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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军火

近日，美国 《防务新闻》 周刊网站发表文章，称兰
德公司建议美国军方考虑在亚太地区的交通咽喉地带，
利用陆基反舰导弹的“远距离封锁”战略，来对付中国
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战略。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兰德公司这种“极像
遏制政策”的建议“军火味”十足。报告对陆基反舰导
弹进行大力推销，称之为“耗资低廉的军事力量‘倍增
器’”。报告背后则是隐约可见的“中国威胁论”以及守
成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必定“你死我活”的思维定式。

正是因为有了兰德公司等智库以及各大军火商全方
位的卖力吆喝，美国的军火销售成绩一向“傲视全球”。
就连去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美国武器出口量却创下历
史之最。根据 《纽约时报》 的报道，美国国会一份最新
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去年武器出口额达到 !!" 亿美元，
同比增长两倍多，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且，去年全球
军售总额达到了 #$%亿美元，美国占比接近 &#'。

南北的平衡

最近，俄罗斯《专家》周刊刊登题为《南方与北方》
的文章。文章指出，最近 ()* 年来，中国、印度和巴西
的 +,-总规模首次接近了北方发达国家 +,-的总规模，
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在下
一个 .*年，中国、印度和巴西将向发达国家行列挺进。
文章还强调，新兴国家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在政治上也越来越自信。这一切都让北方的发达
国家感到“担心”。

南北方的力量均衡出现变化，现有世界格局遭遇挑
战。该往何处走？

分析指出，兰德的建议让世界看到一种危险的倾向。
建议中浓浓的“军火味”让人看到了冷战时代的零和博弈
思维，其明显的“遏制”倾向带来的结果只可能是军火商贪
婪的微笑和相关地区紧张的局势。

这样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最近，有媒体就发表文
章，分析了美国近些年在亚洲的所作所为，指出所谓
“中国军事威胁”等都不过是幌子，美国到处制造紧张局
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军火商要赚取超额利润。而这些年，
美国对日本、菲律宾等国不断上升的军售额就是一点都
不意外的“巧合”。

共赢的智慧

历史上，当一个守成大国面对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挑
战时，双方几乎难以避免陷入严峻冲突之中。这几乎已
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难以跨越的“陷阱”。不过，作为当
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新型大国关系”正在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近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目
前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新兴国家，美国则是守成大国。
他希望美中两国今后能携手证明，守成大国与发展中大
国之间的严峻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卡特的愿望不是没有希望实现。专家指出，新型大
国关系已经具备了现实条件：历史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

巨大代价，所以不愿重蹈覆辙；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利益
彼此交织渗透，高度依存；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没有
一国可以独善其身。在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世界中，对抗不是出路，合作才能共赢。

但是，这需要各方的共同认可。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似乎开始忧心自

己独领风骚的时光正变得越来越短。该如何面对新兴国
家的发展已经提上了美国的议事日程。如果美国决策层
真的被兰德公司这样充满“军火味”的思维“忽悠”了，
那世界就很可能被迫面对越来越多的硝烟。相信没有人
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必定是颠覆与被

颠覆吗？美国智库给出的建议“军火味”十足，其背

后的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逻辑令人不安。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他们实在应认真聆听新兴国家的声音：合

作才能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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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主

办方在开幕式上播放了一部讲

述生活在海边的波兰孩子的短

片。孩子们说，海里的鱼一年

比一年少，海边的沙滩一年比

一年小，我不知道长大后会是

什么样子。短片提醒与会者

“要靠我们为孩子们找到更好

的未来”。并强调，“我在乎

谈判结果，我在乎我们的未

来”。

这并无多少新意。孩子与

未来的隐喻妄图打动成人世界

坚强外表下最柔软的内心，但

这似乎是徒劳的，至少在多次

气候变化的宣传片中，孩子已

成用烂了的隐喻。成人世界关

注的多是“现在”，很少有人

关心未来。

从 .//0 年的巴西里约热

内卢至 0*.% 年的波兰华沙，

全球气候谈判已经走过了 0.

个年头。如果“未来”早被重

视，时间一定不会拖延那么

长。

纵观这些年国际气候变化

谈判的历程，争论的焦点始终

聚焦于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划分

和落实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

技术转让、资金等议题上。

气候变化早已从一个科技

领域的问题变成一个政治博弈

的筹码，开始从对暖冬和极寒

的讨论延伸至国际利益格局的

重塑和国际决策机制中话语权

的分配。

在这场长达 0. 年的气候

谈判中，减排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大部分国家都

怀有“他人多减，自己少减”的心理。有些国家试图

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比如美国，总是将美

国的减排行动与一些发展中大国挂钩，而从来不反思

自己退出 《京都议定书》 带来的“示范性效果”。也

有些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问题上始终“只闻楼梯

响，不见人下来”。还有个别国家的新领导人上台后，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倒车。

凡此种种，人们似乎在作一个历史性的误判，认

为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才是功绩。

殊不知，这种短视，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贻

误了时机。因为这不是一场体育比赛，大家要么一起

赢，要么一起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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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多年的柬泰古刹之争终于暂时画下句号。海
牙国际法院判柬埔寨拥有柬泰边境的柏威夏寺及周边争议
区域主权，要求泰方撤出全部武装力量。而且，此决定属
于终审判决，泰国无法提出上诉。

柏威夏寺位于柬泰交界，是一座始建于柬埔寨吴哥王
朝的印度教庙宇。柏威夏寺位于扁担山脉封顶，地形对军
事防御具有绝好的辅助作用。历史上，柬埔寨曾统治过泰
国，也曾沦为泰国附属国。柏威夏寺也在历史的动荡中几
次易主。

./)0年，柬埔寨将柏威夏寺及周边区域归属问题提交
海牙国际法院审理。经过长达 .*年的考察，国际法院最终
判决古刹主权归柬所有。0**#年 &月，柬埔寨向联合国科
教文组织申请柏威夏寺为世界文化遗产，得到批准。

不过，泰国从未放弃该地区。在该地区，柬泰僵持多
年，并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尽管海牙国际法院多次对两国
进行撤军裁决，双方都无意妥协。其间，泰国为拒绝国际
判决结果曾一度决定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直到 0*.0

年 &月 .#日，双方才同时从柏威夏争议地区撤出部分军
队，同时派驻警察部队。

如今，国际法院进行了终审判决，柏威夏寺之争终于
告一段落。柬泰两国均对判决结果表示接受。泰国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素拉蓬·多威差猜恭表示，判决对双方来说包
含令人满意的结果，泰柬将共同执行这一判决。柬埔寨副
首相兼外交大臣贺南洪也在国际法院表态：判决足够好。

但是，变数仍在。国际法院裁决当天，即有上万泰国
民众在曼谷街头举行反政府集会，指责政府没有能力保护
国家领土完整，并明确不接受国际法院判决。裁决当晚，
总理英拉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泰国并未失去最重要的争议
地区，希望民众能保持冷静；同时，泰国政府已经成立专
门的法律小组，就判决细节和结果进行研究。

0**/ 年 / 月，泰国“黄衫军”进入柏威夏寺时，曾
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这一次，是否还会
有类似惨剧发生，没有人敢断言。

无论如何，本该置身红尘之外的古刹却因各种原因逃
不开世间的纷扰，想来总让人唏嘘。

柏威夏寺：
逃不开世俗纷扰

李佳璇

来源：人民网

.. 日是亚西尔·阿拉法特逝世 / 周年纪念日。在人
们挥舞着旗帜，高举阿翁头像，缅怀这位巴勒斯坦前领
导人的同时，其死因一事重浮水面。据外媒 # 日报道，
巴勒斯坦官方称，阿拉法特系“非自然原因”死亡，而
以色列是阿拉法特死亡的“唯一嫌犯”。消息一出，本已
脆弱的巴以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数呢？

“凶手”是谁？

就在纪念活动前不久，巴勒斯坦阿拉法特死因调查
委员会收到了来自瑞士和俄罗斯的两份尸检报告。瑞士
专家承认支持阿拉法特死于中毒和非中毒的可能性都存
在，但以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认为支持其死于中毒证
据更加充分。俄罗斯的报告则指出，除了钋以外，阿拉
法特体内还含有高剂量的铅和其他放射物，因此无法判
断是哪种物质将他致死。

自去年 & 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瑞士研究机
构在阿拉法特的遗物中检测出放射性元素钋10.*，声称
其可能遭毒杀以来，开棺验尸、衣物检测，各种猜测可
谓闹得沸沸扬扬，未解之谜也给巴方很多一直怀疑阿拉
法特死因的人以更多的言说空间。

尽管专家们在鉴定报告中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但
“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的不同点，而是他们的共同
点。这些结论都指向阿拉法特不是死于疾病”。巴勒斯坦
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主席陶菲克·提拉维近日接受
“俄罗斯之声”采访时表示。他声明说，调查委员会认为

阿拉法特被毒杀证据确凿，目前正在寻找凶手。

和谈或受阻？

“我指控以色列是幕后真凶，以色列早就想除掉阿拉
法特”，提拉维声称。巴勒斯坦的这一指控，让今年 &月
重启的巴以和谈再次蒙上阴影。

目前，从巴以和谈已经取得的进程来看，以色列当
局于上个月末释放了 0!名巴勒斯坦囚犯，这是以色列今
年第二次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作为克里斡旋和谈的重要

成果，以色列内阁 &月末就通过了释囚
计划。而预计的第三批和第四批释放分
别定于 .0月底和明年 "月底。

事实上，释囚的另一边，是内塔尼
亚胡忽视巴勒斯坦警告，继续兴建犹太
人定居点，这使巴勒斯坦人懊恼不已。
美国在此问题上虽持反对态度，但也未
能阻止以色列，这让很多巴勒斯坦人感
到沮丧。

和谈本已步履维艰，旧事重提只能
是“雪上添霜”。专家表示，如今巴方
高调指认阿拉法特的“非正常死亡”，
如同一枚上弦之箭，各方神经开始紧
绷。

下一轮的巴以和谈会不会再次令人
失望呢？

前景难料

可以想见，阿拉法特死因一事处理
不好将会引发严重后果。如果头号“嫌
疑犯”被证实杀害阿拉法特，极可能在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引发更大的仇
恨，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在所难免。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此事的关键在
于巴方能否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毒杀之罪确实是以色列
所为，而以色列能否拿出有效的证据为自己洗脱“罪名”。

事实是，面对巴勒斯坦官员的指责，以色列外交部
发言人也只是表示，报告的结论并不明确，并没有拿出
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凶手不是我”。此外，除了瑞士和俄
罗斯外，参与调查的第三方法国的调查报告巴方至今还
没有拿到。巴方表示，他们会继续向法国索要这份尸检
报告并继续追查凶手。

阿拉法特之死或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巴以局势将如
何发展，各方均十分关注。

巴会找以秋后算账吗？
付 琼

.. 月 .. 日，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大马士革门前，人们高举印有阿

拉法特肖像的海报和烛火，纪念阿拉法特逝世 /周年。 新华社发

这是菲律宾中部莱特省遭受台风“海燕”重创后的情景（..月 .0日摄）。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当地时间 ..日晚宣布，截至目前，台风“海燕”已造

成该国至少 .&&2人死亡，另有 #0人失踪和 02#&人受伤。总统阿基诺三世当

晚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月 .0日，在越南广宁省下龙市，当地工作人员在清理树木。据越南国

家搜索和救援委员会 .0日提供的最新消息，台风“海燕”在越南已造成至少

.*人死亡、2人失踪，另有 #2人受伤。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