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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地缘造就“生存死局”

美国著名外交家、历史学
家乔治·凯南，因为在二战后一
手策划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而
被称为“冷战之父”。1947年，当
美苏之间还维持着通过共同抗
击法西斯而缔造的“表面盟友”
关系时，他就写了本名为《苏联
行为的根源》的小册子，从“民
族性”上详述与苏联翻脸的必
要性和必然性。其中有一段论
述颇为著名：“苏联的侵略行为
和对领土扩张的病态追求，这
一切都来自其内心深处、基于
地缘的不安全感。”

为什么苏联会有“基于地缘
的不安全感”？可能认为这个问
题太过简单，身为大学者的乔
治·凯南在文中没有详述。但是，
如果你手头有一张欧洲地形图，
请铺开它看上两分钟，就会发现
乔治·凯南所言非虚——— 单看地
缘，俄罗斯与它的西方邻居就很
难达成互信。

俄罗斯在欧洲的主要部分，
是一块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
世界第二大的平原——— 东欧大
平原，这块平原在提供令人垂涎
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因其无险
可守而让其主人面临如何保护
它的难题——— 与大多数国家历
史上都曾依靠险要的地理巩固

疆界不同，俄罗斯历史上的每一
次“卫国战争”几乎都只能采用
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

更有趣的是，东欧平原连同
其西面的波德平原，形成了一个

“喇叭口”，北沿波罗的海、南沿
喀尔巴阡山脉，越往东越宽广，
越往西越收窄。对于在平原东部
防守的俄罗斯人来说，一旦被迫
后撤，防线就会越来越宽、兵力
越摊越薄、进攻者优势越来越
大。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拿破仑
战争还是二战，俄罗斯和苏联在
防守中都是一溃千里，从波兰退
到莫斯科，直到战线不再拉长、
冬天来临才能翻盘。

所以，对于俄罗斯的决策者
来说，尽力向西方扩张、在更为
狭窄的边境线上布置防守兵力
就成了几乎唯一正确的选择。比
如在二战初期，苏联与纳粹德国
瓜分波兰、侵吞波罗的海三国，
虽然在道义上备受谴责，但连丘
吉尔在战后都不得不承认：如果
单从防卫德国的军事角度讲，斯
大林此举是明智的。

但是，对于俄罗斯的西方邻
居来说，俄罗斯为求自身安全的
西扩，恰恰会给它们造成更大
的恐惧：边界线的不断收窄，意
味着俄罗斯可以在单位长度的
战线上投入更多兵力，一旦俄
罗斯先动手，其人海战术将使
奉行精兵政策的西方无法抵挡。
比如在“西扩”最成功的冷战时
代，北约就苦恼于一旦苏联在狭
窄的东西德边境集中五万多辆
坦克，该如何抵挡——— 最终的讨
论结果是没有任何方式抵御，一
旦开打只能动用核武器。

谁先动手进攻谁占优，谁将
战线推得越靠近对方谁占优，这

就是俄欧之间永恒存在的悖论。
这个悖论让俄欧之间很难达成
真正的战略互信，除非双方能够
划定一条彼此都能接受、感到安
全的“势力边界线”。

而眼下的这条“势力边界
线”，显然是俄罗斯无法接受
的。冷战结束后，随着东欧的剧
变，俄罗斯的势力原本大幅收
缩，但西方为继续增加自身的
安全感却一味推行东扩政策，
吸收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
并在那里部署兵力。此举一直
招致俄罗斯政府和军方不满，
普京甚至直言：“北约这么做让
俄罗斯毫无安全感。”但美欧依
然我行我素。

最终，2014年的乌克兰事
件让双方矛盾彻底激化。由于
乌克兰的“反水”，俄罗斯将面
临一条漫长且无法防御的边境
线。守卫这条边境，不仅是俄罗
斯的军事噩梦，也将是财政噩
梦。从这一点考虑，我们就能理
解俄罗斯当时为何宁可顶着制
裁压力也要“收回”克里米亚并
干预东乌克兰局势——— 套用二
战中斯大林的话说，俄罗斯确
实“退无可退”了。

西方“教不好”俄罗斯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西方
与俄罗斯之间的互相猜疑基本
无解，那么，身为近邻、人种和
文化又相近的双方为何不彼此
学习、相互融合呢？

其实，这个思路在历史上
不是没有人试过，但每次实验
都验证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
实：对于俄罗斯这个“学生”，西
方教不好。

在历史上，俄罗斯对西欧的
科技和文明的确曾十分心醉，乃
至为改变俄罗斯的落后面貌，彼
得大帝本人曾假扮水手，随团前
往西欧当学徒，并进行实地考
察。归国后，彼得大帝以西欧为
楷模，对俄罗斯社会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然而，在全盘西化
后，彼得大帝立刻对欧洲强国
瑞典刀兵相向，经过长达21年
的北方战争，从后者手中夺得
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这位大帝
曾自豪地说：“一般学生只要七
年即可毕业，我们的学校却花
了三倍长的时间。但是感谢上
帝，我们的毕业成绩真是好得不
能再好了。”

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
时，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这位
嫁到俄国的德国公主同样崇尚
欧洲文明，并一再明确宣称俄
罗斯是欧洲国家，但叶卡捷琳
娜二世“亲近”西方的表现同样
包含对其大打出手，以至于其
临死前还不无遗憾地宣称：“如
果再给我两百年时间，我能让
俄罗斯统一整个欧洲。”

事实上，欧洲对俄罗斯的观
感与中国对日本的观感有些类
似，即都认为后者学习了自己，
却掉回头来试图吃掉其文化上
的乳母。而与日本不同的是，俄
罗斯由于其庞大的体量，真的有
可能做到这一点。

正因如此，后来的西方一方
面希望对俄罗斯进行同化，另一
方面却又惧怕其庞大的体量，认
为“谦逊的俄罗斯人更可怕”（英
国首相张伯伦语），不愿敞开心
扉与其相交，而时刻怀有“老猫
上树留一手”的戒惧。

欧洲这种情绪的最近一次

表现也是在冷战结束后。英国首
相撒切尔夫人在台上时曾经积
极鼓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进
行西化改革、“建设欧洲美好家
园”，可是1991年11月，正当苏联
即将解体时，刚刚卸任的撒切尔
夫人却跑到美国休斯敦发表演
讲，警告美国不可对俄罗斯掉以
轻心，并公开表示：“为欧洲的安
全考虑，俄罗斯境内居住1500万
人在经济上才是合理。”

如撒切尔夫人所愿，冷战
后的西方对俄罗斯依然身怀戒
惧，北约非但没有随之解散，而
且还不顾俄罗斯反对向东扩
张；西方的援助承诺也是雷声
大雨点小，且附加条件颇多。其
实，恐怕连西方政客们自己也
知道对俄这种既不诚心相交，
又想让其驯服的期望很难成
功，但他们又能如何呢？庞大的
北极熊是如此让人恐惧，哪怕
它主动舔你表示亲昵。

今年2月，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世
纪90年代，当时西方、美国、欧洲
各个机要部门的顾问们都曾在
俄罗斯工作，但他们教的东西令
人失望。但是在21世纪，俄罗斯
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拥有上千年
历史、民众为之自豪的国家。“这
对于那些对俄罗斯抱有不实幻
想的人来说是个冲击。这是他们
恐俄的根源。”

拉夫罗夫的话显然是个
标志：在短暂的融合之后，俄
罗斯正在放弃与西方融合的
思路，重拾对抗的思路。而这
种转变无疑是西方“恐俄症”
再度加强的原因——— 即便在
双方最亲密的时代，这病也
从未真正好过。

西西方方““恐恐俄俄症症””

背背后后有有病病根根

申申请请美美国国签签证证，，要要查查社社交交账账号号
美国拟推出签证审查新规定，申请者需提交更多互联网信息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
院3月３０日公布文件，拟要求
外国人在申请美国签证时提
交社交媒体用户名等个人信
息，引发广泛关注。

美国国务院公布在《联邦
政府纪事》上的文件显示，这
项新规定要求外国人在申请
美国签证时提供过去５年在指
定社交媒体平台上使用的用
户名。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新规针对的指定社交媒体平
台有２０家，其中大部分设在美
国，包括脸书、推特、领英、优
兔等。

此外，新规还涉及设在中
国的豆瓣、ＱＱ、新浪微博、腾
讯微博和优酷视频等网站。

签证申请者也可以自行
选择提供非指定社交媒体平
台上的个人用户信息。

此外，签证申请者还被要
求提供过去５年曾使用的电话
号码、电子邮箱地址、国际旅
行记录以及是否曾违法移民
法、是否曾被驱逐出境、是否
有家庭成员参与恐怖主义活
动等信息。

此前美国只要求那些需
要接受额外审查的签证申请
者提供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

电话号码等信息。据统计，每
年有６．５万名申请者属于这一
范畴。

而此次的新规将适用于
几乎所有美国签证申请者。据
美国国务院估计，将有７１万移
民签证申请者和１４００万非移
民签证申请者受到影响。

目前新规尚未生效。美国
国务院在文件中说，现面向公
众征集对新规的意见，即日起
至５月２９日止，为期６０天。新规
施行前还须得到美国行政管
理和预算局批准。

美国国务院在文件中说，
收集这些信息的目的在于对

签证申请者进行身份识别和
审查。国务院在另外一份声明
中表示，这些额外信息“将强
化对签证申请者审查及确认
他们身份的流程”。

分析人士认为，这项新规
定迎合了总统特朗普要求对
所有申请进入美国的外国人
进行“极端审查”的主张。特朗
普认为，“极端审查”将有助于
防范恐怖主义。美国国土安全
部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
加强对入境人员的筛查。去年
１０月底纽约发生卡车撞人恐
袭事件后，特朗普曾责令国土
安全部继续加强筛查措施。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自3月26日起，为回应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西方20多个国家先后
宣布驱逐俄罗斯驻本国的外交官。此情此景，令人想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个月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的“神预言”：西方世界的“恐俄症”近年来不但没有减缓，反而
在增强，眼下甚至已经比冷战时期更为剧烈了。

如果“恐俄症”真的是西方国家此轮驱逐大使风潮的根源，那么它究竟有什么
内在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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