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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7日，越共总书记特使黎鸿
英结束为期两天的中国之行。这是自
5月中越南海摩擦及越南反华骚乱严
重冲击两国关系之后，越方高层首次
访华，被外界称为“破冰之旅”。

黎鸿英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常务书记，此访向中国领导人
转达了越南领导人的口信，表达了希
望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德国
的越南问题专家格罗斯海姆认为，派
这样一位党内高官访华，可以视为河
内向北京发出的“外交信号”。对此，
中方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中国领导人
在会见黎鸿英时指出，希望越方同中
方一道努力，使中越关系重新回到正
确发展轨道。

中越是“搬不走”的近邻，邻居之
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以什么
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和处理。前一
段时期，中越关系一度出现紧张困难
局面，越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
为自己酿下了“逆火”伤身的苦果。美
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希伯特指
出：“越南与中国在地理上很接近，它
们之间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在经济
上，它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
以，越南必须找到与中国“好好相处
的途径”。

值得肯定的是，最近越方为改善
两国关系做了一些正面努力。比如，
越方加快了5月打砸抢烧事件善后工
作的进度，通过一些方式对受损中资
企业给予补偿与“支持”。

此次越方派特使访华，传递尽最
大努力共同推动越中两党两国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愿，我们希望
越方切实做到以行践言。

以行践言，越方须停止将双方争
议复杂化、扩大化。我们希望越方遵
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关于指导
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的
精神，通过合作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以行践言，越方还须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培育好、维护好两国人民友
好感情。5月打砸抢烧事件再次证明，
丑化甚至妖魔化中国的做法只能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鼓动反华情绪只
会收窄越方处理对华关系的政策空
间，甚至不利于其国内稳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访
问蒙古国时提出互尊互信、聚同化
异、合作共赢的亚洲邻国相处之道，
这些相处之道也是发展中越关系的
圭臬。

当前，中越同处改革发展的关键
期，同样面对各种复杂的内外挑战。
我们希望，越方能在关键时候做出正
确的政治决断，维护中越关系的大
局，以行践言，切莫重蹈自酿苦果的
覆辙。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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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之处

对阿富汗的担忧集中在一个焦点：这
个国家会不会步伊拉克后尘。

不可否认，这两个国家确实有相似之
处。

今年 4 月 30 日，伊拉克举行的国民议
会选举陷入僵局，想要谋求连任的马利基
遭到了众多党派的“逆袭”。经过几个月的
权争，再加上美国的努力，最终以马利基放
弃谋求连任作为结局。

阿富汗同样在 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至
今仍陷僵局。在第一轮投票中，因没有候选
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由票数领先的前外
交部长阿卜杜拉和前财政部长加尼进行第
二轮角逐。但在6月14日第二轮投票后，阿
卜杜拉指责选举舞弊。

在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联合国的调停
下，阿富汗选举委员会对 800 万张选票进
行审计。但目前当事双方都已经宣布退出
审计过程。这让原本定于 8 月 25 日举行的
新总统就职典礼推迟到 9 月 2 日，现在看
来，这个日子可能也要推迟。

第二个相似之处在于：ISIS（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兰国）已经成为伊拉克的“顽
疾”，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治实体。而塔
利班的卷土重来已经成为阿富汗面临的威
胁，且占有大片领土。

而 2014年底，大部分外国部队将离开
阿富汗境内。而阿富汗总统一直没有与美

国签署一份双边安全协议。

双方的声音

阿富汗是否会步伊拉克后尘？
认同阿富汗会成为伊拉克第二的人士

认为，阿富汗是个以普什图族为主的多民
族国家，长期以来各民族间存在严重分歧
甚至存在相互之间的敌对情绪，上世纪 90
年代便因此爆发内战。

经过长时间较力，阿富汗总统选举的
可信度已经被彻底侵蚀，这种情况可能继
而削弱下届总统的权威，无论当政者是谁。
未来阿富汗各族群之间可能爆发暴力事
件，导致国家分裂。

反对者则称，把阿富汗和伊拉克混为
一谈并不准确。因为阿富汗并不存在像伊
拉克那样逊尼与什叶两派相争的现象。相
反，几个世纪以来，阿富汗的权争一直都在
七个不同族群间展开。普什图人可能占据
着简单多数，但其他几个族群也在不同地
区把握着当地多数。

认同的人称，由约 24.8 万现役军人和
2.8 万阿富汗地方警察组成的阿富汗国民
安全部队，与伊拉克政府军一样，独立作战
能力十分低下，且内部派系林立，无法完成
重大作战使命。美军一旦撤走，300 名 ISIS
武装分子击溃3万名伊拉克政府军的军事

“奇迹”也许会在阿富汗重演。
反对的人则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驻

阿美军的数量能够直接转化为对应的实际

政治影响。相反，阿富汗民间则弥漫着浓重
的反美情绪。有人甚至分析，卡尔扎伊为了
消除民众的敌意，也刻意制造仇美的假象。
近年来屡屡与美为难，主要是不希望在历
史上留下给外国长期驻军开绿灯的恶名。

阿富汗的未来

9月 4日至 5日，北约峰会将在威尔士
举行，其中一个议题是北约作战任务结束
后，阿富汗安全部队将获得多少援助。阿富
汗总统卡尔扎伊拒绝参加，理由是与华盛
顿方面就阿富汗安全需求方面存在分歧。

但分析人士指出，在国际部队撤出后，
阿富汗十有八九将要求部署外军来维护稳
定。两个总统候选人已经表示，要与美国签
署双边安全协定。也有人提出替代方案，一
个主要来源于地区国家的多国部队可能是
最可行的方案。

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需
要选出一个总统，弥补权力真空。专家称，
阿富汗新总统应该建立一个根基广泛、建
立在品德与能力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多民族
政府。

有些观察人士视野更广，他们认为，包
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
维护阿富汗的安全上，几乎没有对阿富汗
经济发展和司法制度等建设的长远规划。

再加上阿富汗是世界上罂粟种植和大
麻产量的头号国家，稍有不慎，阿富汗将成
为毒品恐怖主义泛滥的国家。

昏黑的烛光，油腻的杯盏，桌角还有刀剑
砍凿的痕迹，阴笑着的店小二端上来一碗浑浊
的汤水——这是一家标准的黑店。然而淡定的
女侠从发髻中拔下一支银簪，伸入酒中蘸了
蘸，簪子即刻变黑了。水中有毒！女侠立即拔
剑而起。

银簪、银针、象牙手镯，成为了武侠片里
的验毒神物，也成了侠客们走遍江湖的必备利
器。然而在现代，这样的做法恐怕有些太“老
掉牙”。涂一层指甲油，就能让你“走遍天下都
不怕”。

据美国科技博客Gizmodo报道，4名美国大
学生研制出一款新型指甲油，可用于检测饮品
中是否含有迷药。这种防迷药指甲油名叫“卧
底色”，沾到放了迷药的饮料时，颜色就会发生
变化。这意味着女孩们只要用手指搅一下饮
料，就能看出饮料是否“被动了手脚”。此发明
刚一面世，就受到了许多公司的关注。一家丹
麦化妆品公司就宣称他们渴望购买并生产这款
指甲油，称该产品在丹麦“有市场”。没错，也
许在不久的将来，出门前涂一层指甲油说不定
能够挽救你的生命。不过，对于这个发明，男
侠客们可能要“干瞪眼”了。

当指甲油遇上高科技，擦出的火花可不止
验毒这样的“小意思”。据外媒报道，巴西的一
名女科学家提出了“美丽科技”的概念，比
如，她的团队在女性常用的美甲中内置了RFID

（无线射频识别） 标签、小磁铁和导电材料，这
些指甲由塑料或丙烯酸树脂制成，而其内置的
RFID 标签上则能够存储一系列的身份识别信
息，佩戴者能够通过这些假指甲轻松完成开门
禁、刷公交卡和会员卡等操作，省去了随身携
带这些卡片的麻烦。以后，我们只用动动手
指，门就会随之打开，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电
影《X战警》中万磁王的范儿？

如果男士们不好意思将指甲油涂在手上，
别急，这里有一款兼顾男士的指甲油，可以将
它们涂在手套上。近日，众筹网上出现了一个
发明，将一种类似“指甲油”的颜料简单地涂
抹在手套指尖上，待干燥后便能将原本毫无导
电功能的皮革、织物甚至是塑料笔等材料瞬间
变成具备触控功能的版本。冬天，我们再也不
用痛苦地将藏在手套中的手抽出来接电话了，
同样，只要涂上这个指甲油，无论你在戴着手
套打高尔夫、滑雪、还是工地上搬砖，都可以

“毫无压力”地玩转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陈 曦

指尖上的缤纷科技

极端组织建国，能走多远？
张奕璞

□科技

8 月 28 日，在戈兰高地以色列控制
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人员乘
坐装甲车等待进入叙利亚控制区。

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 28 日说，联合
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 43 名维和人员
当天在戈兰高地叙利亚控制区被武装分子
扣留。 新华社/法新

阿富汗会阿富汗会不会不会
走上伊拉克模式走上伊拉克模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子岩杨子岩

来源：新浪网

8月27日，加拿大军舰正缓缓靠泊上
海扬子江码头。

当日，加拿大皇家海军“里贾纳”号
护卫舰，在舰长丹尼尔·查尔博伊斯中校
率领下驶抵上海，开始对上海进行为期5
天的友好访问，随舰来访官兵250人。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伊拉克做了一个“坏”榜样：在美军撤军之

后，政局陷入了动荡，极端组织活动猖獗。阿富汗

目前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北约部队大规模撤军之

后，塔利班卷土重来，政局也陷入僵局。权力真空

的缺失是否会让阿富汗卷入混乱无序？塔利班的威

胁是否会引发ISIS似的灾难？

□图说

加拿大军舰访问上海

8 月 28 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影片 《荣耀的
代价》演员克里斯蒂安娜·卡波通迪 （中） 亮相威
尼斯电影节红毯。

当日，法国影片 《荣耀的代价》 在第 71届威
尼斯电影节首映。 新华社记者 刘力航摄

法国影片法国影片《《荣耀的代价荣耀的代价》》亮相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威尼斯电影节

喀麦隆军方 27日表示，随着尼日利
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在喀麦隆北部
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喀政府本月加强
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打死了 29 名

“博科圣地”成员。

建立国家 系出一脉

8月24日，“博科圣地”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宣称，尼
日利亚果扎镇现在其伊斯兰国的管辖下。美国 《赫芬顿邮
报》 称，“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建立哈里发国，这是“博
科圣地”发出的建国声明。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两个月前同样“建国”的“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兰国”。6月29日，“伊斯兰国”发表声明，宣布
在横跨叙伊边境的广大区域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头目阿
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成为“国王”。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表示：“建
立实体国家，这是当代极端宗教政治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事实上，除了相同的政治目标，“伊斯兰国”与“博科
圣地”的指导思想、行动方式、组织策略等也极为相似。两
个极端组织都善于使用屠杀、绑架等方式让民众产生恐慌，并
为自身谋取利益。“博科圣地”也经常发表处决相关人员的视
频，在对待俘虏的方式上与ISIS如出一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解释道：“他们
都是带有‘基地’色彩的极端组织，被极端主义所指引，寻找发
展道路。”

政局动乱 逆反西方

短短两个月间，两个极端宗教组织都兴起壮大起来，宣
布“建国”，原因何在？

殷罡认为：“地区局势的不稳定，为极端宗教势力提供
了活动的空间。在外部势力除掉中东国家的强人之后，一向
受到压制的极端宗教势力得以兴起。”李绍先也认为尼日利

亚南北信仰以及经济发展的差异，也为“博科圣地”的兴起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此外，李绍先还分析道：“进入近现代以来，阿拉伯世
界沦为西方的殖民地，长期的殖民剥削和殖民压迫使得该地
区对西方充满不满情绪。二战后，虽然阿拉伯世界形式上独
立，但是西方在这些区域还拥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宗教极端组织反对西方的理念和原则对普通民众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由于这种世仇，反对西方的旗帜在阿拉伯世界
有着极大的市场。

“博科圣地”通常可以翻译为“西方教育是罪恶”。该组
织主张在尼日利亚推行宗教法律，反对西方教育和文化，反
对现代科学、西方教育制度，反对民主选举投票，甚至反对
穿衬衫、穿短裤。

联合与否 面临制裁

6月25日，“博科圣地”头目谢考在一段视频中宣称支持
“伊斯兰国”，并将“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称为兄弟。

殷罡表示：“虽然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是两个极端宗
教组织不太可能走到一起，因为在地域上相距太远，不会有
太多的合作。”但是殷罡提醒道：“未来也不排除其他地区的
伊斯兰极端组织效忠巴格达迪。”

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170号决议，决定采取
措施切断伊拉克和叙利亚极端组织的资金和外来武装分子来
源，并制裁有关人员。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8月28日报道，美国已开始召集盟

友，准备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展开军事打击，同时
扩大在伊拉克北部的空袭行动。而在尼日利亚，美国也毫不
含糊地为谢考悬赏700万美元。

美国对ISIS的打击会不会在非洲大陆重演？李绍先认为：
“美国短期内不会从 ISIS的泥潭中走出。此外，不同于 9·11后
‘全球反恐’时期的美国，依现在的美国实力不太可能直接打
击‘博科圣地’。但是，美国会保持对‘博科圣地’的关
注，而且会提供资金，不时用飞机对尼日利亚进行侦察等活
动，防止出现‘博科圣地’壮大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