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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和美国昨
天开始“肩并肩”联合
军事演习，今年演习
人数“突然翻倍”，且
演习地点最近离中国
黄岩岛仅 220 公里。虽然菲律宾总统阿
基诺三世一再强调军演“并非针对中
国”，但没多少人认为他说的是心里话。

南海争端诸当事国中，菲律宾的动
作可谓最多最花哨，但没有一样管了
用，毕竟小聪明从来都于大事无补。难
道会有人真认为靠展示武力秀肌肉能“吓
唬”住中国？会“逼”中国从既有利益和立
场让步？想象菲律宾士兵踉踉跄跄跟在
美国大兵后面演习的画面，我们只会觉
得有点滑稽，决不会觉得“可怕”。

美菲军演搞了31次，一次也未能成
为菲律宾在南海“牌局”中的有效筹
码，倒是菲律宾渐渐成了别人的筹码。
美军在世界有不少练兵场，恐怕只有菲
律宾最以此为荣。当美军小跟班这么多

年，除了偶尔得到些美国人不要了的二
手武器，还有一点虚空的安全感，未见
菲律宾军队的作战能力因此有什么提
升，或者得到其他什么实际好处。最后
它倒把自己“吓唬住了”，对美国的心理
依赖越来越难以割舍。

南海格局说复杂也简单，无非
是找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
题。中国的利益诉求和底线都是明
摆着的，对存在的分歧，中国一以
贯之地坚持在谈判桌上双边磋商解
决。可菲律宾非要走出一条“野路子”
出来，撞了南墙又去撞北墙，我们真心
希望菲律宾当局能在“黔驴技穷”之后
更能智慧一些。

不得不说，美国人的算盘打得很

精。美国的钱袋子这几年紧张，却能以
很小的成本“重返亚太”，动动嘴皮子就
能在南海掀起波澜，通过炮制一个简单
的“中国威胁论”，拢住它在亚太的几个
小伙伴，实现其在亚太的战略存在。

对美国来说，南海的水越
浑，它的位置越有利。美菲军演
在客观上起到了搅浑水的作用，
但南海毕竟不是任由一个外来者
随意拨弄的算盘珠子。亚太大势
是合作共赢，南海岛礁之争在这

个大势里属次要矛盾，种种事实表明，
南海诸国有认清这一点的集体智慧。

如果美国不来，那么南海会平静得
多；如果菲律宾不瞎搅和，那问题会简
单得多……但现实容不得“如果”，也没

法 “ 快 刀 斩 乱
麻”。所有南海声
索国只能以极大
的 耐 心 接 受 现
实。有一点可以

确定，南海诸国合作共赢的盘子做得越
大，越会稀释并最终化解岛礁之争。中
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带头努力。

印尼正在隆重举办万隆会议60周年
庆，几乎所有南海声索国在内的 100 多
个亚非国家政要参加了这一盛会。我们
有必要再回味一下，由中国最早提出并
写入60年前万隆会议宣言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它对今天的南海及东海岛礁
之争仍具有鲜活的指导意义。

连菲律宾都第一时间加入了亚投
行，“一带一路”在南海诸国受到大范围
的积极响应，这足以让我们对南海维持
和平感到乐观。美菲在南海上空演习的
炮声，不合时宜但也没什么用处，让我
们把它当“秀”看吧。▲

美菲军演秀不吓人，倒有点滑稽

近几年来，教派因素在中东政
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反映到国际
舆论和学术研究中便形成一种言必
称教派矛盾的倾向，这种有着深刻
政治意蕴的舆论倾向在中东和西方
媒体最为严重。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在国内媒体和学术研究中也出
现这种倾向，并有日益放大之势，教
派矛盾似乎构成了解读中东问题的
不二法则，这种倾向突出表现在对
叙利亚、伊拉克和当前也门问题的
认知和解读上。在笔者看来，这种
倾向在学理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存在
较大问题，甚至不利于中国中东政
策的宣示和宣传。

首先，唯教派矛盾论在学理层
面存在着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认识
缺陷，不利于认识教派矛盾背后的
历史根源与现实根源。

当前，舆论界对教派矛盾的认
识多存在简单化之嫌，似乎中东国
家只要有不同的教派，教派矛盾和
冲突就必然存在。但是，中东各国
的教派矛盾并非是一种先天存在的
必然。在长期的历史中，逊尼派和
什叶派两大教派多数情况下都能和
谐共处，而当前教派矛盾的凸显是
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积的产物。

就近代以来的情况而言，从外
部因素来看，教派矛盾多与西方殖
民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历史遗产
有关。1916 年英法签订的《赛克斯
—皮科协定》，无视中东的民族与宗
教等人文地理，把阿拉伯人、库尔德

人和土耳其人，以及逊尼派和什叶
派划分到不同国家，并根据教派结
构进行政治分权，导致伊拉克、叙利
亚、黎巴嫩等国家的族群和教派结
构异常复杂。而英法在委任统治时
期“分而治之”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固
化了教派权力格局。从内部因素
看，教派矛盾的累积与中东国家独
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政治权力和
经济资源分配、社会文化政策等领
域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即便如
此，在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内，不同教派大多能和平共处，倡
导教派和谐的人士在两大教派中均
大有人在。因此，教派矛盾只是政
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的表象，而不
是本质，切不可本末倒置。

其次，教派矛盾是美国等西方
国家和部分中东地区国家极力建构
的政治话语体系，是服务于其政策
需要的意识形态体系。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推
行“输出革命”的战略，促使沙特
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开始注重从教派
关系的角度塑造地区格局。2003年
伊拉克战争后，沙特、约旦等国家
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的担心，提
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而
美国也不断把亲美阵营和反美阵营
的矛盾归结为教派矛盾。有清醒的
美国学者曾指出：“近来在整个伊
斯兰世界，教派矛盾被强化，这反
映出西方利用教派分歧来组建反伊
朗的地区联盟这一战略。”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
沙特等地区国家极力建构
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不
断放大伊朗什叶派的地区

影响。例如沙特不断强调伊朗支持
叙利亚、巴林和也门的什叶派。但
迄今尚无伊朗支持巴林和也门什叶
派的直接证据，而伊朗和叙利亚结
盟也并非基于宗教和教派因素，因
为二者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
极大差异，伊朗是坚持伊斯兰主义
的什叶派掌权，而叙利亚政权尽管
是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执政，但其
意识形态是复兴党的世俗民族主
义。一些中国学者和媒体如果一味
强调教派矛盾，会不自觉地滑向西
方和中东国家建构的教派话语体
系，进而导致对中东问题本质的误
判。

最后，过分强调教派矛盾和冲
突不利于中国中东政策的宣示和宣
传。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曾3次行
使否决权，当时被部分阿拉伯舆论
解读为中国支持什叶派，在国内甚
至也有舆论将中俄划入支持什叶派
的阵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
外交政策的误解。中国的政策并未
从教派出发，而是以反对武力干涉、
主张政治解决作为政策立足点。但
如果中国的一些舆论过分强调教派
矛盾，无疑会让外界对中国的中东
研究和中东政策产生误解。

因此，围绕中东的教派问题，无
论是中国学界还是舆论界，都要在
研究层面做到历史、客观，在舆论宣
传层面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
云。▲（作者是上海市高校智库——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勿用教派冲突简单概括中东问题
刘中民

美国和欧洲非常擅于利用金融工具。历史上，英
国秩序同英镑的稳定密切相关，而英镑的稳定与金本
位制的确立密切相关。今天，美国秩序同美元的稳定
密切相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同时，西方国家的金融工具有浓重
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需要指出的是，既要强调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行
等多边开发银行的互补关系，也要强调它们之间的良
性竞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服务，
更好地提升后者的活力与服务意识。亚投行与世界银
行、亚行等组织的确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竞争的不
是霸权，而是市场，是好评，是世界进步的现实意义。良
性竞争对于开发贷款以及其他市场都是有利的。

中国要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合理与完善，而不是要
进行颠覆。在国际关系中，负责任不仅仅指要援助、
要砸钱，更强调公共产品的提供，要有议程设置的能
力：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我能决定大家讨
论什么。应避免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被外界过度
政治化，应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规上做文章，推

动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公平性发展。可持续发
展，即基础设施建设要符合绿色和低碳标准，要有人
文情怀、要在生态友好上下功夫；包容性发展，即使
各国人民有机会参与到亚洲的共同事业中来，要避免
由于边缘化状态而导致极端化情绪的蔓延；公平性发
展，即既要反对霸权，也要反对特权，使公平成为亚
洲国家的共同价值。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避免
简单类比，既反对别人拿“马歇尔计划”类比中国的“一
带一路”，也反对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因为“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制度
安排都有维护一国霸权的意味。许多西方媒体将亚投
行称作是中国控制的，这不客观。中国曾对外表示可
出资到50%，这表明中国对亚投行的强力支持。随着
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可能会相应下
降。中国有控制的能力，但没有控制的意愿。中国是
亚投行的发起国与关键力量：中国推崇协商一致，即

“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
靠投票权来决定。中国要推动共识，在共识基础上，
把具体项目做扎实。

亚投行也不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开始的时
候，美国游说七国集团和亚洲盟友不要加入该机构。
从战略来说，美国担心亚投行会动摇美国霸权的基石
——全球货币与金融秩序，美国已经领导了 70 年；
从技术来说，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金融组织，美国担心
其贷款标准是否会形同虚设。对中国人而言，亚投行
的建立不是北京与华盛顿争夺全球经济影响力，而是
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经济体的良性竞争。

从金砖银行到丝路基金再到亚投行，中国要把
“一带一路”做实。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
金融平台的建立，使中国梦同亚洲梦、世界梦有了对
接与落地的抓手。总之，亚投行已箭在弦上，要大干
一场。▲（作者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避免亚投行被外界政治化
赵 磊

拜读环球时报 4月
2日的《换个角度看待

“ 历 史 摆 拍 照 ”》 以
后，觉得要啰嗦几句。文中说到：

“美国阿灵顿公墓那组令人印象深
刻的群雕 《不倒旗》，这组雕塑是
运用美军攻占硫磺岛时的一张著名
照片完成”。

20多年前在国内一些报
刊上读到这座雕塑在阿灵顿
公墓，我也一直牢记。一年
多以前，终于到阿灵顿一
行。里边看点不少，但就是没找到
这组塑像。最终在华盛顿特区的一
张游览图上查实，原来这座雕塑是
在阿灵顿公墓北界以外再往北将近
1 公里处。它的名称是美国海军陆
战队战争纪念碑。看来，我们多年
流行说它在阿灵顿公墓是误传。

循名责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关
注一下国人对海外常识的这类广为

传播的误读。再略举一例。安徽一
个地方政府的豪华建筑在网上和报
刊上一次又一次地被称为“白宫”。
其实，有那种文艺复兴风格的穹顶

的是华盛顿的国会大厦。白宫
同它太不相像。

我国的国际地位在空前提
高，走出国门的人逐年剧增，
人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可说是

如饥似渴。如何尽量避免这种比比
皆是的流行误传，实在是一个紧迫
的课题。这是为了学术，也是为了
常识，起码是为了避免后来人再像
我在阿灵顿那样的困顿和迷茫。

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例
如，近年的美剧 《约翰·亚当斯》
制作严谨考究，颇以历史考据自
任。剧中批评名画 《签署独立宣

言》 所绘是臆造的情景。
可是它本身也有不该发生
的硬伤：剧中的第二次大

陆会议和制宪会议都在费城的现今
著名的独立厅，这是对的。不过此
前的第一次大陆会议，它也放在这
里，那就不对了，记得应该在另一
处，在不远处的“木匠厅”。

说到那两张二战摆拍照，当年
例子还有。摆拍、补拍，其实当时的
人也知道不好，所以要保密，多年后
才披露。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年成
为“潜规则”。今天看来，可以同情，
但不可同意，更不能同样。今天的
新闻摄影师，不宜身兼摄影、导演，
甚至编剧。你就是现场目击者加摄
影，还请勿
PS。▲（作
者 是 贵 州
广 播 电 视
大学教授）

纠正“国际常识”对国人很重要
吴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