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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奥巴马政府已在各个方面竭尽全力消除当前危
机与冷战的联系，试图以一种新的尝试来处理当前的国
际争端，但在受挫之后，不得不把目光重新转到过去，
就像奥巴马之前做的，喜欢在历史堆里寻找解决办法。

重回“遏制”

冷战后，在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最严重的破裂事件
中，外交口水战不断升级。美国威胁今后3周要对俄采
取新的制裁措施。

奥巴马在 5月 2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联合记
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并影响 25 日举行的乌
克兰大选，将会对俄采取更多严厉制裁措施。3日，美

国国务卿克里与俄外长拉夫罗夫通话，威胁对俄罗斯实
施进一步制裁。

在今年1月刊出的《纽约客》上，奥巴马并不认为
冷战时期对苏政策 （即“遏制”） 的设计者乔治·凯南
若活跃在今天能发挥多少作用。

美国已经加强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把目标对准与
俄总统普京核心圈子有关的 7名政府官员及 17家公司，
还将拒绝发放一切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项目的出口许
可。

分析认为，奥巴马的威胁可能意味着，会在未来把
重点放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妄图对俄罗斯“一剑封
喉”。

现如今他发现，他比以往时候需要乔治·凯南。种

种迹象表明，奥巴马准备重拾“遏制”策略，在未来几
年里从经济和政治上削弱普京，弱化他在俄罗斯之外发
挥影响力。

不合时宜

奥巴马故纸堆里找答案做法实用，但可能并非有
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俄罗斯事务高级主任托马
斯·格雷厄姆认为这一做法很难奏效，乔治·凯南的战略
成功瓦解了苏联，也曾让伊朗走到谈判桌前。但不应忽
略的是，第一次见效用了40多年，第二次用了12年。

从现实来讲，奥巴马面对的世界局势已于当时提出
遏制战略时的情况迥异，所得效果可能更会大打折扣。因

为全球经济联系比那时紧密得多，政治力量也更为分散。
美国的“经济制裁”牌远没有打到俄罗斯的痛处，

因为奥巴马至今也没有说服自己的欧洲盟友加入制裁的
序列。在不少欧盟国家看来，只要俄罗斯不对乌东部地
区出兵，就没有必要对俄实施严厉制裁。

这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访美之行时表现得尤其明
显。因为德国显然是最容易被“回旋镖”击中的国家，
有6000多家德国企业在俄罗斯拓展业务。而且德国1/3
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来自俄罗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
究所的分析显示，如果原油供应价格每桶上涨 20 美元，
德国经济增速将被拉低一个百分点左右。所以默克尔在
显示与美国“团结一致”的同时，强调欧盟和美国需找到
制裁俄罗斯的综合方案，避免个别欧盟国家受创。

在政治方面，美国在孤立俄罗斯方面遇到更大的障
碍。在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问题表决时，却有不少重要
国家都不愿跟美国站在一边。印度和南非投了弃权票，
美国的坚定盟友以色列没有参加投票。

合适之举

既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就大可不必。
芬兰外长埃尔基·图奥米奥亚 3 日表示，敖德萨冲

突表明，乌克兰存在既不服从莫斯科也不服从基辅的力
量。乌克兰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
无济于事。

乌克兰的现状是整个国家已经分裂，政府正在走向

破产。即便没有俄罗斯的干预，乌克兰也面临着一项重
大任务：重建乌克兰，缔造国家共识以及重振经济。

格雷厄姆认为，没有俄罗斯的合作，这一任务将不
可能完成。在当前局势下，与俄罗斯合作，乌克兰才有
未来可言。

分析者认为，美国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法在于答应
俄罗斯的利益：乌克兰不能加入欧盟；乌克兰政治机构
实行分权；让俄语获得某种官方地位以及制定一项利用
美国、欧洲和俄罗斯资源的计划，现在应该是讨论细节
的时候了。

专家认为，美国集中精力要做的事，不是寻找新的方
法去遏制俄罗斯，而是要积极与俄罗斯合作，拿出一个经
过协商的合理的解决方案，否则，结果只能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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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亿选民、93万个投票站、1000多万安保力量、
500 多个政党、36 天……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选
举”的印度大选，将于5月12日结束投票。漫长的选举
过程既是各个政党角逐议员席位的博弈，也是印度发展
政策的重新选择和再定位。但无论谁是这场“马拉松”
式政治长跑的赢家，如何实现“强国梦”都将成为当选
者必须解答的考题。

梦想很丰满

谈起印度的“强国梦”，世人多会援引其开国元勋
尼赫鲁 70 年前的断言：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
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
匿迹”。

自 1947 年独立以来，印度一直憧憬着实现自己的
“强国梦”，其历任领导人和政治领袖，也都在努力探索
适合印度的大国发展之路，时至今日，印度的“强国
梦”依然在路上。

作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致力于建设
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印度，并探索走一条“民主
社会主义”强国道路；1984年上台后的拉吉夫·甘地提
出“建设一个21世纪的印度”，尽管推行受阻，但施政
纲领直指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印度的软肋；
1996 年瓦杰帕伊出任印度总理，他提出要使 21 世纪的
第一个10年成为“印度的10年”，并使印度在2020年成
为世界大国。

而这次大选中，纳伦德拉·莫迪作为最有力的竞争
者，有分析认为，印度有望迎来一个有全新理念的施政

者，而印度的大国梦，也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拓。

现实很骨感

尽管一直以来，印度都怀揣“强国梦”，但是在圆
梦的过程中，印度也面临诸多不容低估的阻碍和制约因
素。

大选以来接二连三的暴力袭击，折射出印度长期以
来面临的种姓、民族、宗教等问题。在印度种姓歧视盛
行，民族隔阂根深蒂固，宗教争端盘根错节，这都成为
印度社会动荡和骚乱的催化剂。

印度一直以“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其在政
治制度上与西方国家很相似，但这个制度并没能有效解
决印度的重重问题，却更像是助长了各种问题存在的合
法性，与国情并不完全吻合。

经济因素也未成为“强国梦”的加分项，在过去30
年，印度经济平均增幅达到 6.4％，2002年到 2011年甚
至达到 7.7％。但是近一两年来印度经济陷入严重衰
退，经济增长降至5％以下，物价上涨，外资撤离，卢
比贬值，让印度人信心动摇。

如何提升国际地位，增加影响力，迎接新的高速发
展期？无论谁在大选中胜出，新政府都需要有正确的定
位。

定位在何处

在印度大选中，外交政策很少被重视，但印度新政
府要想实现其“强国梦”，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应

对一个印度在过去几年里表现欠佳的国际环境，只有解
决好自己周边的问题，印度要在全球充当“领导角色”
的愿望才能实现。

印巴争端使印度的主导地位受到邻国巴基斯坦的挑
战，影响或控制南亚地区中小国家的软实力还很不足。
印度在领土纠纷、边界问题和地区国际关系等方面执行
强硬利己的现实主义外交立场，这种追求地区霸权的大
国观念自然不利于印度世界大国目标的实现。

实现“大国梦”不能一蹴而就，而现在印度最需要
做的事就是，基于自身实力找准自己的定位。而回归亚
洲，坚持睦邻友好，推动地区关系和谐繁荣，才是印度
的明智之举。

印度大选赢家印度大选赢家印度大选赢家必答题必答题必答题
辛 义 吴亚博

随着2002年电影《时光机器》上映，“时光机器”一
词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们早已
经动手研究，尝试创造一个真正的时光机器，让人们穿
越时光，回到过去！

近日，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美国科学家找到了
一种新方法，他们通过刺激人类大脑的某些部分，实现
将人虚拟地传送到过去。一名22岁的志愿者称，在实验
时，他坐在实验室内，却感到身临自己家开的比萨饼
店，并可以从店内清楚地看到窗外的风景，甚至还看到
了儿时当地的一个火车站。

相比这种刺激大脑的方法，其他的研究则是紧紧抓
住爱因斯坦“四维空间”理论给人们留下的线索，寻找
穿越时空的路径和方式。

早在 1955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物理学教授马利特
就已经有了制造一架时光机的设想。经过 47 年的努力，
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时光旅行的秘密，并正在制造一部时
光机，用来将物体传送到将来或过去。他的时光机是一
个激光束光环所制造的引力场，光环制造的引力强度能
扭曲空间。若一个人走进这样的激光束光环，便会走进
时间的循环，这听起来真的不可思议。

穿越时空是如此令人着迷，以至于英国著名物理学
家斯蒂芬·霍金也忍不住要探究一番。2010年5月，霍金
在 《每日邮报》 上发表文章指出三个穿越时空的方式，
一是进入虫洞 （科学家认为虫洞是时间裂缝和空隙），一
个是进入黑洞，另外一个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

相关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到 2013年，科学家首次
演示了“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会是怎样的情景。因为
他们在广义相对论中发现了可存在的封闭类时曲线的时
空解，利用这种特殊的时空，人们可以进行时间旅行。
利用这一理论，他们模拟了时间旅行的过程。

如果有一天“时光机器”诞生，很多人肯定会欢欣
鼓舞。“时光机器”或许能让人回到过去，去阻止一场战
争或一次屠杀，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改变历史非常简
单。

那么，谁能保证改变了历史，不会引发今天生活的
混乱？还有，如果人们可以任意“修改”过去，还会郑
重地对待今天的生活吗？

这到底是人类的福祉，还是麻烦甚至是灾难呢？也
许这需要一场头脑风暴式的思考。

5月初，正当安倍在欧洲乐此
不疲地开展他的“地球仪外交”
时，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
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
赶赴中国，开始所谓的“融冰”
之旅，意在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时
投石问路。

对于日方善意的来访，我们
固然欢迎。对于首相的恶意宣
传，我们也坚决抵制。

睡不着觉的安倍在第二次上
台执政后就推行所谓的“地球仪
外交”战略，一年之内几乎跑遍
全球。意图非常明显，宣扬其

“积极的和平主义”，打造自己的
“受害者”形象，构筑对华的世界
联盟。

但其真意，无非是通过打着
“和平”的幌子，“积极”地突破
束缚日本的战后体制，为军国主
义正名，为日本的罪行开脱。

在首访的第一站德国，安倍
便公开表示由于欧亚历史情况不
同，不愿学习德国向邻国道歉，
并宣称赔偿措施已与邻国达成一
致。这样的言论怎可表现他践行
和平主义的诚意？况且日本涉及
韩国慰安妇、中国劳工的赔偿问
题尚未清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法西斯罪行道歉，也不需要任
何前提条件。

每到一国，安倍便借乌克兰
问题说事，意在通过类比，强调
中国对钓鱼岛行使主权是对日本

“固有领土”的“非法”占领。强
调要制裁俄罗斯，也意在引导国
际社会加大对中国的批评。但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不容
安倍偷换概念、混淆视听。

一方面屡放狂言，一方面派员改善。类似的场景自
从这场争端开始以来就屡见报端，但也每次都因为安倍
的“诚意”和“有意”的举动而破坏。安倍一贯的言行
不一，这让我们联想到伊索寓言的故事，放羊的孩子为
求得自己的欢心，屡次欺骗善良农民的故事，最终难逃
厄运。

从安倍这次欧洲之旅的言论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
冠冕堂皇的说辞下，隐藏着怎样的图谋。反观日本一贯
的行径，无论是篡改教科书，扭曲侵略历史；参拜靖国
神社，宣扬军国主义；还是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
权。这诸多做法无疑不是在向世界和平发起挑衅，而此
番出访安倍又冠之以“和平主义”的借口，妄图为突破
日本战后和平体制寻求谅解，这实属滑天下之大稽。

当然，我们期待从这次日本党派访华之旅，看到中
日关系的“融冰”。但是单纯通过党派外交的方式就可以
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还有待证实。

伊索寓言中“狼来了”的故事让世人警惕失信者的
谎言，日本多次的故伎重演也让我们坚定国际关系中的
诚信是靠事实来论证，融冰之旅是一次触及灵魂的反思
和忏悔，更是一种用实际行动来捍卫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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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可以穿越！
王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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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在突尼斯拉古莱特港，突尼斯国防部海岸警戒署副署长法乌
兹·本·哈米达海军上校 （左） 欢迎中国海军官兵。

中国海军第十六批护航编队 5日上午抵达突尼斯拉古莱特港，开始对
突尼斯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 新华社记者 潘晓菁摄

中国海军第十六批护航编队访问突尼斯中国海军第十六批护航编队访问突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