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克兰激变

如果站在2014年初眺望，谁能想到乌克兰危
机会在这一年发生如此惊人的突变。去年的这个
时候，当仅有3000名
示威者挥舞欧盟旗
帜和标语开始聚集
在基辅独立广场，
抗议政府放弃与欧
盟签署联系国协定
时，在很多人看来，
这不过是一场乌克
兰的内部之争。

然而，2014年，我
们看到乌克兰危机
以惊人的速度完成
孵化，成为2014年所
有政治观察家们意
料之外的“黑天鹅事
件”：2月，乌克兰各
派达成和解协议次
日，反政府示威骤然
升级，前总统亚努科
维奇被迫出走俄罗
斯；3月，克里米亚公
投脱乌入俄；4月，乌
东部战事爆发；到了
7月，马航MH17航班
在乌东部被击落。

彼时，乌克兰危
机只是国内亲俄与
亲西方势力之间的
内斗。然而，这场危
机逐渐演变为美欧
等西方国家与俄罗
斯之间的新对决。这
场一度被外界描述
为“新冷战”的对决，
充斥着西方与俄罗
斯之间的制裁与反
制裁以及政治角力。

几天前，俄罗
斯财长宣布卢布危
机结束，但由乌克
兰危机引发的国际
政治格局重构才刚
刚开始。美国不得
不将注意力重新投
向欧洲，刚从债务危机中站起身来的欧洲，不得不
强打精神与经济伙伴俄罗斯叫板；而在西方大门
关闭后，俄罗斯不得不更倚重东方伙伴。乌克兰宛
如一个支点，整个世界因它而转动。

2014年末，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指责西方
国家企图以“新铁幕”围堵俄罗斯。的确，乌克兰危
机不仅撕裂了乌克兰，也撕裂了欧洲。俄罗斯与西
方对抗的结果尚难揭晓，但对力图恢复自身经济
的俄罗斯和欧洲来说，这种对抗显然是个坏消息。

朝鲜半岛变局

与乌克兰不同，同样处在地缘板块边缘的朝

埃博拉之痛

2014年可谓非洲经济发展的黄金年，这
片曾经的“黑大陆”，正在被全球化的曙光照
亮。然而，对正在全球资本的哺育下快速成
长的非洲来说，埃博拉瘟疫的暴发，无异于
飞来横祸。

暴发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是1976年首
次发现埃博拉病毒以来规模最大、最严重、
最复杂的一次疫情，累计病例和死亡数字均
超过以往总和。疫情的发展速度与蔓延广度
令人咋舌，从3月世卫组织确诊首例病例开
始，在短短半年时间内，病毒不但肆虐西非，
更登陆欧美，截至12月2日，世卫组织的报告
称，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马里、美国
以及已结束疫情的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与西
班牙累计出现埃博拉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
病例17290例，其中6128人死亡。

颇为讽刺的是，埃博拉疫情在非洲快速
蔓延，正是全球化进程的“副产品”之一。全
球化让世界变小，随着交通和贸易便利化，
全世界的人流和物流交流十分频繁，同时人
类活动大幅度逼近原本封闭和相对隔离的
原始丛林地区。即使是经济长期落后的非
洲，也不再孤寂和封闭。在那里，最吸引投资
者的非自然资源莫属，而资源行业所处的环
境系统，原本均处于自然状态，全球化的逼
近让自然界大门洞开。人们在拥有财富的同
时，也让各种原始状态的病毒和微生物走出
丛林，流向世界，比如埃博拉病毒。

从某种程度上说，每次疫情流行几乎都
与人类交流手段的升级同步。蒙古帝国打通
欧亚大陆，却带来了14至16世纪的鼠疫流
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旧世界间的瘟疫
来了个大交换。一战前的“全球化热潮”，在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西班牙流感。遭遇新瘟
疫，可谓人类全球化的“副产品”。人类与瘟
疫的斗争，犹如一场“左右手互搏”，正考验
着人类科技发展的均衡性。

ISIS启思录

随着人类交流方式和途径升级，尤其是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一种新灾难正向我们走
近——— 信息交流加快带来的“思想瘟疫”。

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震
惊了世界。人们惊叹于它在几个月内割据一
方，更震惊于它残忍地虐杀人质。最让人看
不懂的，是其成员中充斥着大量西方国家的

“90后”。美国情报部门称，目前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境内共有约1 . 2万名外籍武装人员为
ISIS效力，其中多数是青年人，主要来自英
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等国。

一个以恐怖手段反西方、反人类的组
织，竟能从西方国家批量吸收成员，缘于
ISIS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时代的交流便利。恐
怖组织使用互联网不算新鲜事，但随着近年
来“互联网2 . 0时代”来临，恐怖组织对互联
网的利用发生质变。长期以来，恐怖组织通
过互联网极端思想论坛或下载链接等方式
散布信息，社交网络更多扮演“配角”。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状态。通过
“推特”等社交媒体，ISIS能与支持者直接互
动，接收和转发留言，扩大传播范围并提升
传播速度。在ISIS内部，设有专人维护相关
微博账号，并用多语种推送信息，向订阅用
户发送点对点消息。ISIS曾通过网络向身在
他国的支持者宣称，“如果无法到中东加入

‘伊斯兰国’，那么就在本国发动袭击”。由于
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打击ISIS的
军事行动，招致ISIS的恐怖威胁。本月中旬，
悉尼咖啡馆人质劫持事件就被怀疑与ISIS

存在关联。
美国情报机构逮捕了多名试图加入

ISIS的美国公民，这些人都声称是在社交网
络上看到ISIS的宣传信息。可以说，善用网
络的ISIS所散播的极端信息，是一场流行于
互联网的“瘟疫”。受其影响，原本分散在世
界各地、孤立或潜在的极端分子，在恐怖组
织构造的虚拟社群中走向极端。用这种方式
做大的恐怖主义，是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
尽管美国牵头开始了打击ISIS的军事行动，
但枪炮无法消灭ISIS通过社交网络扩张的
方式。这种方式随着ISIS做大，已成为其他
极端组织效仿的对象，成为互联网发展过程
中的“阴暗面”。

鲜半岛，是一道已经撕裂很久的伤痕。然而，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却让人捉
摸不透——— 朝韩各自的“敌友”界限模糊了。

2014年，朝韩双方互动频繁，重启离散家属团聚、以朝鲜军方“二号人
物”黄炳誓为首的朝鲜高层代表团借亚运会闭幕之机突访韩国等。然而，互
动多的同时龃龉也在增多，韩国团体散发反朝传单一例就打乱了黄炳誓访
韩营造出的良好氛围，并导致商量好的朝韩高级别会谈泡汤。说到底，朝鲜
半岛南北两方始终未能切实建立起互信。

跳出朝鲜半岛放眼周边，域内各方正上演着一幕令人惊奇的政治洗
牌：自2013年东北亚各国新领导人上台以来，中韩关系迅速升温，2014年这
一趋势更加明显。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在访朝
之前访韩，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上史无前例。同时，这是习近平上任以
来首次专程访问一个国家，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中韩关系的重视。11月中韩
自贸谈判达成一致，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中韩关系升温同时，日朝迅速走近。在被两国视为外交难题的“绑架问
题”上，日朝5月在瑞典达成协议，朝鲜承诺启动“全面”调查，日本则同意分
阶段解除对朝单独制裁。

在中韩、日朝不同寻常的互动背后，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日韩这对
美国传统盟友，就如何应对变局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韩国向中国靠拢，
使得自冷战开始后形成的以中朝为一方、以美日韩联为另一方的政治划线
逐渐模糊。整个朝鲜半岛为适应变局进行着外交调整。

朝鲜半岛局势与乌克兰危机相比，变动的烈度和方向截然不同———
乌克兰的分裂和内战，表面上虽然帮助俄罗斯收回了其对黑海的影响
力，但长远看来，却让这个国家有可能重新跌入“冷战”的死循环中。而朝
鲜半岛局势的变动，博弈的结果却是冷战后形成的地区阵营划线出现松
动。同样是区域大国崛起，中俄力量增强所带来的区域环境变化有着微
妙的差异。

在亚欧大陆两
端，两场危机搅动着
地区乃至国际格局
的演变：朝鲜半岛局
势经历着跌宕起伏
的变化，朝韩相互示
好与示强并存，围绕
朝鲜半岛的中美韩
日则在调整着原本
扮演的角色；步步升
级的乌克兰危机显
然已经超越了欧洲
范围，并已经对世界
政治格局带来冲击，
俄罗斯与西方重回
对峙。与此同时，一
些非传统安全威胁
也集中爆发，比如首
次走出非洲登陆欧
美的埃博拉疫情，再
比如在伊拉克和叙
利亚攻城略地的“伊
斯兰国”。

不同领域不同
烈度的事件，构成了
2014年变革的世界。
对中国来说，对眼界
日益开阔的中国人
来说，怎样认识这个
变革中的世界，随着
世界的潮流而动，尤
为重要。当远方的潮
水声飘入你的耳畔，
请不要问它为谁鸣，
世界之潮正汹涌地
扑向我们。

3月在西非出现
的埃博拉疫情是2014年
臭 名 昭 著 的“ 第 一 杀
手”。全球各国与这场

“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
拉疫情的搏斗几乎贯穿
了整个年度。

1月22日，在乌克兰基辅，一名东正教牧师试图阻止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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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常 态 有 温 度

[画江湖·大势]

□本报记者 王昱

变变革革的的世世界界
猝猝不不及及防防

11月18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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