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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盟友不多了，特朗普只能挺沙特

沙特籍记者卡舒吉遇害案
至今已超过50天，随着当事方
土耳其剥洋葱式地披露案情细
节，沙特政府尤其是沙特王储
小萨勒曼的处境越发不利。

《华盛顿邮报》16日援引知
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中情局

（CIA）综合各种证据得出结
论，是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下令
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
事馆杀害了卡舒吉。

然而，就在这个当口，美国
总统特朗普20日发表声明，力
挺沙特王储小萨勒曼。特朗普
说：“不管怎样，我们与沙特的
关系不会变。美国将和沙特保
持坚定的伙伴关系以保障美
国、以色列和其他伙伴在该地
区的利益。”特朗普的表态延续

了其一贯的“美国优先”原则。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中

东战略基调只有一个——— 遏制
伊朗。而且，他选择发挥以色列、
沙特等地区主要盟友的能动性，
试图构建一个美国搭台、地区盟
国唱戏的“阿拉伯版北约”。

但时移世易，中东北非地
区动荡、叙利亚危机持续发酵、
伊核协议的达成，在短短数年内
彻底改变了中东地区格局。昔日
埃及、伊拉克、土耳其等主要盟
友，如今已与美国若即若离，难
以再成为特朗普中东战略的有
效支点。

埃及政治强人穆巴拉克倒
台，美国作为盟友暂停援助隔
岸观火，当同样出身军人的塞
西当权后，埃及便寻求加强与
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关系，平
衡美国的影响。况且，现在埃及
在中东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自从美国推翻逊尼派萨达
姆政权，扶植什叶派政治势力
主导伊拉克政治后，美国的控
制力就不断弱化，而两伊之间

的关系日益加强。前不久，就在
美国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金融等
领域制裁后，伊拉克新总统萨
利赫到访伊朗，两伊决定在边
境地区建立自贸区。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理
论上仍与美国是盟友关系，但现
实中的土美关系却恰恰相反，埃
尔多安政府非但不支持美国制
裁伊朗，还不断强化与俄罗斯在
政治、能源领域的关系，以及在
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

如此一来，能够成为美国
遏制伊朗地区抓手的国家屈指
可数，除了以色列和沙特之外，
就剩下一众海湾小国了。就这
样，其中的卡塔尔还因与伊朗
走近等因素，与沙特等其他海
湾兄弟闹起了断交危机。显然，
特朗普不能再因卡舒吉案而与
沙特闹翻，否则遏制伊朗将成
为瘸腿战略。所以，特朗普才在
20日力挺沙特的声明中直言不
讳地表示，美国需要沙特、以色
列等盟友一道维护在该地区的
利益。

同时，特朗普力挺沙特王
储小萨勒曼，也是在借助美国
对沙特巨大的影响力，稳定沙
特王室内部暗流汹涌的王位之
争。卡舒吉案发生后，不断传出
有关沙特考虑更换王储的传闻，
实际上掌权的小萨勒曼这两年
在沙特大力推行经济社会改革、
反腐和对外用兵，试图借此打压
异己巩固自身权力，引发了沙
特王室和宗教势力的反对。

近两年来，通过巴以问题、
遏制伊朗、国际油价以及美沙
双边政治经贸合作，特朗普发
现小萨勒曼是一个务实可靠的
合作伙伴，后者在沙特掌权能
够保障美国的中东战略顺利推
进，沙特近期主动增产原油导
致国际油价加速下跌，也呼应
了特朗普一直以来嚷嚷着油价
过高的论调。因此，在卡舒吉案
上力挺沙特王储，等于维护沙
特政府和王室的稳定，这最符
合美国的地区利益。

在这一基础上，沙特对美
巨额投资才是特朗普的另一个

关注点。特朗普声称沙特1100
亿美元的军购能给美国带来40
万到400万个就业岗位，但实际
上，近两年来美沙两国达成的
军售意向总额刚超过200亿美
元，就算全部落实，也仅能给美
国创造4万个工作机会。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特
朗普不会不知道美沙经贸和军
售合作的实际情况，但他仍然
强调这是“好大一笔钱”，无疑
是想给自己的经济成绩单加
分，彰显自己兑现增加就业岗
位的承诺，稳固白人蓝领工人
阶层的选票。

目前，就卡舒吉案本身，特
朗普面临着CIA等机构调查结
果的压力，以及来自国会民主
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的压力。
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
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就
说：“我这辈子也没想到有一天
白宫会成为沙特王储的兼职公
关公司。”但从特朗普力挺沙特
声明的调门来看，这些压力似
乎不会对其构成多大影响。

这几天，美国人民正在欢
度他们独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
法定节日——— 感恩节。从总统
赦免火鸡，到“黑色星期五”大
抢购，美国人在这个节日里玩
得不亦乐乎。不过，这个节日也
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污
点”：北美白人殖民者最早创立
这个节日的初衷，是为了与帮
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搞联欢，
可后来在北美大陆上站稳脚跟
后，殖民者却又对印第安人举
起了屠刀，进行疯狂杀戮。

其实，当白人移民最初踏
上北美大陆时，他们与印第安
人的关系并不像后来那般水火
不容，甚至还是互惠互利的。那

么，这种融洽的关系，后来是如
何破裂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
感恩节的细节中。在白人刚刚
登陆北美时，与他们接触、给他
们帮助的印第安人是一批农
民，对怎样种玉米特别精通，因
此才能把这些技术教给白人移
民。但是，等后来真正与白人移
民开打时，印第安人却成了一
批牧民，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骑
手。据与他们战斗的殖民者们
记载，印第安人骑着马呼啸驰
骋，利则战、不利则走，跟中国
历史上曾与中原王朝长期对抗
的草原民族颇为相似。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呢？说来有趣，恰好是印第安人
与白人接触带来的。美洲大陆
上原本没有马，印第安人的马
以及最早的骑乘技术，就是在
与白人移民互惠互利的那段日
子里换来的。马的到来给印第
安人生活带来的巨变，丝毫不

亚于白人学会种玉米——— 由于
学会了骑马，又背靠着广袤的
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逐渐放
弃耕种，从农耕民族“退化”为
游牧民族。

当然，你可别觉得印第安
人傻，这种“退化”从短期看是
有好处的，当时的白人就记载，
在短短一百年内，他们接触的
印第安人居然显著地长高了，
原因其实就是游牧化的印第安
部落可以通过狩猎北美野牛等
大型动物，获取更多蛋白质，天
天吃肉，当然身体倍儿棒。

然而，游牧不只是一种生
产方式，还必须有与其配套的
制度模式。与农耕不同，游牧需
要大量土地，各部落之间草场怎
么划分，游牧路线发生冲突咋
办，部落联盟怎么团结，等等，这
些问题的处理可都是相当高端
的技术活。在亚欧大陆上，无数
草原民族经历了数千年演化、博
弈，用无数战争、鲜血才最终形

成了比较靠谱的制度，印第安人
在不到一百年中猛然发生如此
巨变，当然适应不过来。

此外，印第安人游牧了，新
来的白人却要种地。游牧民族与
农耕民族的天然矛盾，咱中国
人体会是最深的。所以在整个
16至17世纪，印第安各部落的
互斗以及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
的矛盾，都随着印第安人的游
牧化而暴增。一些印第安部落
为了获得更好的武器，加强了
与白人的联系。而白人殖民者
看到有机可乘，也乐于拿这些
部落当枪使，挑逗他们互斗，或
者借印第安人之手干掉别国移
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印
第安人中的易洛魁联盟，在16至
17世纪，他们先联合荷兰打其他
土著，又联合荷兰打法国，再联
合法国打英国、联合英国打美
国，盟友和敌人不停地换。当然，
对于游牧部落来说，这种时战时
和是他们的生存需求，但对于生

活在他们旁边的定居农民来说，
有这样一帮邻居则无异于灾难。
在美国立国后，对易洛魁等部落
一直采取敌视政策，这里面当然
有美国的扩张欲望在作祟，但定
居民族与游牧民族自古难以融
合的特点，也加速了二者矛盾的
激化。

是的，这其实才是白人移
民与印第安土著反目成仇的真
相——— 随着生产方式改变而推
倒的多米诺骨牌，最终酿成了
两大文明间的激斗。

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和人种
大交流，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一次文明交流，其中的故事，远
比我们这些旁观者臆想的复杂
得多。对于感恩节背后的故事，
我们与其沉浸在廉价的道德优
越感中指责白人的“背信弃义”，
不如认真探查一下历史的真相
究竟如何——— 印第安人因马而
中兴又衰落的故事中，藏着可
供后世吸取的教训。

感恩节背后，白人与印第安人如何相爱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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