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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察”到“干预”

最近，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强硬表态令人瞩目。据
路透社报道，9日，美国提出冻结南中国海挑衅行为
的建议。媒体称，美国这种“异乎寻常的强硬立场”
标志着华盛顿加大了对南海争端的参与力度。

美国的强硬表态让“小弟”菲律宾瞬间挺直了腰
杆。菲律宾媒体喜滋滋地强调，美国绝对不会放过率
先采取过激行动的国家。菲媒认为，美国的这一表
态，无疑是在警告中国在南海不要乱来，应该在国际
法的约束下，与越南、菲律宾等国谈判。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在南海问题上表达强硬立场。
7月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美国国务卿克里就
明确表示，中国的“单方面行动加剧了周边国家的担
心”。5 月 31 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哈
格尔指责中国在南海采取“破坏稳定的举动”，并警
告说，一旦国际秩序遭到威胁，华盛顿将不会继续消
极应对。

事实上，早在 2010 年的第 17 届东盟地区论坛外
长会议上，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发表讲话声
明，国际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虽然美国在南
海岛屿的领土要求上不选边，但美国认为这些要求必
须符合国际法；领土争端应当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专
家指出，东盟国家普遍把希拉里的讲话看作是美国南
海政策的转折点，即从“观察”转变为“干预”。

从“软弱”到“强硬”

这一厢，以克里为首的外交大员在东亚秀“强
硬”；那一厢，美国总统奥巴马自己也在冲着中国放
狠话。

8 月 8 日，奥巴马接受 《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弗
里德曼访谈时说到了中国。奥巴马说，中国是在“搭
便车”，“他们搭了 30 年的便车了，没人指望他们做
任何事”。

这是奥巴马本月以来第二次发表对中国的看法。
在月初接受《经济学人》的专访时，奥巴马说，尽管
中美两国要做长期的伙伴，但美国也应对中国态度强

硬，“仅仅以国际准则说事是不够的。国际社会必须
存在更多的机制，当我们觉得中国违反国际准则时可
以对其采取强硬措施”。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一直被批评为“软弱”。近
来，在南海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奥巴马似
乎突然变得“强硬”了。原因何在？

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当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专家指
出，南海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它承担着全球大约
50%吨位的海上运输，并把东南亚同西太平洋连接在
一起，成为全球海运通道的咽喉要道。在美国“重返
亚太”的战略背景下，美国自然会对南海日益重视。

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或许也是奥巴马考虑的
因素之一。毕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一直被批评为

“太软弱”，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奥巴马也在努力表
达自己的“强硬”一面。而且，在南海问题上秀“强
硬”，也是试图让该地区的“小伙伴”安心，打消他
们的疑虑。

从挫折到挫折

拿出“世界警察”的范儿，美国努力在南海问题
上秀“强硬”。不过，等待他们的或许只会是一个接
一个的挫折。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提出冻结南中国海挑衅
行为的建议，中国和一些东南亚
国家对此反应冷淡，
这 对 试 图 控
制 中

国示强行动的华盛顿来说显然是个挫折。
美国或许低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

关系。无论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打造，还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或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的成立，都证明中国与东盟各国早已休戚与共。
正如与会东盟各国外长所表示的，东盟与中国过去10
年建立了高度互信，深化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伙伴关
系，东盟—中国关系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
大贡献，中国已成为东盟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东盟
各国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建设性作用是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美国或许还低估了中国决不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
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8 月 9 日，关于
南海问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克里时表示，中方将坚
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致力于通过对
话协商与相关国家解决分歧。当前南海形势总体是稳
定的，海上航行自由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世界不少
地方乱象丛生，中方希望各方都要珍惜本地区得来不
易的稳定局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发挥建设性作
用。

美国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想明白，与中国建立互利
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才是正道？

在在南海，美国为何强硬“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插足”？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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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总统奥巴马7日晚宣布授权美军“定点”空袭伊
拉克极端组织以来，美军已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目标发动了三波共7次空袭。美国各界对空袭大都表示支
持，但在军事介入的力度上则看法迥异，不少人对行动的
后续发展表示担忧。

奥巴马称，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将很有限，意在保护
派驻在埃尔比勒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军顾问人员，并保护伊
拉克少数族群免遭“种族屠杀”。对此，一些人认为奥巴马

“出手”力度不够，其缺乏连贯性的中东政策必将导致恐怖
组织坐大；另一些人则正好相反，担心这场行动可能扩大
化，将美国重新拖入伊拉克“泥潭”。

结束伊拉克战争一直是奥巴马引以为傲的“政绩”，在
他一手推动下，美军作战部队2011年年底已全部撤离伊拉
克。民主党众议员芭芭拉·李说，她希望“定点”空袭不是重
返伊拉克的开端，因为美国上下都无意如此。民主党参议
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表示，他反对就伊拉克局势做出无
限制的军事承诺，他对当前行动可能导致美国长时间直接
卷入伊拉克冲突深感担忧。

美国公众对军事介入也表现出复杂心态。据《华盛顿
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6 月份的民调结果，近 45％的美国
人支持对伊拉克极端组织发动空袭，但只有30％的人支持
部署地面部队。多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的
国家没有责任阻止伊拉克的暴力冲突。

与这一民意认知相呼应，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月通过一
项议案，要求总统在向伊拉克派遣作战部队前，必须先获
得国会批准。

在一些人担心美国军事行动太“激进”时，另一些人则
对奥巴马手段太“温和”不满。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
奥认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即便攻占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也不会罢手，他们将继续推进，进而威胁到美
国利益。奥巴马早就该对这一极端组织实施军事打击，并
向伊政府提供积极支持。

最激烈的批评之声来自共和党鹰派参议员约翰·麦凯
恩和林赛·格雷厄姆。两人发表联合声明说，由于奥巴马采
取不干涉政策，中东地区面临的威胁已经增加，而且直接
威胁到美国，现在是对美国“灾难性的”中东政策重新评估
的时候了。“我们已经为我们的不作为付出了非常沉重的
代价。如果我们不改弦更张，不作为的代价只会更高。”

美国舆论对这次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也褒贬不
一。《华盛顿邮报》社论认为，奥巴马下令采取军事行
动以阻止可能的种族屠杀和极端组织的攻城略地，是
正确之举。但奥巴马采取的措施属于“折中”和“应
急”，他缺乏应对整个中东冲突的连贯战略。

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鉴于伊拉克
人道危机极其严重，奥巴马政府应当实施“更加有力
和更有雄心的”干预，动用空军力量，帮助训练伊拉克
军队，并在必要时提供武器援助。 （据新华社电）

军事介入
伊拉克
有人很不安

易爱军 周而捷

想让自己的闹钟准时叫醒自己而不吵醒他人？没问题。最
近，韩国的设计师发明了一个耳塞形状的闹钟，叫做 Earlarm。
这是一款只能提醒自己起床而不会打扰到别人的私人闹钟。

这款闹钟使用两个抗噪泡沫耳塞，一方面增强了佩戴的舒
适性，另一方面实现了良好的隔音性。每一个耳塞内都配置有
一个小型的扬声器。用户可以通过蓝牙将它连接到智能闹钟
上。此外，该设计师还设计了一款配套闹钟，主要用作耳塞的
充电器。到了闹铃时间，声音就会从耳塞内部的一个小喇叭传
出，既不会吵醒别人，还能保证百分百叫醒你。

明明想要睡个懒觉，却被家人或者室友清晨的闹铃所打
扰；担心自己的闹钟吵醒朋友，故意把声音调得过小，却导致
错过了重要的约会。有了为你私人定制的闹钟，你再也不用担
心会出现这些情况了。

觉得闹铃声音太狂躁？那来试试这款名为 VAM Alarm
Bracelet的智能手链吧。该手链由24颗珠子组成，珠子中都内置
了 LED 灯，每一颗珠子代表一个小时。手链的两头都带有磁
性，可以让接头吸在一起，变成一个封闭的手环。当闹钟开使
工作时，时间所对应的珠子就会亮起，整条手链还会同步震
动，在无声之中将你从睡梦中唤醒。

除了耳朵、手腕，还有一些设计师另辟蹊径，从脚下做起
了功课。Acuwake Sock是一个足套闹钟，当到达闹钟时间时，它会
通过逐渐加大对脚底的穴位按摩，使你从睡梦中醒来。要关掉它
也很简单，只要你站起来，触动袜套中的压力传感器，就能关闭闹
钟。这样既“享受”了按摩，也达到了被叫醒的目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直接作用于身体的闹钟太过“残暴”，不妨
来试试英国的Amplicomms TCL300闹钟吧。它配有闪光灯和一
个可震动枕头垫，只要把这个枕头垫放在枕头下面，你就可以
安心入眠了，因为你肯定不会在它上面睡过头。而闪光灯的作
用则是防止你关闭闹钟之后又进入了“贪睡模式”。

还在为早上闹钟怎么叫都醒不过来而担心吗？还在为难听
的闹钟声吵到室友而不安吗？有了这些私人闹钟，我们就可以
完全摆脱“不近人情”的传统闹钟了。此外，私人闹钟还是减
少夫妻争吵、宿舍矛盾的必备良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出手
买一个吧！

私人闹钟：

醒我不扰人
张奕璞

私人闹私人闹钟钟：：

醒我不扰人醒我不扰人
张奕璞张奕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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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于当
地时间8月7日抵达印度，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

高官接力 大送秋波

去年 12 月，一名印度女外交官在美国被捕，令美
印两国关系几乎跌至最低谷。今年 4 月，莫迪赢得大
选，让美国开始担心美印关系的走向。莫迪曾被美国拒
发访美签证达 10 年之久。此次莫迪上台后，美国为了
化解尴尬，重振美印关系，对印度频频“献殷勤”。

奥巴马在莫迪赢得大选后立即邀请莫迪 9 月访
美。为了给莫迪访美造势，美国近期出动了经贸、外交、
国防3位部长级高官集中访印，铺路工作十分卖力。

7月下旬，美国派出商务部长普利茨克访问印度，
想首先从经贸领域打开与莫迪政府的合作。紧接着，7
月 30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接踵而至，与正在印度的普
利茨克合力为美印关系加温。但从这两位的访印成果
来看，印度姿态仍然强硬：不仅反对签署《贸易便利化
协议》，还公然对美国的监听事件表示不满。

虽然出师不利，但美国仍没有放弃。仅隔一周，美
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打着“卖武器”的名义前来拉拢印

度。哈格尔此前曾表示，希望在访印期间推动美印两国
建立起全面的合作关系，而不仅仅是加强两军关系。

意味深长 利益至上

对印发动如此密集的“攻势”，看来美国是真着急
了。但美国的用意也绝非与印度搞好关系那么简单。

从经济利益出发，美国十分重视印度这一潜在的
新兴市场。美印的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 2013 年达
1000 亿美元。此外，IHS 简氏信息集团统计数据显示，
印度去年成为美制武器的头号买家。有分析称，印度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美国作为军火出口大
国，守住印度这块蛋糕至关重要。

从地缘政治和战略格局上来看，印度也被美国视
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潜在“支点”。中国社科院美国
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分析称：“重返亚太的战略当中，
美国的视野非常大，包括从西太平洋到南太平洋再到
印度洋周边的一大片海域。印度在南亚极具战略价值，
美国认为发挥印度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进一步指出，
若是能成功将印度“纳入麾下”，美国在亚太的“再平
衡”战略就多了一块基石。

此外，目前美国正联手欧洲制裁和孤立俄罗斯，对
冲俄罗斯在印度的影响力，也是美国的考虑之一。“俄
罗斯和印度在冷战时有传统关系，并长期交好，现在印
度多数的武器都还是苏联和俄罗斯的。美国欲借这次
密集访印，达到平衡俄罗斯的效果。”陶文钊说道。

重振双边 前路坎坷

虽然美国为了修复美印关系“煞费苦心”，但历史
和现实决定了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仍存在种种变数。

冷战之后，美印关系虽然根本转型，但一直磕磕碰
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指出：“美
印关系有过波折，对于对方没有完全配合自己也有过
失望。印度在安全上既拉拢美国，又防范美国，而美国
也很难接受印度在外交上的独立性。”

莫迪上台后先后访问了不丹、尼泊尔等周边邻国，
意图提升印度的地区影响力；同时，依靠金砖国家的平
台，莫迪也想让印度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印度
有大国雄心，外交上可以说独立自主，不会甘于当美国
的棋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分析道，

“莫迪也明白，从印度自身利益出发，与各个大国都保
持稳定关系会更有利。”

同时，美印两国目前在市场准入、国防产业外来
投资、知识产权、社会安全税、印度赴美临时工作签
证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分歧。阮宗泽表示：“美国对印
度一直都是虚多实少，两国在很多方面都陷入了瓶
颈，美印的关系想要有根本性的突破可以说需要一个
漫长的过程。”

印度难“搞定”，
美国很着急

孙莹双

现总理稳操胜券现总理稳操胜券土耳其总统直选土耳其总统直选

88月月 1010日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一
名土耳其小女孩在埃尔多安的庆祝集会上名土耳其小女孩在埃尔多安的庆祝集会上
挥舞国旗挥舞国旗。。土耳其总统直选第一轮投票于土耳其总统直选第一轮投票于
当地时间当地时间1010日上午日上午88时开始时开始，，共有共有53005300万万
选民在全国各地投票选举新总统选民在全国各地投票选举新总统。。根据土根据土
耳其媒体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耳其媒体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现任总现任总
理理、、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 （（正发党正发党）） 主席主席
埃尔多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埃尔多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率为得票率为
5252..22%%，，获胜已成定局获胜已成定局。。

新华社记者 崔新钰摄

“我们不赞成有人渲染甚至炒作所谓南海紧张，并呼吁警惕其背后的意

图。”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六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