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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名一事发表看法，
认为这属于“糟糕的主意”，巴勒斯坦国建立只能通过
与以色列达成协议予以实现。目前以色列方面并未表
态。虽然消息出台后，巴以没有形成新的冲突，但巴勒
斯坦建国的愿景，其实很难实现。

“巴勒斯坦国”

!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发布主席
令，要求将目前使用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更名
为“巴勒斯坦国”。这是继去年 ""月，!#届联大给予巴

勒斯坦观察员国地位后，巴勒
斯坦方面的最新表态。

阿巴斯已经要求巴政府部
门在两个月内对现行法律、法
规中的名称进行更改，并重新
制作邮票以及护照、居民身份
证、人口出生证和汽车牌照等
证件。

巴所有驻外使领馆也收到
外交部指示，在外交公文中开
始使用“巴勒斯坦国”的名称。

据巴媒体分析，这一做法
是为了实施联合国将巴勒斯坦
地位升为“观察员国”的决定，
是“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
巴勒斯坦国的重要一步”。到目
前为止，以色列方面尚未回应。

美国已通过国务院发言人
纽兰表态，巴勒斯坦在和以色
列未谈判确定国界前，通过改

名并不能建立一个国家。美方仍将使用“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这一称谓。

美国已派中东问题特使戴维黑尔 # 日抵达耶路撒
冷，与阿巴斯和其他官员会晤。

中东和平的无奈

专家分析，巴民族权力机构改名一事其实是巴勒斯
坦的无奈做法。这反映了当前中东和平进程处于长期停
滞的一种状态。

能够影响巴以和谈的重要一方是美国。但随着美国

的战略东移，事实上巴以已不是美国首要考虑的外交课
题，且多次和谈失败的经历也使美国有些“灰心”。

如果说以前中东的焦点是巴以的话，那么持续至今
的阿拉伯世界动荡则在去年一直吸引着世界各方的关
注。有专家分析，$%"&年，巴以和谈也会处于边缘化的
命运。

以色列媒体 '日发布了一份关于巴以关系的最新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有微弱多数的以色列人支持巴勒斯
坦建国。因为大多数以色列民众明白，以色列最终的安
全需取得巴勒斯坦人包括阿拉伯人的平安和国际社会的
承认才能完成，否则环视皆敌的情况让人担忧。

不过现实的情况是，以色列政坛是强硬派势力一统
天下，这使得和谈难以妥协。

前景并不乐观

虽然以色列民众多数赞同巴勒斯坦方面建国，但大
多数人对和平前景并不乐观。

以色列媒体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在谈到与巴勒斯
坦的和平协议时，有 (()的以色列人认为，现任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并不是一个和谈的伙伴。

在有争议的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支持声与反对声
大体相当。有 '&*'+的人支持继续兴建定居点，而 '&,()

的人表示应当停止兴建。
可能的阻力也会来自哈马斯。巴勒斯坦方面分成两

派，哈马斯占据加沙。两派都想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
占据主动。去年年底爆发的巴以冲突，就是哈马斯想削
弱巴民族权力机构在入联问题上取得的政治优势。现在
巴民族权力机构已做出改名之举，哈马斯可能也会有所
动作。

至于前景是什么，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巴勒斯坦：改名容易建国难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即将开始。通常，因为没有了再

次竞选的压力，美国总统倾向于在第二任期内放开手脚大

干一场。可是，相信奥巴马已经意识到，自己面前似乎有

打不完的仗。

# 日，奥巴马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提名前共

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出任国防部长。多位共和党议员

已经明确表示将投反对票，就连民主党人士也不敢表示乐

观。

美国国防部长一职的人选很少像这次引起如此大的争

议。围绕哈格尔的是是非非集中在其政策倾向上。这位共

和党人在布什任内就与自己的政党几近决裂，因为他坚决

反对布什增兵伊拉克。他身为越战老兵并两获紫心勋章，

但是却公开指责越南战争是场错误的战争。他常以越南战

争审视阿富汗战争，呼吁多使用外交手段。他留给外界的

印象是对伊朗温和，而对以色列不够友好。他甚至曾公开

表示出对美国犹太人游说团体的不满，这在美国政坛可谓

极其少见。不过，哈格尔与奥巴马关系密切。《纽约时报》称

两人为“盟友”。总统竞选中，无论面对希拉里还是麦凯恩，

哈格尔都毫不犹豫地力挺奥巴马。而且，无论是阿富汗问题

还是伊朗问题上，两人都有着相似的见解。

哈格尔的提名意味着奥巴马将面临一场“苦战”。

自 "" 月赢得连任以来，奥巴马已经打了两场“硬

仗”。一仗是“财政悬崖”谈判。最终，共和党被迫同意

增税，奥巴马可以说取得了一个不算豪华的胜利。另一仗

是国务卿“提名战”。奥巴马曾在公众面前激动地维护苏

珊·赖斯，让人以为他将力挺爱将到底，却在最后以赖斯

主动退出而结束。这一仗，奥巴马输得很没面子。

如今，奥巴马又面临两场“恶战”。一个是“悬崖”

之后的“峭壁”：美国债务上限。最早下个月，两党就将

在该问题上摊牌，两党的“隔空喊话”已经开始。共和党

称，除非民主党同意大幅削减预算开支，否则他们不会提

高债务上限。民主党则警告不要以此作为政治谈判筹码。

让场面更热闹的是，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内的

'%%% 多人在一份发送给白宫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美国

政府发行一枚面值 " 万亿美元的白金硬币以绕过债务上

限。这个建议源于美国立法上的一个漏洞：财政部长可以

发行任意面值的白金硬币，这枚硬币不会进入流通环节，

也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奥巴马曾表示不会采纳这种近乎

“疯狂”的建议，但是悲观的局势让美国民众忍不住幽上

一默。

奥巴马面临的另一场“恶战”自然是哈格尔的提名。

在赖斯一“役”中，奥巴马败下阵来，落得伤痕累累。这

一次，奥巴马已经没有退路。毕竟，一退再退的结果将是

越来越多的“苦果”。

奥巴马的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越来越近了，希望这位

“战斗”总统到时能稍稍放松一下。

" 月 ! 日，埃及政府内阁进行“大换
血”，更换了包括内政部、财政部在内的
"%名部长。这是埃及总统穆尔西在宪法
公投通过后首次大规模改组内阁，旨在
寻机改善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并安抚
民众对经济危机的不满。

内阁重组为挽经济颓势

据美联社报道，新任命的 "%名部长
举行宣誓就职仪式后，与总统穆尔西举
行了紧急会晤，着重讨论如何重振因社
会动荡而受损的旅游业及吸引外国投资
的问题。

在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的
大背景下，经历着持续政治动荡的埃及
自然难逃经济倾颓的命运。埃及货币贬
值严重，埃及镑甚至出现了一周内连续
下跌 &)的情况。外汇储备也急剧缩水，
至 -%"-年底预计损失已经超过 (%)。稍
有起色的旅游业在新年旺季也跌入谷
底，不少饭店入住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各种生意惨淡经营。

除此之外，埃及的投资环境也进一
步恶化。全球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
尔公司去年 "-月 -'日把埃及长期主权
信用评级由 .下调至 ./，认定政府债务
较高和政治混乱状况给经济构成风险。
同时，由于政治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打算同埃及签署的 '0 亿美元借贷协
议至今也没有达成。

在宪法公投通过后这个关键的时间
点上，穆尔西“痛下决心”重组内阁，被视
为改善经济的重要举措。此次内阁改组
人数之多、力度之大，足见其改善经济现
状的决心；特别是连内政和财政部长都
被替换，可以说是埃及政府对民众和反
对派做出的一次郑重交代。

反对派拉锯形成重重阻力

不过，反对派对这份改组名单并不
买账。除了对改组内阁没有给反对派提
供任何职位的事实颇有微词之外，他们
还指责穆尔西根本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
具体方案，包括如何应对预算赤字或削
减社会补助等。

事实上，穆尔西并非无路可走，然而
充当着施政阻力器的反对派施加压力，致
使重要经济政策朝令夕改。去年底，穆尔
西积极推动经济紧缩政策以拿到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可惜刚刚出台的增税
政策仅仅几天就在反对声浪中搁浅。

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重
组便无从谈起。穆尔西原本以为艰难的
过渡阶段将随着宪法草案在公投中获通
过而结束；他极力宣扬各派应当放下分
歧，将改善经济提上议程，以期通力合
作，共渡难关。

穆尔西的表态却并没有引起反对派
的共鸣，在公投中“失守”后他们不肯善
罢甘休，誓要“搅局”到底。“'月 !日”运

动领导人艾哈迈德断言“对话无法产生
任何实质性结果”；而“全国拯救阵线”发
言人加尼则嘲讽道：“目前的会谈都是滑
稽的和戏剧性的。”

“分裂”的埃及拷问西式民主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的埃及正
处在一种撕裂的状态中，埃及的经济元
气在旷日持久的内斗中受到损耗，民众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日趋瓦解。

那些急于在埃及土地上推行西方民
主并指望其“大获全胜”的人或许没有料
到这样的窘境。埃及的民主并非来自于
内部因素的自然成熟，而是被外部推动
力强行“催熟”的。

有媒体分析指出，埃及跳跃式地进
入了所谓的“民主”阶段，而这样的民主
难免会沦为“混战”，因为民众并未形成
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共识，政府权威也没
有得到有效的确立。

与此同时，埃及民众对民主转型普遍
缺乏认知，在很多人的意识里，“民主”直接
与自身既得利益画等号，在其他势力的煽
动下，难辨是非的民众容易被“民主”误导，
从而造成社会分裂与派别对立。

在各国都致力重振经济的今天，埃
及却被全球化的大潮推到世界经济的
边缘。愈演愈烈的政治内讧让穆尔西
“力挽狂澜”之举平添变数，笼罩在埃
及头顶上的阴云恐怕难以在短期轻易
散去。

“吃完整份辣咖喱的难度远超过攀登乞力马扎罗山！”
刚刚完成比赛的 (( 岁英国人伊恩·罗斯韦尔感叹道1他是

此次 “全球最辣咖喱”挑战赛的唯一一名成功者。人们看着
他手舞足蹈、吐着舌头、说话颠三倒四的情形，实在是忍俊不
禁，更加对那份咖喱餐无限好奇：它到底有多辣？罗斯韦尔在
挑战中途甚至被辣出了幻觉，跑到街上游荡。

现如今世界各地都在争先举办“吃辣王”比赛。无论男女
老少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比赛形式丰富多彩，评选标准也
大同小异。不知从何时开始，它已不仅是单纯的赢奖比赛，对
很多人来说，更是荣誉的象征。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曾举办过一场争夺“辣椒王”比赛，吸
引了世界各方吃辣高手纷纷前来大显身手。世界竞吃榜排名第
三的“黑寡妇”索尼娅·托马斯，在 0分钟内共吞下 -&2 个墨
西哥辣椒，获得亚军。曾多次刷新吉尼斯纪录的她遗憾宣称：
“自己以前从未吃过这种辣椒。”

人们喜爱“辣”，更不忘发挥聪明才智将“辣”进行到底。
墨西哥人对吃辣已到了痴迷程度，不但一日三餐顿顿不落，还
发明了很多新奇的吃法，并乐此不疲：他们或者把削了皮的芒
果、橙子蘸满辣椒粉，津津有味地品尝；或者边喝龙舌兰酒边
饮辣椒汁，不一会就闹得满脸通红，也不知是醉的还是辣的。
日本女性更是把辣椒当作保养身材的佳品。

相比之下，美国人不但爱吃辣，还对辣有着特别的贡献。
早在 32"-年，他们就发明了辣椒指数单位：斯科维尔，它成
为日后全球通用的辣度标准。这个标准很有趣，"个斯科维尔
代表用一定数量的清水稀释辣椒素后，舌尖感受其辣所得到的
辣度，数字越大说明辣度越高。仅知道这些还不够，印度人通
过巧妙制作，将“辣”变成了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们用辣
椒做成手榴弹，用它来反恐，呛人的辣味可以把恐怖分子从藏
身之地逼出来。

从源源不断的吃辣比赛，到层出不穷的奇思妙用，“辣”
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确实有增无减。人们吃辣，就是想体验如火
一般的痛快潇洒。人们爱辣，看到它就如阳光般暖上心头。麻
辣、酸辣、甜辣、香辣、鲜辣、火辣……辣的种类五花八门，
只要耐心寻找，总有一款适合你。

奥巴马：打不完的仗！
张 红

埃及：

内阁“换血”能否换来经济新生？
崔亦谦

到底多辣才够味？
邢若宸

图为罗斯韦尔成功挑战“全球最辣咖喱”。

（资料图片）
"月 !日，埃及总统穆尔西接受新任命的 "%名部长宣誓就职。

"月 #日，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人们在雪中路过苏丹艾哈迈德广场。

当日，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土耳其多个地区迎来较大规模降雪，造成多处路

段被封，百余所学校停课。土耳其航空的一批国内、国际航班也因暴雪天气取消。

新华社记者 马 研摄

土耳其遭遇暴雪天气

图为聚集在约旦河西岸支持阿巴斯的巴勒斯坦民众。（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