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四任任中中东东特特使使，，走走过过1122载载跨跨越越两两代代人人

担任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
使长达五年的吴思科本月初卸
任，接替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宫
小生。上任不到十天，宫小生特
使就从12日起出访巴勒斯坦、以
色列、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等中
东多国。

12年前的2002年9月，中国政
府针对巴以问题首次常设特使，
这也是中国政府就某一国际热
点问题第一次设立特使。1 2年
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经历了四

任外交官，分别为王世杰、孙必
干、吴思科和宫小生。

中国中东特使一职设立虽
然只有12年，但担任特使的四位
外交官的年龄却跨越了两代人。
首任特使王世杰生于1936年，是
标准的“30后”。此后两任特使孙
必干和吴思科都是“40后”，只不
过孙大使生于1941年，比吴思科
大五岁。如今接替吴思科的宫小
生生于1953年，是个不折不扣的

“50后”。
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中国

中东问题特使一职都是由从一
线卸任的“老人”来担任。这四位
特使基本都是在司局级领导岗
位上离开外交一线，在60岁之后
开始担任特使一职。王世杰作为
首任特使，2002年上任时已经66

岁。孙必干、吴思科和宫小生任

特使时的年龄分别为65岁、63岁
和61岁。

从年龄上看，这几位特使似
乎是在外交战线上“发挥余热”。
即便如此，并非谁都能胜任这一
职务，一个前提是必须拥有丰富
的中东工作经历。王世杰在担任
驻伊朗大使之前，先后担任驻巴
林、约旦大使，在三国的大使任
上干了近十年。孙必干则在驻沙
特、伊拉克和伊朗大使任上干了
1 2年之久。吴思科在 2 0 0 0年至
2007年间先后担任驻沙特、埃及
和阿盟的大使（代表），四人中最
年轻的宫小生，也在11年间历任
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办事
处主任（大使衔），以及驻约旦、
土耳其大使。

四位担任大使时的驻在国
也很有讲究，包括了沙特、埃及、

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大国。丰富
的任职经历使得这几位特使拥
有足够的资历和中东事务人脉，
能够更好地胜任特使斡旋热点
问题的角色。

即便是在国内工作期间，上
述四人也清一色地在外交部亚
非司以及该司中东处任职。可以
说，四位外交官在出任中东问题
特使之前，业务范围都集中于中
东事务，对中东问题有长达数十
年的研究和积累，见证了我国中
东政策的变化和调整，这足以保
证其担任特使后能够在复杂的
中东问题中游刃有余，同时准确
传递中国声音。

自 2 0 1 1年中东、北非地区
爆发“阿拉伯之春”以来，中国
中东问题特使的职能随之拓
展，在坚持巴以问题这一核心

事务的同时，围绕叙利亚危机、
伊拉克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展
开斡旋，特使出访中东的次数
也日趋频繁。去年5月，巴勒斯
坦和以色列领导人同一时间段
相继访华，被视为中国在巴以
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的一例。
在不久前的巴以新一轮冲突
中，中国方案获得了埃及等中
东大国和主要斡旋方的认可，
并最终与他国一道促成谈判和
停火。

随着中国“2 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构想的不断落实，以及
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参与国
际事务方面不断主动作为，中
东问题特使势必将更加频繁地
活跃在国际场合，宫小生特使
上任后不久出访中东就是一个
信号。

有声若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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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痛，我懂！

图说世界

一周声音

“你应该感到可耻！”“哪怕你
现在还是部长，我们也不管，我们
再也不要忍受了，这种无意义的
事情我们究竟还要忍到什么时
候？”

——— 9月15日晚，巴基斯坦一
国内航班为等两名高官，延迟了
近两小时才起飞，愤怒的乘客把
姗姗来迟的两名高官轰下了飞
机。

“我十分想见金正恩。”
——— 9月16日，一名阿拉伯裔

美国男子在京畿道金浦市附近试
图渡江前往朝鲜时被韩军发现并
扣留。他在被捕后表示希望能见
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美国官员关于组建一个反
‘伊斯兰国’联盟的言论乏味、空
洞，充满自私自利。他们的行为和
言论相矛盾。”

———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说，伊朗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政
府打击反政府武装，但不会参与
任何由美国组建的联盟。

“伊朗将制定能确保德黑兰
永不会开发核武器的机制。”

——— 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接受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说。

“斯里兰卡对中方提出的构
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有着
强烈共鸣，愿意积极与中方共同
落实这一构想。”

——— 斯里兰卡外长佩里斯
说。

“印方不允许藏人在印度从
事反华政治活动。”

——— 印度总理莫迪在与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说。

“我们不要想得太天真，不要
认为通过几次会面，甚至几次会
谈就能够有效管控分歧。我们之
间的分歧是原则性的，是不可能
消除的。因此要面对这个现实，

（思考）怎么去管控它。”
——— 在美国纽波特出席第21

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的中国海
军司令员吴胜利说。

“如果我愿意，俄罗斯军队在
两天之内不仅可以占领基辅，也
可以出现在里加、维尔纽斯、塔
林、华沙或布加勒斯特。”

———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称，俄总统普京出席俄国家委员
会会议时发出上述威胁。

“游客认为泰国很美很安全，
所以能为所欲为，甚至穿着比基
尼到处跑。穿比基尼能安全吗？除
非她们长相难看。”

——— 泰国总理巴育近日与政
府官员说的这句话被媒体爆出引
发争议。

（赵恩霆 整理）

德国《明镜》周刊：

奥巴马打击“伊斯兰国”充满不确定性
奥巴马两届任期内大半时

间致力于让美国脱离国外的战
争泥潭，但面对“伊斯兰国”，
他却冒险宣战，发动了一场属
于奥巴马的战争，标志着美国
放弃了“幕后领导”的方式，这
样一个超级大国从前都是幕
后操纵而非带头冲锋。当然，
这种立场上的转变也有一定
的必要性。正是由于西方此前
在参与解决叙利亚冲突问题
上犹豫不决，才给极端组织壮
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然而，
奥巴马所标榜的这场反恐战
争，却有着巨大的危险。而且，
关于这场战争，很多重要的问

题仍没有给出答案。例如，奥巴
马究竟要达成何种目标？美国仅
仅是为了摧毁恐怖组织以防止
他们在美国发起可能的恐怖袭
击，还是对于让叙利亚改朝换代
也有兴趣。

此外，美国打算如何在不
与叙政府合作的情况下在叙
利亚展开空袭，这一点也不清
晰。伊拉克政府是公开请求美
国援助，但美国却排除了与叙
利 亚 政 府 合 作 的 可 能 性 。据
悉，叙利亚拥有有效的防空体
系，但在奥巴马看来，巴沙尔
应该不会对在叙利亚领空执
行空袭的美国战机和无人机

开火，因为巴沙尔也不想在内
战胶着之际，再与美国开战。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巴沙尔对
美国在叙利亚的空袭采取默
许态度。实际上，西方外交官
和土耳其情报人员透露，最近
几周，美国已在同大马士革进
行秘密协商，希望叙利亚政府
对美国的反恐空袭开绿灯。

中东的反恐战争，成为16日
开幕的第69届联大的一个中心
议题，很快就可以看出，国际社
会到底有多少国家会跟随美国
的脚步。如果奥巴马能获得安理
会的支持，那将意味着他的外交
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功。

点评：国际社会在反
恐这一立场上是存在普遍
共识的。13年前“9·11”事
件引发的全球对恐怖主义
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
注，并未因时间的久远而
被世人遗忘，相反，反恐日
益成为各国面临的首要问
题之一。问题是国际社会在
如何反恐上立场存在差别。
美国及其盟友以前和现在
的反恐方式，都是派兵在他
国领土上作战，这实际上破
坏了国际法，侵犯了有关国
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
整。当然，伊拉克是向外国
求助，但叙利亚却对此设
置了前提。奥巴马决定冒
险宣战，似乎是想在任期
末放手一搏。

●

●

点评：虽然一年多来
安倍晋三很忙，但很难说
真正忙到了点儿上。他一
手推出的“安倍经济学”在
前半程给日本经济带来了
起色，但后期明显乏力。政
治和军事上的右倾动向，尤
其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举
动，不但继续恶化了与中韩
的关系，而且是其国内政策
的减分项。安倍跑遍49个国
家四处撒钱，但到头来日本
能否兑现四处许诺的援助
和投资，这不得不打一个
问号。如果日本仅仅满足
于外国领导人口头上的

“欢迎”之词，那未免太过
短视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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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学者》：

安倍“拼外交”的三个动机
随着最近出访南亚，安倍晋

三担任日本首相以来访问的国
家已达49个，且都是在他执政后
的约20个月里完成的。安倍与世
界领导人接触的热情反映了他为
日本制定的计划：使日本回到应
有的位置，成为国际舞台上高度
活跃的经济强国。安倍的外交活
动目标明确，主要有三个动机：

第一个动机显而易见，尤其
是在安倍执政后。他是众所周知
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他对印度、
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主动示好，
把日本打造为对抗中国的制衡
力量。尽管这些国家都不会冷淡

中国而与日本交好，但安倍还是
设法与亚洲的几个国家拉近了关
系。

推动安倍出访的第二个因
素纯粹是经济原因。长期以来，
经济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
点。有些学者说，日本在1945年
后的外交政策是典型的重商现实
主义。由于缺乏真正的硬实力，日
本利用海外发展援助、贸易和投
资协议以及全面商务联系在世界
各地缔结伙伴关系。尽管2014年仍
是如此，但日本在事实上取消了
自愿实施的武器出口禁令后，安
倍扩大了日本的经济组合，把防

务协议也包括在内。
第三个因素是为日本的新

防务姿态争取外国领导人支持。
安倍并不掩饰自己使日本成为
奉行“积极和平主义”的亚洲国
家的热切愿望。随着防务预算增
加，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对
宪法当中有关集体自卫权的条
款重新解释，安倍已把语言付诸
行动。安倍特别注意让他会晤的
几乎所有外国领导人在发表声
明时都欢迎日本在亚洲发挥更
积极的安全作用，获得这种口头
支持有助于使局势朝着有利于
日本的方向转化。

英国首相卡梅伦向苏格兰跪
地献花，乞求“别离婚”。将炮口对
准转身欲走的乌克兰的普京看在
眼里，说道：“我能感受你的痛，卡
梅伦。”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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