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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土耳其，俄罗斯中东外交能伸能屈

过去一个月时间以来，叙
利亚政府军密集陈兵西北部伊
德利卜省周边，并发起对当地
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的空袭
和炮击，伊德利卜之战一度被
外界认为是叙利亚危机的“最
后一战”。

不过，伊德利卜之战看似
叙政府军解放本国领土的战
役，但实际上是美国与俄罗斯、
土耳其、伊朗等叙利亚危机主
要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博弈场。
此役打不打、怎么打、打到什么
程度、如何收尾，都不是叙利亚
政府一家所能左右得了的。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
日警告叙政府不要发起鲁莽军
事行动之后，俄土伊三国7日在

伊朗德黑兰举行第三次叙利亚
问题峰会，主要议题就是围绕
伊德利卜战事协调立场和方
案。但峰会开得并不顺利，主要
是俄罗斯与土耳其没有达成共
识。为此，普京与埃尔多安商定
17日在俄罗斯索契再次会面磋
商。这一次两人谈拢了——— 在
伊德利卜省叙政府军与反对派
武装之间建立纵深15公里至20
公里的非军事区，反对派武装
从此区域撤出重武器，包括“征
服阵线”在内的极端武装则必
须全部撤出。

这意味着带有浓厚总攻味
道的伊德利卜之战不打了，叙
政府军接下来相对有限的军事
攻势也将主要针对当地的极端
组织武装。从这一协商结果来
看，土耳其的利益和诉求得到
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为此普京
做出了不小的让步。

从叙利亚当前战况来看，
俄罗斯是希望叙政府军乘胜拿
下伊德利卜省的，这样一来，除

幼发拉底河东部的叙利亚领土
暂由库尔德武装控制以外，叙
政府基本上全面掌控了其余绝
大部分领土，这也有利于俄方
主导推进下一步叙利亚政治和
解进程。

正因如此，7日的俄土伊峰
会上普京与埃尔多安才没谈
拢。为什么土耳其如此强势，以
至于俄罗斯最终做出让步？

伊德利卜省与土耳其接
壤，并且毗邻土耳其越境进入
叙境内后开辟的“安全区”，如果
伊德利卜被叙政府军解放，一方
面土耳其在叙北部开辟的“安全
区”就陷入孤立之中，另一方面
由于伊德利卜是大量叙反对派
武装和极端组织占据的最后一
片地盘，一旦战事开打势必规模
很大极其惨烈，将引发大量难民
潮，已接受逾百万叙难民的土
耳其将承受很大压力。

为了起到吓阻作用，俄土
最高层紧密磋商的同时，土耳
其也大量陈兵靠近伊德利卜的

土叙边境地带，展示自身强硬
姿态的同时，也在向伊德利卜
的各路武装和叙政府施压。

土耳其这番强势姿态，是
埃尔多安吃准了自身是中东大
棋局中最关键变量的结果，恰
恰可以借此最大可能实现土耳
其在叙利亚危机走势中的利
益，确保其在日后叙利亚政治
和解进程中的话语权。

反过来，虽然普京对埃尔
多安做出了妥协，但这不等于
俄罗斯有什么损失。自2015年9
月底强势派兵介入叙利亚危机
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
的态度一直比较强硬，逐渐掌
握化解危机的主导权。如果叙
政府掌控更多国土、进一步巩
固合法统治地位，俄罗斯当然
乐见其成。但在叙利亚危机成
为多方博弈舞台的当下，如果
最优结果无法顺利达成的话，
退而求其次也不失为一种长远
的明智选择。普京此番让步正
是如此——— 通过让利于土耳

其，确保在叙利亚危机解决进
程中俄土伊三角关系的稳固，
从而保证三方力推的阿斯塔纳
进程持续处于主导地位。

土耳其虽然近两年来与美
欧关系不睦，但毕竟它仍然是
北约成员国——— 美国的重要地
区盟友，如果放在北约的背景
下，俄土之间实际上还存在对
抗的潜在可能。从这一点来看，
普京是通过让一小步，来确保
土耳其在中东问题上继续倾向
于俄罗斯这一方，从而确保俄
罗斯扩大中东影响力时有叙利
亚之外的更多抓手——— 伊朗和
土耳其。

继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
驻叙俄战机、半年多后土方道
歉俄方顺势修复关系，普京在
伊德利卜问题上再次展现出俄
罗斯大国外交能伸能屈的一
面：面对美国的强势时“能伸”，
而准盟友内部协调时“能屈”，
最终目的是巩固俄罗斯在中东
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德国孩子发起游行：请爸妈放下手机！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讨
论孩子玩手机有多大坏处的新
闻报道，但最近，一些德国孩子

“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走上街
头，发起游行，希望自己的父母
不要总是盯着手机，而是多陪
他们一会儿。

两个星期前，一群孩子出
现在德国汉堡市的街道上，他
们举着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

“陪我玩，而不是玩手机！”“我
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我们之
所以很吵，是因为你们在看手
机！”这些孩子想以这种方式反
对父母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手机
上，而不是关注自己的孩子。

7岁的埃米尔就是参加游
行的孩子之一，他也是这次活
动的发起者。埃米尔以前和父
母、4岁的妹妹一起参加过反对
民粹主义的活动，那次经历让

他意识到，许多人团结起来的
力量远大于一个人的努力。

在生活中，有件事一直困
扰着埃米尔：为什么成年人，尤
其是他的父母天天都在看手
机？我能不能也号召一次游行，
让大家一起提出这个问题？

埃米尔把想法告诉了父
母，而父母也很支持他的决定。
他们帮儿子注册了这次游行活
动，还帮他进行了一些前期准
备。

就这样，埃米尔带着同龄人
上演了开始的那一幕。“我希望
这次游行后，人们可以在手机上
少花点时间。”他很认真地说。

埃米尔的父亲是个儿科医
生，37岁的他说，虽然他帮儿子
注册了这次游行，但没想过这
事儿会引发舆论关注。事实是，
多家德国媒体报道了这则新
闻，近400人在“脸书”上表达了
他们的看法——— 这已经极大超
过了他的预期。

其实，埃米尔的号召，与德
国奥格斯堡市、罗斯托克市最
近的公共倡议不谋而合。这两
个城市近几个月来也在提醒人
们注意，过多玩手机可能会引
发亲子间的问题。一项调查显
示，德国人留给彼此间的时间
越来越少，因为他们更愿意在
手机上做事。这一趋势也正蔓
延到孩子身上：今年一项针对
儿童的媒体分析显示，4到13岁
的孩子中，近一半人已经拥有
了自己的手机。

对父母过分沉迷于手机、
不够重视孩子的“怨念”，不只
出现在儿童身上，青少年群体
也深有体会。最近美国开展了一
项针对青少年的调查，在1000名
13到17岁的调查对象中，有33%认
为他们的父母应该少玩点手机。
美媒QUARTZ说，其实父母和孩
子一样，也很容易被手机诱惑，
而当他们沉溺于手机时，孩子们
就会感到被忽视。

对于科技是如何影响亲子
关系的，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
儿科医师詹妮·罗德斯基进行
了研究。她在《儿科研究》杂志

上发表的论文指出，越来越多
的父母出现了“科技干扰”的情
况，就是说，手机这类科技设备
干扰了他们的社会互动行为；
父母被科技“干扰”得越严重，
孩子就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虽
然还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但原因有两种可能：要么
是父母将科技作为逃避照顾子
女责任的一种方式，对子女疏于
管理，因此导致孩子出现问题；
要么就是沉迷于手机的父母更
容易生出表现不好的孩子。

詹妮的研究对象是183对
孩子年龄不到5岁的父母，这一
过程持续了两年。她还得出一
个结论：“那些在亲子活动期间
经常用手机的父母，更不了解
自己孩子的精神状态与目的意
向。”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老师”，在当今，这句话依然不
过时：当父母念叨孩子“你少玩
会儿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想
过，自己对手机和孩子的关注
度哪个更多呢？想让孩子放下
手机，父母不妨先以身作则，多
花点时间陪陪孩子。

提起牛顿，大多数人首先
想到的会是他提出的“万有引
力”以及牛顿三定律，或许还有
人能想到他与莱布尼茨共同发
明的微积分。不过，这位科学大
牛的后半生都在从事一件跟科
学没多少关系的事情——— 英国
皇家造币厂总监。事实上，这位
大牛在这个位置上仍不安分，
他操纵了一场少有人注意却影
响深远的“货币战争”。

1696年9月23日，牛顿离开
剑桥圣三一学院，搬到伦敦去当
皇家造币厂总监。而这位物理学
史上最伟大的人，在离开这块曾
助他取得无数成果的科学“福
地”时，走得既寒酸又狼狈。

在一般人想来，作为学术
巨星，牛顿功成名就之后应该
被剑桥大学当宝供着。但事实
却恰恰相反，因为这位学术天
才在情商方面极低，几乎跟任
何同事都处不好关系，在取得
学术成功后，又多了恃才傲物
的臭毛病，越发惹得同事们讨
厌。而学术圈里整人的方式你
懂的，在当上首席教授后，牛顿
在学校里的仕途也走到了头，
数次参选学院院长都没选上。
首席教授虽然名头好听，但薪
酬却很低，仅能糊口，而同辈的
科学家都纷纷获得教会和皇室
的赏识，或出任政府要员，或享
受国家颁发的终身荣誉，名利
双收。只有牛顿在辉煌之后原
地踏步近十年，终日蜗居在日
渐残破的公寓中，再没获得任
何晋升机会，

幸运的是，牛顿有个很钦
佩他才学的学生，叫蒙塔古。
1694年，这位蒙塔古当上了英

国财政大臣，手握重权又为老
师的际遇深感不平的他，上任
后立刻写信给牛顿，推荐他转
任皇家造币厂总监，并许诺这
份差事收入既丰厚，又“没有太
多的事务需要处理”。收信后的
牛顿权衡许久，最终还是一咬
牙一跺脚，离开了他曾经挚爱
的大学。

相比寒酸的大学教授，皇
家造币厂总监确实是个肥缺，
当时的规矩是造币厂每印一枚
钱币，总监就能从中收取一定

“提成”。牛顿的收入在转行后
暴增到每年1500英镑左右，而
同时代修一座格林尼治天文台
一共也就花了500英镑，牛顿之
有钱可见一斑。

不过，转行后的牛顿并没
有如其学生所要求的那般“躺
着数钱”。在他上任的同一
年，英国发生了一轮货币挤兑
风潮，人们纷纷抛售自己手上
的银币换取黄金。对于这次风

潮，包括他那位学生蒙塔古在
内的多数英国高官、学者们都
认为这是旧银币发行日久、折
损贬值造成的，是周期性、无
可避免的，搞一轮货币重铸就
可以解决问题。但牛顿却不这
么看，他以物理学家的严谨精
神进行思考，认为银币出现周
期性挤兑的背后一定有某种
原理在进行推动，就像苹果会
落地背后有万有引力在推动
一样。

在细加调研后，牛顿于
1713年递交了自己亲笔撰写的
调查报告，他从银币挤兑入手，
详细阐明白银因受产量不稳定
等因素影响，已不再适合作为
流动货币的原因。书中不仅引
证中国、日本等银本位国家在
历次白银紧缺风潮中蒙受的损
失，还动用数学工具对其中的
机制进行了计算论证。最终，牛
顿的结论是英国应该果断放弃
银本位，转而采用金本位。

抛弃银本位，改用金本位，
这在当时的英国可是个各派学
者争吵数十年的大难题，但牛
顿此文一出，经济学者们居然
顿时都没声了。因为在牛顿之
前，经济学者们扯的大都是诸
如“白银作为货币，犹如天赋人
权”这种无法证明又无法证伪
的意识形态论证，人家牛顿一
上来就搞了套数学模型，这谁
能玩得过他？

1717年，议会通过决议，将
英国的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黄
金折合3英镑17先令10便士，这
是一个划时代的决策，从此，英
国确立了金本位制度，之前被
认为“周期性”的银币挤兑风潮
再没有发生。牛顿在皇家造币
厂的“发挥余热”，为英国经济
日后的繁荣奠定了不可动摇的
基础。而他后半生的事迹也证
明了，真正的牛人，无论遭遇何
种挫折，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留
下属于自己的那一笔。

牛顿和他发动的“货币战争”

一群孩子走上德国汉堡街头，抗议父母们玩手机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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