曾在英国军情六处任
作战指挥、目前在国际战略研究
所负责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研
究的英克斯特说：“这种残暴是
他们策略的一部分，旨在令潜在
的反对者恐惧，并树立一个不可
战胜的形象。”

阿联酋德勒马研究所叙利亚
问题专家哈桑说，不断有受过西
方教育的人成为有经验的士兵，
这会进一步增强“伊斯兰国”的能
力。他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多

年来已经获得了对付美军的可靠
经验。他们缴获了大量武器，得
到了良好的教导和训练。”

英克斯特说，西方伊斯兰少
数族群中的激进化问题长期存
在，“许多年轻穆斯林，因某种原
因，觉得西方的生活无聊和没有
成就感，因此很容易被战斗生活
所吸引。他们认为这种为一项事
业所激励的战斗生活富于冒险
性和刺激性，尽管在他人看来，
这项事业是错误的。”英克斯特
说：“总的来说，这类穆斯林的人
数还不多，而且各国政府也在进
行大量工作与伊斯兰群体交往，
来降低进一步蔓延的危险性。”

点评：德国谋求角色
转变很大程度上缘于德国
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欧债
危机击倒南欧多国的同
时，也同样冲散了英法德，
英国脱欧主义盛行，法国
则受危机拖累一蹶不振，德
国在危机中的强势表现奠
定了今天“欧洲老大”的地
位。地位的变化促使德国需
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参与更
多的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
欧洲的代表，这一点不仅体
现在援助库尔德人，在乌克
兰危机中德国的调停也独
领风骚。但一个前车之鉴是
美国，四处插手到头来哪个
问题也没理顺，反倒引发
更大的麻烦。

●

●

点评：“伊斯兰国”战斗
力之所以较之以往更强大，
一方面是缘于其战斗形式
的更新，更主要的还是其活
动的地区——— 伊拉克、叙利
亚——— 已经持续动荡多年，
无论是宗教派系矛盾，还是
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的较量，
都削弱了这两国政府对恐
怖势力应有的打击力度。目
前，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国”
的担忧，已经逐渐从担心其
导致伊拉克政治体系崩溃，
变为担心参与其中的西方
人回流给欧洲和美国带来
不稳定。虽然相比之前的恐
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进攻
手段日趋正规化，但一个前
提是它还是继承了搞各类
恐怖袭击的习性。

●

●

图上方英文意为：“新闻：(美
国 )总统考虑轰炸叙利亚”。图左
飞行员问道：“我们是哪一边的？”
图右飞行员回答说：“我不知道！”
图下方的标志牌上从左至右分别
为“叙利亚”、“阿萨德”、“反叛分
子”、“‘基地’组织”和“伊斯兰
国”。

(原载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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