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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17 日上午在
记者会上正式宣布，将于 21 日在首
尔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韩国外交部
长尹炳世举行日中韩外长会谈，这将
是约3年来的首次三国外长会谈。

中日韩外交渐趋热络

这则消息在韩国外交部的声明中
得到确认。韩国方面表示，此举旨在
恢复亚洲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岸田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在广泛层
面探讨三国的合作关系，就地区与国际局
势交换意见。

媒体分析，这将是 2012年 4月以来的
首次中日韩外长会。虽然存在历史认识等
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仍有望给三国在环
境、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创造机会。韩国
外交部相关负责人指出：“一旦外长会谈
举行，首脑会谈也就自然进入讨论阶段。”

中日韩上次首脑会谈是 2012年 5月在
北京举行的。由于中日、日韩关系围绕历
史认识及领土问题而恶化，中日韩此后尚
未举行过三国首脑会谈。

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
强谈及中日关系时，坦承“根子还是在于
对那场战争、对历史的认识和能否始终保
持正确的认识。如果日本领导人正视历
史，并且保持一贯，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就有新的契机”。

此次消息发布之前，3 月 11 日，中日韩
三国副外长级会谈在首尔举行，同时还分
别举行了中日、日韩之间的副外长级会谈。

重启会谈的意愿

中日韩关系僵局的症结是对历史问题
的认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2012
年12月不顾邻国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使得
中日和韩日关系严重恶化，原定于2013年
5月在首尔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谈被迫中断。

从去年开始，中日、韩日关系开始有
所转圜。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去年东盟—中
日韩领导人会议上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
来举行中日韩外长会晤，并在之后举行三
国领导人会晤。

而在中日关系方面，去年 11 月北京
APEC 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应约会见日
本领导，两国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
四点原则共识。

中 日 韩 三 方 为 何 态 度 都 有 所 “ 缓
和”？外界分析，2014 年东亚经济增长强
劲，三国经济合作需求很大，改善彼此关
系是必然趋势。

数据显示，尽管领土纠纷和战略视角
的差异让中日两国关系一度紧张，但这并
未阻碍去年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7.5%，
而未来几个月两国的贸易形势更是一片大
好，今年 1 月份，日本对华出口总额同比
大增20.8%。

同样关系紧张的日韩两国贸易关系也
没受到影响。去年，日韩两国双边贸易总
额几乎没有变化，今年 1 月份，两国贸易
总额同比出现增长。

同时，国际社会也在中日韩三国关系
缓和方面出力甚多。德国总理默克尔前段
时间访问日本时，就不时敦促日本改善与
邻国的关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16 日
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演讲，敦促中日韩三
国领导人牢记历史，面向未来。

安倍应摆出什么姿态？

今年1月，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
商在日本举行，双方就中日关系、东
海有关问题及海外合作深入交换了意
见，并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

中国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已于 14 日
出席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以防灾为主题
的国际会议，这是中国部长级官员时

隔约3年首次访问日本。
但首脑能不能相见？解铃还需系铃

人。中日韩三国外长能否会谈成功，首脑
会谈能否成行，关键点在于安倍晋三对待
历史的态度。16日，在东京联合国大学的
演讲中，安倍晋三称已经对战争表示了

“深刻反省”。
拿以前的“反省”来说事儿，显然中

韩两国并不买账。日本媒体对外长会谈并
不看好，报道称，由于中韩两国对安倍今
年夏天将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提高了警
惕，即使举行外长会谈也未必能实现首脑
会谈。因此，日方计划继续对中韩两国做
工作。

但我们也没必要悲观，毕竟，中日韩
有着进一步合作的必要。中日韩这 3 个亚
洲最大经济体占了全球出口总额的 25%，
在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领导人都
知道，以耐心和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
对三国都是有利的。

中日韩关系僵局为啥此时转圜中日韩关系僵局为啥此时转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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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伴随着叙利亚冲突
持续 4 年时间节点的到来，叙
利亚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这
厢，美国国务卿克里表态，美
国“最终”必须与叙利亚政府
谈判以解决冲突；那厢，叙总
统巴沙尔·阿萨德马上回应：
叙利亚等待的是西方国家的
行动而不仅是声明。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近
来，叙利亚已经很难成为世界
舆论的头条。可悲的是，这并
不意味着叙利亚冲突已经平
息，而是，冲突已经常态化，而
且，短期还看不到尽头。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一
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冲
突伊始，美国态度坚决，要求
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以实
现政治过渡，并曾在化学武器
问题上为其画下“红线”。然
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尤其是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横空
出世，美国的态度逐渐模糊。
虽然说美国在化武“红线”问
题上出尔反尔，但自去年在伊
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对“伊斯兰
国”发动空袭以来，美国就没
有再提巴沙尔·阿萨德下台这
一要求。最近，美国中央情报
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更是表
示，美国不希望见到巴沙尔·
阿萨德现在垮台。他说，一旦巴沙尔政府现在
倒台，极端势力可能取而代之，美国“理所应
当”对这种后果感到忧虑。

在冲突已经持续了 4年的叙利亚，美国究
竟下的什么棋？

如果说，美国曾经的如意算盘是借着所谓
“阿拉伯之春”的东风，扳倒不太给美国面子的
巴沙尔·阿萨德政府，那么随着局势的发展，美
国很清楚，即便能实现，也不再是美国渴望的
结局了。

如今，美国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继本月初
在瑞士举行3天闭门谈判后，美伊两国外长16
日再次磋商，力求进一步弥合分歧，在3月底前
就伊朗核计划达成框架协议。舆论普遍相信，
如果伊核谈判真能修成正果，无疑将是奥巴马
留下的最大外交遗产。自奥巴马入主白宫以
来，美国的中东“轻脚印”政策与“亚太再平衡”
战略早已为人熟知。如今，伊核谈判进行得如
火如荼，美国哪还有太多心思花在叙利亚身
上。正如美国媒体直白指出的，奥巴马政府目
前在中东的政策已经变为：在叙利亚问题上

“金盆洗手”，同时努力促成伊核谈判成功。除
此之外，或许还多少希望能借伊朗之力解决

“伊斯兰国”问题。
4年了，最伤最痛的是叙利亚的普通民众。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已有超过22万叙利亚人在
冲突中丧生，半数国民被迫离开家园，其中400
多万人逃往邻国避难。只是，在美国人眼中的
大棋盘中，这些伤痛都被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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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以色列大选投票启动，利库德集团和中左翼犹
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开始进行最后的角逐。而据以色列《国
土报》此前报道，美国民主党已派出了曾为奥巴马大选服
务的竞选团队，为反对党在选举中击败内氏集团助力。奥
巴马和民主党如此公开支持以反对党，反映出美国日趋白
热化的党派之争。

驴象之争 日趋激烈

3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博纳在未知会
白宫的情况下，公开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国会就
伊朗核问题发表演讲，让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大为光火。

“共和党是在利用内氏来对付奥巴马。”前美国驻以色
列大使马丁·因迪克在接受 《纽约时报》 采访时表示。英
国媒体对此报道称，博纳此举是为了报复奥巴马最近在移
民政策及其他问题上动作频频。

就在美伊核谈进入关键时期之际，共和党如此公然地
向奥巴马“扇耳光”，“挑衅”白宫，可见两党积怨已深，府院
斗争愈加激烈。

就在奥巴马为内氏国会演讲一事怒火未消时，共和党
又一次向白宫发起了“挑战”。

据《华盛顿邮报》9 日报道，47 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向
伊朗领导人致公开信，警告伊朗与白宫达成的任何协议，若
得不到美国国会的支持，都可能被奥巴马的继任者推翻。就
共和党此举，《赫芬顿邮报》作出了“拆台”的评价。

自去年11月中期选举失败之后，民主党痛失国会控制
权，两党之间对立局势日渐加剧，“裂痕”也愈加明显。仅今
年 1月，奥巴马已经就众议院提出的 8项法案，威胁将动用
否决权，大有“报复”之意。

2月，奥巴马正式否决了由国会提交的美加输油管道项
目法案。这是奥巴马入主白宫5年以来首次动用否决权，此

举也标志着“府院之争”进入了白
热化阶段。

预留的“政治遗产”

随着杰布·布什、希拉里等宣布参加2016年大选，新一
轮大选热度逐渐升温，奥巴马也进入了其任期的倒计时阶
段。

自连任以来，奥巴马带领美国走出金融危机，将其拽出
了经济衰退的泥潭。失业率也由刚上任时的 9.3%降到了
5.6%，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的复苏，也成为了奥
巴马执政成绩单上最值得“点赞”的一笔。

虽然经济形势的“转危为安”让奥巴马的支持率在近期
上升到48%，创下了20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但综合其执政以
来的政绩，总体表现还不能为民主党在大选中赢得选民选
票提供十分强有力的保证。

民生问题上，医疗改革杯葛不断，甚至一度引发政府停
摆。虽然法案最终付诸实施，但诸多争议的存在使改革效果
大打折扣。

在外交上，亮点政绩也是乏善可陈。重返亚太战略的失
败已是不可逆转；承诺从中东撤军，却发动了对伊叙两国空
袭，仍旧难以从中脱身；美俄双边关系也未能真正重启……
中期选举的败北，已然为这些付出了代价。

在这种情势下，奥巴马急需在任期最后阶段做出一定
成绩，为民主党2016年大选提前铺路。

动作频频 意在大选

据美国之音网站报道，奥巴马在中期选举期间接受白
宫记者团采访时曾表示：“在任期最后两年，我的首要目
标是在最后两年为美国人民尽量多做一些事情。”

有分析认为，奥巴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
任期内为人民多做一些事，就是为民主党赢得大选增加筹
码。

中期选举以来，奥巴马为助力大选，动作频频。去年
12月，奥巴马宣布，将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实现美古
关系破冰，不仅实现了外交上的一个历史突破，也将有利
于为民主党增加国内拉美裔选民的支持。

据法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
将重启伊朗核问题的新一轮谈判，并期望在3月底前达成
框架性协议。对于奥巴马来讲，若能在任期内在伊核问题
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将为民主党角逐大选留下一笔重要
的“外交遗产”。

与此同时，美国一改往日坚持武力解决叙利亚危机的
政策，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可以看出，白宫方面近期的种种举措，目的直指来年
大选。为民主党在 2016 年大选中预留政治遗产，或将成
为今后奥巴马施政的一个方向性指导。

从外交动作看奥巴马的“遗产”

3 月 17 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利
库德集团竞选总部，利库德集团的支持
者为其党派助威。以色列三大电视台17
日晚公布的出口民调结果显示，在刚刚
结束的以色列第20届议会选举中，由现
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的利库德
集团与赫尔佐克领导的中左翼的犹太复
国主义者联盟获得的议席数几乎相同。

（新华社发）

关注以色列
议会选举

现代画作的风格和灵感融合进马丁尼酒；朱古
力和柚子雪糕被捏成了列队的秦兵马俑；古代亚洲
文明中的纸张和卷轴变成了包裹着鳕鱼的澳洲树皮
……该称呼它们“可以吃的艺术”还是“艺术品般
的食物”？到底是什么让CNN的编辑这样着迷？

本月 15—17日，巴塞尔艺术展在香港召开，来
自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0 家顶级艺廊的艺术品汇聚
于此。淡淡的文艺气息从会展中心的展厅散发到整
座城市不经意的细节里。连繁华闹市的餐厅也收敛

了平常的烟火气，推出了“巴塞尔艺术展
特别菜品”，用食物呈现巴塞尔艺术展中
的绘画作品。CNN 从中精选出了 17 道
菜，把艺术和美食的融合之美呈现给世
界。

说到艺术与食物的融合，首先不难想
到 中 国 菜 在 视 觉 上 从 古 至 今 的 追 求 ：

“色、香、味”。一道好菜，让人愉悦的卖
相是基础，我们甚至会用“秀色可餐”来
形容美人。色泽、口感的均衡也与绘画、
摄影中的平衡美殊途同归，炫技的刀法更
是用雕刻技巧拓展了食物造型的空间。

“舌尖上的中国”不只在电视上，更在每
个普通人家的盘子里。餐桌上的艺术早已
融入生活、深入日常。

相比中国式的大气美，小巧精致的代
表则是日式美食。且不说风雅的和果子，
日本有着独特的便当文化，非常注重形态

美，在日本动画里就可见一斑。做萌萌的便当也是日
本妈妈必备的超人技艺，她们总是可以用米饭、牛排、
蟹柳、生鱼片、番茄、薄烧、紫菜卷摆出各种各样可爱
的小娃娃。甚至有日本网友惊人还原了宫崎骏动画里
的便当。

西方也有将食物融合艺术的例子，只是不同于
东方的含蓄，它们想象大胆、形式直接。液体巧克
力淌出的河流与瀑布、口香糖长成的草地、牛奶糖
铺就的山坡——《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展示了儿童
文学里大胆构想的虚幻场面，满足了每一个孩子关
于甜蜜的想象。而现在，你甚至可以跑到德国或者
比利时的巧克力博物馆里小小地实现一部分。

是“可以吃的艺术”还是“艺术品般的食物”？
或者，美食本身是艺术。也许艺术并不总是高不可
攀，当我们尝试去懂得它并用通俗的智慧运用它
时，它可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小处，给人眼前一亮
的小惊喜。

把艺术
盛进盘子里

刘思艺

张冀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