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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谁也不怕谁

“欧盟怒了。”英国广播电台 （BBC） 这样描述欧
盟对俄罗斯“黑名单”的反应：近日，俄罗斯政府发
布一份入境“黑名单”，包括俄国、荷兰等欧盟国家的
89名官员榜上有名。

这显然是俄罗斯的对欧反制裁举措之一。去年 3
月以来，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对俄实施多轮制裁，俄方
随后也采取反制裁措施，导致俄欧关系严重恶化。到
今年初，俄罗斯已有 132名个人和 28家机构被列入欧
盟制裁名单。

近来，俄罗斯与欧美各国之间的关系似乎越发紧
张。据法新社报道，几天前，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俄
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是“赤裸裸的侵略”，并敦促西
方国家随时准备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

此外，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军演“秀肌肉”早已
成为北约与俄罗斯的家常便饭。5月 25日，北约在北
极开始举行联合军演。随后，俄罗斯中部军区空军和
防空兵开始演习。“你亮你的肌肉，我就亮我的肌
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如此描述俄与北约的针锋相
对。德国 《波恩总汇报》 则评论说，北约已经不再矜
持，更突出进攻色彩。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报道说，就在北极地区火药味
变浓的同时，美军与格鲁吉亚军队刚刚结束为期两周
的“崇高伙伴”演习。同时，美国第六舰队的“罗
斯”号导弹驱逐舰开进黑海，将与罗马尼亚海军开展
代号“波塞冬三叉戟”的海上联合演习。三场军演几
乎同时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三个方向。

俄罗斯也不示弱。据俄新网报道，俄罗斯日前批
准一项边境防御工事修筑计划，将沿着乌克兰东部民
间武装控制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同俄罗斯的边
境，修建 40 公里的高墙和超过 100 公里的壕沟。此

外，俄海军发言人谢尔古宣布，俄北方舰队各兵种将
在巴伦支海举行演习。

制裁：战斗民族不崩溃

如果西方曾经希望一轮接一轮的制裁能够让俄罗
斯崩溃的话，现在也该清醒过来了。“今日俄罗斯”新
闻网称，欧洲专家估计，西方去年因制裁俄损失了
400亿欧元。同时，制裁给俄罗斯带来了每年400亿美
元的损失。这场制裁大战可谓“伤敌一千，自损八
百”。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西方的制
裁产生了效果，俄罗斯经济已经“支离破碎”。美国

《财富》杂志将这一论调称为“吹嘘”。
事实上，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

最新报告显示，俄经济今年将负增长3.4%，不过2016
年会重获 0.2%的经济增长。经过两周考察，IMF赴俄
代表团团长昂内斯托·里格表示：“当局的措施和反危
机的一揽子计划有助于稳定局势，卢布正日趋稳定。
这样的稳定会带来强劲的信心。”

而且，据 《俄罗斯报》 5月 28日消息，俄罗斯最
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民众对俄总统普京的支持率
达到 86%。正如巴基斯坦 《论坛报》 日前一篇文章指
出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认识到俄
罗斯是一个不能欺负、不能靠饥饿让其屈服的国家，
西方对俄罗斯所有制裁都用了，尤其是在经济上，这
给俄民众生活带来艰难，但他们没有反对自己的总
统，俄罗斯人甚至比危机前更团结在普京身后。

俄罗斯似乎更加斗志昂扬。面对欧美的制裁与军
演，俄罗斯针锋相对。此外，自己建造两栖战斗舰甚
至核动力航母也提上了俄罗斯的议事日程。俄罗斯恢
复传统太空军事大国地位的雄心更在其接连发布的太
空项目计划中展现了出来。

紧张：会擦枪走火吗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 4 月爱沙尼亚的一次演
习中，美俄军机在波罗的海相距不到20英尺。在俄罗
斯与西方频繁的军演中，擦枪走火的潜在危险总让人
担忧。

各种狠话也在煽风点火。在制裁大战中不太受负
面影响的美国就再三敦促欧洲各国领导人在俄罗斯践

行新明斯克停火协议之前，一直保持对俄罗斯的制
裁，并强调，如果俄罗斯再次“越过红线”，欧洲应随
时准备再次制裁。

西方媒体也在渲染紧张氛围。有媒体近日就声
称，记者见到俄罗斯军队在俄乌边境集结军队和武
器，并猜测这是否预示着俄罗斯计划“入侵”乌克兰。

真的会擦枪走火吗？分析普遍认为，此轮俄罗斯
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源于乌克兰危机，其发展也将取决
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在事态明朗之前，对峙或将成
为常态。

欧美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美国 《明尼苏达论坛星
报》 近日就刊文，抱怨“欧洲在安全上太过依赖美
国”。文章说，在 28 个成员组成的北约中，军费支出
接近 GDP2%要求的只有美国、英国、爱沙尼亚和希
腊，美国担负了北约 70%的防务支出，与此同时，其
他国家还在削减国防开支。俄罗斯 《真理报》 则声
称：“北约畏惧俄罗斯的核武器。”

希望总是存在的。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北约秘
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日前表示，北约寻求与俄罗斯
进行合作，而无意与俄进行对抗。而且，越来越多的
经济专家在反思这场经济制裁的效果，呼吁美国停止

“愚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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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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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近来，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似乎越发紧张。放狠话、秀肌肉已是家常便饭。不
过，分析认为，这一紧张关系已经到达一个“稳定点”，对峙态势开始形成。

美国 《新闻周刊》 网站的一篇文章已经非常自信地
把日前南海局势定性为“新冷战”：军演、军售、就主权
争议进行的口水战，所有这一切都是标准的冷战作为。

这并不符合事实。“冷战”往往意味着双方对抗。目
前局势应该准确定性为美国单方面的挑衅，中国方面只
是被迫回应而已。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5 月 27 日在去往“香格里拉对话
会”的路上就对中国发表了强硬言论，宣称中国在南海
扩建岛礁将促地区国家与美以新的方式“团结起来”。

而在5月中旬，美国防部就披露，它正在考虑派侦察
机和军舰进入距南沙群岛 12海里的的区域内，作为让北
京后退的一个信号。

卡特的言论“选择性”避开了个别国家在有争议海
域进行的钻探和扩建活动，而无视中国在南海主权和相
关权利方面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美国防部披露的内
容也显然有悖国际法的内容。

马来西亚的报纸对美国的介入非常担忧：“在一个如
此剑拔弩张、情势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美国一旦以高
姿态强势插手南海争端，对和平解决南海问题不但没有
助益，反而可能使得局势更加失控。”

政治学家喜欢用“安全困境”这个概念，指一个国
家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但它在这样做时会损害另
一个国家或另外几个国家的安全，而当那些国家也采取

措施维护它们被损害的安全利益时，它们采取的措施又
反过来危及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
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的漩涡。

美国显然把南海问题带入了“安全困境”。美国头号
知华派学者兰普顿在3月的一次演讲中，对中美关系表达
了到达临界点的悲观论调，因为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
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
个威胁。

为了应对这个潜在威胁，美国升级了美日安保同
盟，并不断离间东盟国家与中国对抗。

来自英国《卫报》的评论称，“冲突本质上并非因为
中国崛起本身，而是因为美国坚持维持其在中国邻国中
的军事和经济霸权。”美国“国家利益”网站5月27日的
一篇文章也称，华盛顿应当承认东亚霸权并非美国安全
所必需。实际上，企图维持这种霸权正是不稳定的源头。

目前南海地区陷入的“安全困境”并非无解。避免
走向碰撞的关键点是美国，前提是美国应该寻求简单的
方案：放弃帝国。

在过去，对帝国主导地位的追求伴随着巨大的经济
利益，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在发达国家面临的‘安全
威胁较少，而共同利益很多的’情况下，主导地位并不
会带来像以往那样多的战略或经济利益。”（国际关系理
论家罗伯特·杰维斯语）

美国美国把把
南海问题带入南海问题带入
““安全困境安全困境””

杨子岩杨子岩

★评论

“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01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概念。他强调，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齐聚：共话大国外交

5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年会暨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正是本届大会的讨论焦点。

“‘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是历史必然，今天的中国
已处在世界各种事务舞台的中心点，开展大国外交是中
国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它顺应了历史潮流。”外交学院院
长秦亚青在开幕式致辞中谈到，“一方面要努力推动大
国外交的开拓创新，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可能遇
到的困难和障碍。有良心、有毅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
用好想法和好建议，助力大国外交道路畅顺。”

主题报告会上，7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分享着自
己的研究成果：《当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和中美俄大国关
系》《中国大国外交如何炼成？》《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
战略博弈》……

厅堂里，明亮宽敞，古色古香。坐席间，群贤毕
至，少长咸集。一场关于“大国”、“外交”的思想盛
会正在这里发酵。

溯源：继承与创新

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
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
是我国外交领域开创新局面的重要缩影。

其实，我国外交工作的蓬勃发展还要追溯到新中
国成立初期。前驻埃及、沙特大使，中东特使吴思科
回忆道，那时他刚刚参加工作，那段历史给他留下了深
刻印象：“‘我们要有中国自己的外交学’——作为中国
外交学理论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对新中国走向世界、立于世界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半个多世纪之后，它依旧闪耀着思想的光
辉。”

中国外交方针既有一脉相承，又有革故鼎新。继承，

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创新，
正是今日学者们共议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

“弱国无外交，国家兴外交兴，外交学研究和学科
建设要紧贴国家外交战略需要，与时代同步，与国家
同行。”在谈到大会主题时，中联部教研室副主任周余
云更是生动而有力地展望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
论和实践创新包括价值理念、制度底色、民族风格和
大国气派等四个方面；要涵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
气神，在外交实践中更要树正气不搞邪气、讲大气不
要霸气、有静气不去斗气，在国际社会展示当代中国
外交的气派，形成中国外交的气场。”

展望：中国与世界

正是一代代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使得“中国智
慧”得以向世界展示全新中国。

在分组讨论中，专家学者们围圆桌而坐，《“一带
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新思维》、《大国的小国外交》
等一系列主题演讲更将不同组别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吴思科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亲身经历，从与卡塔尔、
伊朗、科威特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之间的交流往
事中生动地流露着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美好期待。

齐话时代变化，共议大国外交，展示中国形象，展望
美好未来。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承载下，“中国
智慧”定将在世界外交舞台锻造别样的东方之魂。

“涵养大国外交的精气神”
——第十三届全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年会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讨会侧记

何思琦

图为本次大会开幕式。 卢云开摄图为本次大会开幕式。 卢云开摄

你还在戴传统的框架眼镜和隐性眼镜吗？是不是已经
厌倦了它功能的单一？没关系。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智慧
时代”里，眼镜的变革也变得“脑洞大开”，每一项发明
都会给你带来惊喜。

5月29日，加拿大广播公司网站报道，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的验光师加斯·韦伯发明了一款可以迅速帮助
人们快速恢复视力的仿生学镜片。从外表看起来，这款仿
生学镜片像一个小纽扣。但戴上之后，只要短短 10 秒
钟，佩戴者视力就可快速恢复，甚至堪比飞行员，眼球也
不会感到疼痛和刺
激。可以想象，当这
款镜片进入人们日常
生活后，现在的框架
眼镜和隐形眼镜等产
品只能和人们说“拜
拜”了。

对于一些晕车晕船晕飞机的乘客，坐任何快速交通工
具都是折磨。不过，技术革新给他们带来了福音。英国每
日邮报5月25日消息，英国科学家研发出一款新型防晕虚
拟化眼镜，有效解决乘客晕机难题。这款眼镜通过镜内图
像显示飞机运动反应的范围，从而使感官与外界情况达成
相应的一致。因此，如果乘客坐在机舱内看着前方位置，

虚拟眼镜便会通过平衡图像告知乘客本身是固定不动的。
智慧时代的生活节奏很快，如何集中注意力成为难

题。如果有设备可以帮助人们训练大脑更迅速地专注下来
以及更好地思考，绝对功不可没。美国费城的德文·格列
柯发明的一款眼镜就做到了。该眼镜利用神经反馈技术以
及电致变色镜片技术，打造了第一款基于视觉反馈的大脑
训练个人设备。当用户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整个眼镜会
暗下来。如果老师给同学们都发一副这种眼镜，想必每一
名学生上课都会打起百倍精神吧。

隐形眼镜在现
实生活中非常普遍，
不过可变焦隐形眼
镜 可 不 常 见 。据
NBCNews 消息，瑞
典光学研究者埃里

克·特雷姆布雷发明了可变焦隐形眼镜，能够帮助用户放大
看不清的物体。这种可变焦隐形眼镜在 1.55mm 厚的镜片
中集成超薄反射式望远镜，反射镜片可以捕捉光线并反射，
从而增大远处物体的体积，用户视力可因此提高 2.8倍。试
想一下，眨眨眼就可以让眼镜变焦，是不是很酷炫？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让心灵感受到一个更精彩缤
纷的大千世界，不妨为您的窗户安上更加智慧的玻璃吧！

5月31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些孩子与父母在城市公园欢度儿童节。匈牙利于每年5月份的最
后一个星期日庆祝国际儿童节。 新华社记者 杨永前摄

匈牙利儿童欢度国际儿童节匈牙利儿童欢度国际儿童节

脑洞大开的“智慧眼镜”
李 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