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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噩梦刚开始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26日，叙利亚政府军向国内多处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据点发动攻势，并摧毁多个据点。伊
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发言人阿萨迪也于当天宣布，政府军和
民兵组织将同时发起军事行动，力图收复此前被“伊斯兰
国”占领的安巴尔省府拉马迪。

两国的军事行动，使“伊斯兰国”连日来的猖獗终于有
所遏制。尽管，据外媒报道，“伊斯兰国”已经占领了伊拉克
安巴尔省近80%的领土和叙利亚近一半的领土。

时间要追溯到两周前，5月17日，“伊斯兰国”开始进攻
伊拉克安巴尔省府拉马迪，政府军仓皇撤退，留下大批武器
装备。拉马迪是伊拉克地区的军事重镇，它的沦陷被认为是
伊拉克政府军自去年夏季开始全面反攻以来，遭遇的最大失
败。

而噩梦却才刚刚开始，5月21日，“伊斯兰国”又全面攻
占了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据法国 《费加罗报》 报道，巴尔
米拉的沦陷使“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利亚一半领土和几乎所
有的油田和天然气田，巴尔米拉与周围的沙漠以及伊拉克的
安巴尔省连成一体，让“伊斯兰国”具有了地理上的连贯性。

去年11月，美国曾称“伊斯兰国”已经由攻转守。而连
日来，“伊斯兰国”的疯狂反扑，说明此前的估计太过乐观。

各方矛盾生顽疾

去年9月，美国对“伊斯兰国”“宣战”，俨然是各个反恐
同盟国间的盟主。而此次战况失利，国防部长卡特却将矛头
指向伊拉克，认为其缺乏斗志。他表示，美国可以提供培训
和装备，但不能提供斗志。

卡特的这番话尽管有推卸责任之嫌，但一定程度上也揭
露了一个事实：不仅仅是伊拉克，伊叙两国在应对“伊斯兰
国”的问题上，确实不够“给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指出，尽管阿巴迪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是温和的什叶
派，但伊拉克国内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一

定程度上“方便”了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
中西部地区的统治。此次“伊斯兰国”占领的安巴尔省，就
完全是逊尼派民众的土地。

而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则因国内的混乱局势自顾不暇，
更难抽身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进攻。叙利亚政府军人数
仅有十几万，除对抗“伊斯兰国”，还要应对反政府武装威
胁。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24日，政府军在一次解救活
动中，就因为发动空袭致大约300名反对派武装人员死亡。

有分析指出，除了两国自身原因外，中东地区各个国家
间的利益角逐，也给“伊斯兰国”组织带来可乘之机。例
如，伊朗是中东地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力量，但
美国、沙特等国则唯恐伊朗借此机会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

“伊斯兰国”就是抓住了中东地区各股势力间的矛盾点，才能
得以不断壮大。

反恐之路仍漫漫

此前，英国 《卫报》 曾撰文分析，美国一度津津乐道于
遏制“伊斯兰国”的成功，称“其资金和武器开始匮乏，补
给出现问题，不得不靠宣传伎俩维持士气”。而近日“伊斯兰
国”的反扑行动，迫使各方开始重新思考美国于去年9月宣布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时制定的空袭战略。

对此，白宫和国防部一再重申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
战争保持“有限介入”，并不会派遣地面部队，但会继续向伊
拉克提供武器。正如卡特在电视节目中所表示，打击“伊斯
兰国”，还是要依靠伊拉克人民。

面对“伊斯兰国”这只顽强的地鼠，各方尽管深以为
患，但在“灭鼠”态度上，依然各自“心怀鬼胎”。分析称，
打击“伊斯兰国”的关键，在于要整合区域内各种力量，形
成一个强有力的团结阵营，如果力量各方继续各行其是，那
么“伊斯兰国”仍会保持现状甚至继续壮大。

此前，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也曾撰文分析，“伊斯兰
国”真正的危险，在于成为该地区的永久组成部分。殷罡则
认为，“伊斯兰国”从形成到壮大，除了美国撤兵伊拉克留下
的权力真空外，更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扬汤止沸，抱薪救
火，外部力量的推进，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伊斯
兰国”能否覆灭，关键还在中东自身，这显然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

有人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欧
盟这个曾经让世界充满期待的“一体
化”存在似乎到了离心力增强的阶段。

成功连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一再强
调，要在 2017 年年底之前举行英国脱欧
公投。目前，他正忙于和各国政要以及
欧盟领导人就英国和欧盟关系进行磋
商。英国的目的很明确，要更大话语
权，要欧盟对英国更少干预。

对欧盟有意见的成员不只一个。近
日，面对地中海移民危机，欧盟建议在
成员国间分配配额接收非法移民。该建
议遭到匈牙利反对。

希腊与债权人的谈判则是一波三
折。6月5日，希腊需要偿还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贷款中一笔约 16 亿欧元的利息。
希腊一边透露要“赖账”，一边又保证如
期还债。不到最后一刻，没人能保证这
个故事如何结局。

而且，为解脱困境，希腊总理齐普
拉斯曾在4月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的走
近使希腊成为欧盟的众矢之的，同时，
也暴露了欧盟内部的矛盾。

有人感慨，欧盟已经开始面临“合
久必分”的压力。事实果真如此吗？其
实不见得。

今年年初以来，欧洲经济出现好转
势头，欧盟委员会也调高今年经济增长
预期。而且，分析普遍认为，希腊债务
危机对全局影响有限。

最近，欧盟委员会发表了今明两年针对成员国的经济政
策建议，要求成员国采取行动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

欧债危机5年多之后，经济好转的势头无疑是欧盟最好
的“粘合剂”。挺过了最难的时候，谁会真心希望在这个时
候离开？

英国的“傲娇”或许在于它认为自己“砝码”在手：
既有亮眼的经济数据，又有貌似强大的民意支持。面对刚
刚缓过气来的欧盟，此时不讨价还价，更待何时？

希腊齐普拉斯政府也处于两难境地。一边是竞选时信
誓旦旦的承诺，一边是态度坚决的债权人。偶尔耍个赖、
撒撒娇、表表态似乎已经是他们能做的极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盟没有问题。2010年希腊债务
危机爆发后，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整个过程中，欧盟内
部矛盾逐渐显现。救援问题与移民问题成为欧盟内部经济
发达的成员国与其他国家矛盾的焦点。

如今，欧盟经济好转，矛盾却依然存在。英国的“脱
欧”呼声与希腊在谈判中的难缠反映出欧盟的困难。欧盟
的完整性或许已经不再那么令人揪心，但是，要真正实现

“一体化”，欧盟必须进一步改革。
2009年底，《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被视为欧盟的新

起点。如今，或许到了欧盟寻找另一个新起点的时刻了。

超惯例的“肌肉”秀

“秀肌肉”已经成为力量展示的惯
常手段，这往往能避免血腥的杀戮，而
又能给对手无形的震慑。

北约 26 日开始在北欧举行代号为
“北极挑战”的大规模军演，投入超过
4000 名军人和大约 100 架战机。这是北
约今年举行的最大军演之一，将持续至
6月5日。

一个月后，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将于7
月初举行本年度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护身军刀”，参加人数为 2.7 万人。日本
自卫队也将派出 40 人参加。此次军演因
为涉及到自卫队海外派兵而备受关注。

5月4日，北约成员国爱沙尼亚启动
了史上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北约盟
国军队在内的 1.3 万人参演，美英等国
均派出战机。同在 5 月，立陶宛举行了

“波罗的海堡垒 2015”军演，美国与格
鲁吉亚开展了“崇高伙伴”军演。

在中东，“热切的雄狮”军演于
5月 5日在约旦拉开帷幕，来自巴基
斯坦、约旦、法国、美国等 18 国的
约1万名部队士兵参加联合军演。

把时间再提前，美菲 4 月 20 日
至 30 日举办的“肩并肩”联合军事
演习虽是例行动作，但此次双方投
入超过了 1.1万人，同时在菲多个地
点举行，号称是两国 15 年来最大规
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而在3月，美韩两国一年一度的
联合大演习也进行了大规模登陆作
战演练。

刷“存在感”的军演

纵观近期如此频繁，且多创历
史之最的大规模军演，有两点值得
注意：一，多为美国主导。二，覆

盖面广，自西至东贯穿加勒比海沿岸、
北非、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和
朝鲜半岛。这与美军的“不稳定弧形
带”重合。

如此频繁的军演，美国有什么战略
图谋？

分析认为，通过疯狂军演，美国可
以展示其军事实力，显示美国世界霸权
地位的存在。

众所周知，美国如今身陷伊拉克、
阿富汗战争泥潭，经济复苏乏力。唯有
通过疯狂军演，显示军事实力，才能维
系已经动摇的全球霸权地位。

另一方面，通过军演可以达到拉拢
盟友、巩固结盟的目的，威慑其心目中
的对手。

北约方面虽未明说“北极挑战”军
演的目的，但是假想敌不言而喻。近期
俄罗斯在北欧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
动日益增多，波罗的海国家空域屡遭侵
犯，瑞典海域去年也曾发现可疑潜艇的
军事活动。

尽管美菲双方都表示，“肩并肩”
军演与中国毫无关系，但不少军事专家
分析认为，此次美菲双方将军演提升至
战役级规模，增强对华遏制能力的意图
十分明显。在美国的南海战略中，由菲
律宾扮演其向南海投送军力“马前卒”
角色的安排正在一步步实现。

如果将视野扩大至整个南海区域，
则可看得更为清楚。今年以来，美国相
继怂恿印度、日本等国与南海区域
内国家联手，共同强化在南海对中
国的前沿牵制，以达到围堵、遏制
中国的险恶目的。

通过频繁的军演，美国还有一
个更为实际的目的：挑动各国扩军
备战，推销美国的军火武器，增加
其财政收入。另外，还可以达到类
似“星球大战”的效果，拖垮对手。

适得其反的战略战术

有评论认为，美国通过军演造
势，刷存在感，在客观上同时树立
了中国、俄罗斯两个强大的敌人，
是美国历史上最愚蠢的战略。

作为反制，中俄 5 月 17 日联合
在地中海的军演传递了一个信号：
共同的对手将两国联合在一起。它
们希望联手遏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美国 《洛杉矶时报》 的评论非
常典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
在地中海沿岸都没有一寸土地，这
令它们选择于此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的想法显得出人意料，甚至极具挑
衅意味。”

俄罗斯电视台新闻频道网站发
表题为 《俄中希望改造世界的文
章》 反驳道，美国人在地中海同样

“没有一寸土地”，但它的第六舰队
驻守此地已达 65 年之久，没人认为
这是挑衅。

同样，认为军演能拖垮中俄经济的
言论经不住推敲。

分析认为，美国企图推动中国、俄
罗斯投入军备竞赛，却使自己陷入扩充
军备的怪圈，军费开支多年来每年达
70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量的近
50%，造成美国财政不堪重负，债务危
机 难 以 摆 脱 。 美 国 “ 聪 明 反 被 聪 明
误”，最终可能适得其反，自尝苦果。

全球近期军演何其全球近期军演何其多多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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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父母们是不是又为了
给孩子买礼物的事情而伤透了脑筋呢？别担心，科
技告诉你，这都不是事儿。

近日，谷歌研发团队公布了一项互联玩具的专
利技术。这款智能玩具的外形是一只可爱的毛绒玩
具，内置麦克风、扬声器、相机以及互联网无线等
设备。玩具的头部可以转动，根据人类的指令发出
一系列动作，它还可以进行眼神交流，表现出类似
人类的情感。此外，这款玩具还可以智能控制家居
设备，比如电视机和恒温器等。

每个女孩的心中都有一个粉色的公主梦。美国
一家玩具制造商和智能玩具公司联手推出了一款名
为“你好芭比”的智能玩具。芭比娃娃不再是一个
只有美貌和华服的花瓶，而是成为了兼具美貌与

“智慧”的“智能人”。它内置麦克风，支持无线连
接，可以和小朋友们对话。它还会记录并智能分析
与孩子门的对话，这样，在以后的对话中，它就有
可能提到孩子们曾经说过的话题。

女孩子们拥有芭比娃娃，可是男孩子呢？对于
那些痴迷飞机坦克的男孩子们，德国玩具制造商推
出的智能飞机肯定符合他们的胃口。这款玩具采用
发泡聚丙乙烯材料制造，双层机翼造型，轻便却不
失坚固。人们还可以使用 iOS 和安卓设备对它进行
操控。都说男孩子是破坏大王，但是这款智能飞机

的一个功能着实能够为父母们节省一笔开支，因为
在操控的时候，如果它不小心撞向地面，它就会自
动调整飞行姿态来保护螺旋桨。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对玩具的期
许除了陪伴，就是开发智力了。日本的一家科技公
司专门打造了一款适合小朋友的3D打印机玩具。它
虽然外观小巧，但是3D打印机的功能一应俱全，并
且更加安全。孩子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自己动手，使用可分解的低温打印材料打
印出各种各样的小物件。

智能的世界绚烂多彩，当它与玩具相遇时，就
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科技大门，引领他们走进了一
个与众不同的童话世界。

给孩子一款“聪明”的玩具
柴林翊

给孩子一款“聪明”的玩具
柴林翊

名为“你好芭比”的智能芭比娃娃。
来源：网易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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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总统奥巴马 （左） 向无名战士墓地献花圈。
当天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许多民众来到安葬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阵亡将士的阿灵

顿国家公墓第60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