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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传递
了一个“拨乱反正”的信号：亚
洲国家和地区之间应该纠正偏离
的轨道，重走经济立国之路，而
不是矛头相向。

两国领导人承诺在今年年底
前完成FTA （自贸区） 谈判，以
加强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贸
联系。近年来，中韩贸易额不断
增长，去年达到2740亿美元，如
果谈判达成，这个数字会有更大
的想象空间。

这种谈判本应有日本的位
置，但因为安倍政府似乎更加关
心 政 治 对 立 ， 而 不 是 经 济 增
长，所以缺席了。其应对经济困
境的策略好像只有把钱投入到军
工以及扩大国内消费，之前进行
的中日韩FTA谈判则因历史、现
实问题而陷入停滞。

安倍可能“正确”地认为，
与美国等 10 多个国家联手，敲

定TPP谈判，既能围堵他国，又
能重拾日本经济的辉煌。

不过，加入这种带有明显地
缘政治色彩的谈判从而围堵中
国，并非日本正路。自1990年以
来，亚洲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增
长的引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
域经济合作的一体化。这让亚洲
更为强大，以至有论者提出21世
纪是亚洲的世纪时，很少人质
疑。

现在再看看亚洲，钓鱼岛争
端、南海博弈……围绕亚洲的尽
是一些负面消息，原有的合作已
经被博弈所代替。有的观察人士
用“颠倒”形容东北亚的局势，
也有的分析者用“零和世界”来
进行概括。

无可否认，亚洲正在发生着
一些微妙变局。有人形容现在的
情形与 18 世纪中期的“外交革
命”有些相似，原有的关系发生
重组。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那
场外交革命发生的重要推手是英
国，这个离岸平衡手深度介入到
欧陆事务，造成了欧洲的变局。
而如今，这个离岸平衡手是美
国，通过“亚太再平衡”介入到
亚洲事务。

伊拉克局势的发展让很多
人认为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持这
样一种乱局岂不是对美国更为有
利？更何况，美国早就有一种战
略，让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小
的领土单位。如果阿拉伯世界地
缘版图借助 ISIS 建国走向碎片
化，谁还敢对世界“霸主”不
敬？

中东的现在也许就是亚洲的
未来。亚洲政治家如果不能看清
这种趋势，以为在某些国家的支
持下可以为自己争取一些丰厚的
利益，进而偏离区域经济的一体
化进程，回归地缘政治的老路，
不负责任地发射几枚导弹，不顾
廉耻地将本不成为领土争端的事
情闹成国际事件，不顾大局地解
禁集体自卫权，那么亚洲也将生
乱。亚洲政治家应该明白，与一
个大的和平发展的环境相比，各
国那些所得都是蝇头小利。

亚洲

应该重上

合作之轨
杨子岩

一段时间以来，各方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关注持续升温。在
西方媒体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国际舆论场上，被描述为“正在崛
起的新兴大国”的中国似乎总是成为矛头所指。好像因为中国
的发展，世界变得不安定了。他们总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野心
毕现的日本安倍政权，更不愿去注意那几乎无处不在的美国

“大哥”。

地区动荡

这几天，世界的不平静还在继续。
在乌克兰，政府军与民间武装的冲突还在继续。总统彼得

罗·波罗申科 5日说，经过一夜激战，乌克兰政府军攻占了由
民间武装盘踞近3个月的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并升起乌克
兰国旗。斯拉维扬斯克位于乌克兰东部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
克州。这里此前曾作为民间武装的总部。

在伊拉克，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已
控制了伊拉克北部许多城镇，并开始在摩苏尔市为其控制区居
民发放“伊斯兰国”正式护照。4日，“伊斯兰国”头目巴格
达迪首次公开现身。这位自称“伊斯兰国领袖哈里发”的男
子，当天在摩苏尔的清真寺呼吁穆斯林听从他的领导。

在中国周边，越南加紧联系海牙仲裁法院，卖力炒作渔船
被中国扣押事件。日本的安倍政权在一片抗议声中，迈出了重
塑军事大国政治日程的最关键一步，为日本自卫队参与战争开

启了道路。
世界真的乱了？《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最近在一篇题为《全球既成
秩序是否遭遇挑战？》的文章中，试图从这
些地区危机中找出一条共同脉络。

或许不算太意外，拉赫曼的笔指向了
中国，“到底中国是真的在寻求重塑全球秩
序，还是仅在现有框架内作出更强硬的姿
态，这一问题留待人们去争论”。他还指
出，就整个世界而言，“无论用什么说法，

一个危险的趋势看来正在蓄势待发”。

“上帝之手”

正如拉赫曼指出的，苏联解体后的世界秩序特点明显，包
括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和最关键的：美国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相信自己是“山巅之城”、“人类灯塔”的美国似乎早已经
习惯了这样的地位。多年来，它早已把“上帝之手”伸向了世
界的各个角落。拉赫曼在文中提到的乌克兰、伊拉克和中国周
边海域的局势，处处都有山姆大叔的身影。

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分析明确指出，美国有“利用”乌克
兰乱局的嫌疑。毕竟，乌克兰内部冲突烈度越大，对俄罗斯的
牵制作用就越明显，也会进一步“逼迫”西方加大对俄制裁力
度。正如普京明确讲到的，西方在乌克兰制造对抗，目的就是
为了遏制俄罗斯。如果西方还想进一步削弱俄罗斯，乌克兰的
乱局就有利用的价值。

在伊拉克，美国一手扶植的马利基政权岌岌可危。是干脆
借反政府武装之手削弱或放弃马利基政府，还是利用动荡局势
迫使马利基政府更加听话，美国似乎还没下定决心该如何继续
目前这种“想走走不了”的局面。

在亚太，美国敲锣打鼓的高调“再平衡”刺激得日本、菲
律宾等一群“小伙伴”张牙舞爪，隔三差五就挑衅滋事。更严
重的是，怀揣日本正常化之梦的安倍瞅准机会，解禁集体自卫
权，露出了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是谁在给世界添乱？答案很清楚。

四处出击

与拉赫曼一样，西方的诸多学者和媒体人都习惯性地站在
道德高地上慨叹：目前的政治发展确实证明西方“将国际关系

从零和游戏转向双赢局面”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全然无视美国
在种种地区冲突中的“那只手”，反而咄咄逼人地把矛头指向
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他们还貌似客观地评价，当今世界迎来了

“地缘政治的回归”，或者叫做“零和世界”的崛起。
世界的确在变化，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多方

面遭到了冲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奥巴马政府在外交领域的
作为更是引发了一片质疑声。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项调
查表明，认为美国“位居其他所有国家之上”的美国人变得越
来越少。2011年，3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而今天
的这一比例则是28%。

不过，研究也发现，依然有多数人——58%认为美国是
“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美国依然是唯一
的超级大国，其霸主地位暂时还无人能冲击。正如分析反复指
出的，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国是唯一不被其他大国包围的大
国；从军事同盟上看，美国与 60 多个国家拥有军事合作关
系；从经济发展上看，美国的相对优势或许有所减弱，但绝对
实力依然傲视群雄。

或许，正因为美国敏锐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变化和相对实力
下降的冲击，所以才全神贯注进入警戒状态，并在维护自身霸
主地位的过程中，在战场、舆论场等各个领域不断出击。

究竟是谁在给世界添乱？你懂的。

究竟是谁，在给世界添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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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乱乱？？？？？？？？？？？？？？？？？？？？？？？？？？？？？？？？？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7 月 6 日到
12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大洋洲
三国展开访问。他将在8日会晤澳大
利亚总理阿博特并签署“防卫装备”
合作相关协议。这是日本继美国、英
国后签署的第三个“防卫装备”合作
协议，也是日本战后首次对外出口尖
端军工技术。

安倍在刚刚完成解禁集体自卫权“大计”后，就马不停蹄
地奔赴澳大利亚，对其出口武器，安倍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
药？

“解禁”“卖武”两不误

根据日本和平宪法精神，日本战后长期奉行武器出口禁
令。今年4月，日本内阁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
放宽对外输出日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持续了47年的
武器出口禁令宣告结束。这是安倍政权欲拆除日本战后赖以生

存的和平基石的重要一步。
不久，安倍政权便耐不住性子，开始着手实施武器出口。6

月 11 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2＋2”会议上就缔结共同研发
“防卫装备”协议问题达成一致。日本计划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
技术，澳海军预计向日本购买12艘常规潜艇。

此次安倍访澳，计划将变为现实，日本也将成功完成对解
禁武器出口禁令的第一次“实践”。如此急于对外出口武器，背
后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动机不言而喻。

谋求“正常”意图显

安倍内阁于 7 月 1 日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从日本国内层面
看，这意味着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实现了重大突破。中国社
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认为，解禁武器对
外出口与日本此前解禁集体自卫权有着连带关系，日本通过向
澳大利亚转移潜艇技术，显示两国关系密切，澳大利亚自然就
成为了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象。

日本国内军需产业急于“走出国界”，是安倍政权解禁武器出
口的重要推手，然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其主要目的。

日本过去是“专守防卫”，如今随着与澳大利亚进行军事技
术合作，自卫队活动半径从西太平洋本土扩大到了南太平洋。
吕耀东认为：“日本想通过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将它的触角伸到
整个亚太，这也许是日本最终的目的。通过控制亚太，为自己
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说政治军事大国做铺垫。”

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在对澳进行武器出口的同时，事实上

也是在扩展与日本认为是关系密切国家的防务领域的合作，也
就预示着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海外遇到所谓的突发事件时可以联
合作战。

“暴力多边”埋隐患

日本和澳大利亚虽然不是盟国，但通过此次访问，日澳间
的军事合作将进一步加深。安倍此举无疑给亚太地区注入了非
常不安定的因素，会给亚太的安全环境带来不可预知的变数。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指
出：“亚太地区在冷战后之所以没有发生局部战争，是因为以和
平多边主义为基调和主轴来进行经贸合作。但是日本解禁集体
自卫权，出口武器，从全球范围来看，是主动参与和介入暴力
多边主义，这就给未来东亚地区埋下了危险的隐患，同时也会
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损害。”

不仅如此，安倍此举也强化了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在武器合
作上，日本向一些国家出口武器的条件是必须符合日本的安全利
益，并且不能向日本禁止的一些出口对象国转让武器技术。

“这实际上对澳大利亚加以了限定，让它今后不能对中国进
行这方面的武器技术转让或交易。”刘江永进一步分析道，“日
本想用这种方式，拴住澳大利亚，拴住和日本有军事合作或者
将出口武器的包括欧洲的国家、亚洲的一些国家，在全球范围
内，确保日本对华的全面优势。这就是安倍所谓的‘地球仪外
交’，或‘积极的和平主义’，是整个战略部署当中重要的一
环。”

访澳“卖武器”，安倍谋“正常”
孙莹双

访澳“卖武器”，安倍谋“正常”
孙莹双

图片来源：三峡晚报

想不想让自己的情绪无需表达便被他人心领神会？没问题。
7 月 4 日，英国航空公司实现了这一超能力。用户带上特制的
Happiness Blanket 毯子，即可通过不同的光纤灯颜色精准反映自
己的情绪，让情绪传递不再难。

这款情绪感知设备由一条头巾及一张羊毛毯构成。带上设备
后，当你感觉焦虑紧张时，毯子会发出红色纹光；当你感到舒适
轻松时，纹光便变成蓝色。头巾内装一个带有蓝牙传输功能的
MyndPlay 脑波感知器，探测到用户的情绪状况后，MyndPlay会
实时将数据发送至毯子的
接收器内，通过数据控制
毯子内无数条微型光纤灯
的颜色转换，从而将用户
情绪直观反映出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智
能家居产品的横空出世，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捷与
智能化的美好体验。除了在上述感知情绪领域“大显身手”之
外，智能家居产品对生活 360 度的全方位照料更是让人啧啧称
叹。智能厨具的出现让人们发现，智能家居不仅时时刻刻关注你
的心，更实实在在关心你的胃。

随着肥胖率的日益增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每餐的营养摄
入量忧心忡忡。智能厨房秤Prep Pad的横空出世，让人们不再担

心无法估算每餐营养摄入量的难题，它不仅可以测量厨房中食物
的重量，还可以通过蓝牙跟 iPod连接，向用户展示食物中的营
养价值。

在智能厨具面前，食物过敏者从此也无需再对眼前的食物提
心吊胆。TellSpec是一款专为食物过敏者开发的智能设备，用户
只需要将TellSpec放到食物上方摇晃，即能监测出食物中是否含
有过敏素。更为强大的是，TellSpec 能在 20 秒内监测出任何食
物中的化学构成及含量，包括卡路里、维生素及糖分等，让人不

禁为科技的强大啧啧称奇。
你是否已经厌倦了每

天 拿 着 一 大 串 钥 匙 去 开
门？Goji 智能门锁及其应
用也许正对你的胃口，你
可以通过 Goji 应用或同步
手机蓝牙连接自动开门。
主人即使不在家，也能通

过移动应用为房屋清洁工或者职业遛狗人开门。
2014 年被称为智能家居的元年，大至智能电视、智能冰

箱，小至智能插座、智能路由器、智能摄像头等一系列的智能家
居设备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涌现，让家居一改过往呆板冰冷的形
象，因智能而焕发出人性化的温暖。种种更加贴合人性化需求的
产品将会陆续面世，成为家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家家居也智能居也智能
崔安琪崔安琪

7月6日，立陶宛在总统府举行升旗仪式，庆祝“建国日”。7月6日是立陶宛法定假日，1991年
至今，立陶宛每年都在当天举行活动，纪念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国王明道加斯。1253年7月6日，明
道加斯获得加冕，成为立陶宛国王。 新华社发 （阿尔弗雷达斯·普里亚迪斯摄）

立陶宛庆祝立陶宛庆祝““建国日建国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