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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信耶稣 使你绝处逢生 得着丰富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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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要进入“莫斯科势力范围心脏”？

一天之内，布林肯访问“莫斯
科势力范围的核心地带”？

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于 2月 28日展开中亚之行，
先后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进行访问。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布林肯将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外长举行

“C5+1”机制部长级会议，随后前往
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

在结束了一天的“闪电访问”
后，第二天，布林肯将前往印度新
德里，参加将于3月1至2日举行的
G20外长会议。

美国媒体也将此行解读为“华
盛顿试图进一步孤立俄罗斯，并试
图接触与改善联盟的一个机会”，
让中亚五国“不要成为莫斯科逃避
制裁的同谋”。

这次“蜻蜓点水”能起到效果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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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是首位访问中亚的拜

登内阁官员。同时，这是布林肯第
二次出席“C5+1”部长级会议，也是
第一次线下参会。

上次“C5+1”部长级会议在去
年 3月以线上方式举办，当时布林
肯先是表明了对俄乌冲突的立场，

之后语出惊人，提出了美国重新在
中亚地区设立军事基地或中转基
地的可能性。

根据当时的报道，中亚五国对
于这一提议感到“困惑不安”。

去年年底，北约如期举行了军
演，而俄罗斯一方的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简称“集安组织”）原计划的

“牢不可破兄弟情-2022”军演却并
没有动静，这让外界对中亚五国与
俄罗斯之间的“坚韧情谊”产生了
怀疑。

立场上的模糊让美国把中亚
作为重点“挖墙脚”对象，但作用似
乎不大。截止28号晚，从白宫官方
发布的会面细节来看，各方都没有
作出与此前不同的表述。

根据白宫美国国务院负责南
亚和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唐纳德·
卢的说法，美国知道布林肯去一趟
不会对中亚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
产生多大的影响。

据美方的说法，布林肯此行将
凸显美国是“可靠的伙伴”，不过具
体可靠在哪就不得而知了。

无论可不可靠，在与五国外长
的会面中，“经济合作”和“价值观”
总是要常挂在布林肯嘴上的。

可能是怕利诱不起效果，在与
哈萨克斯坦外长穆赫塔尔·蒂列乌
别尔迪会谈前，布林肯拿出了“地

区威胁”的老办法。
在白宫发布的新闻稿中，布林

肯说了这样一句话引发了媒体的
关注：“有时我们只是说那些话，但
它们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当然，在
这个特殊时刻，它们比平时更能引
起共鸣”。

“那些话”，显然指的是布林肯
前一句强调的“重申美国对中亚国
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

为什么要提这些？因为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拥有世界上最长
的连续陆地边界。

据路透社的说法，这引发了一
些人对哈萨克斯坦，这个“前苏联
中拥有仅次于乌克兰、俄罗斯族人
口第二多的国家”的安全担忧。

布林肯明里暗里地向中亚五
国释放信号，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该

“站队”了，说不定谁是下一个乌克
兰。

然而，鉴于美国长期对中亚的
态度，布林肯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美国国务卿上一次出访中亚
是在2020年，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曾
在访问中，曾多次挑拨中亚国家与
中国的关系，这显然是对中亚国家
独立自主外交的不尊重。

上周，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
际，联合国大会23日表决一项要求
俄军撤出乌克兰的决议案，这五个
中亚国家，连同布林肯接下来将访
问的印度，不是弃权就是没有投
票。

如果难以正视中亚五国，执着
于拉帮结派，布林肯此行只能是刷
刷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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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布林肯忙活着中亚之行

的时候，美国国内也炒起了新一波
对华的“奇谈怪论”。

首先，又有人开始在“新冠溯
源”的议题上老调重弹了，操作这
事的还是跟疫情八竿子打不着的

“能源部”。
根据《华尔街日报》26日的一

篇独家报道，美国能源部近日向美
国白宫和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不

到五页纸的“机密情报报告”，又把
“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拿出来
说。

可笑的是，美国能源部压根没
什么新的论据，甚至自己对这一判
断给出了“低可信度”的评级，比
FBI在2021年给出的“中可信度”评
级还要低。

这篇报道之荒谬，甚至在美国
国内都引起了批评。

新闻网站 MotherJones 的编辑
马克·弗曼指出，“《华尔街日报》的
标题有误导、不负责。许多人根本
不会详读内容以了解其实能源部
的看法在美国所有机构中是少数，
并且认为对这个结论‘信心不足
’。”

一个奇怪的“能源部”，加上毫
无新论据的报告，再加上《华尔街
日报》有倾向性的炒作……这一切
都很难不让人联想，这会不会又是
美国政客推进“反华舆论”计划中
的一步。

巧的是，26 日报道发布后两
天，28 日，众议院的反华桥头堡
——“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
将举行首场听证会，届时将拉开美
国反华利益集团“专场表演”的帷
幕。

委员会在设立之初就曾把“新
冠病毒起源问题”作为重点议题之
一。此时煽动舆论，与国会打一场

“反华配合战”，不仅能显示共和党
人的“强硬”立场，也能为抨击拜登
政府“软弱”做好准备。

这已经成为一股浪潮，在美国
国会的配合下，拜登政府在涉华议
题上被越架越高。

27日，美国政客新闻网发表了
一篇文章，题为《白宫缩减了监管
美国在华投资的计划》。这篇文章
透露，拜登将缩减对审查美国在华
投资的行政命令计划，将主要精力
放在“提高中美贸易透明度”上。

这立刻引发了对华鹰派的不
满。尽管这项行政命令并没被取
消，只是强度调低了，但面对拜登
对华态度的任何放松，保守派的反

应都像被戳了脊梁骨。
在对华强硬派的轮番鼓动下，

中美关系紧张螺旋升级似乎已成
定局，美国政府又怎能将精力分担
到真正需要关心的经济问题上？

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告诉“补壹
刀”，不当家不知当家难。作为总
统，拜登在处理一线问题时，会发
现中美一味对抗对美国挺不利
的。美国现在遇到了债务和通胀
等具体问题，极具紧迫性，正需要
中美合作。

美国现在是自己掐着自己的
脖子，何时能回到合作的轨道上，
美国要自己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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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几件事来看，在很大程

度上，拜登政府面临的愈演愈烈的
反华声势，也是美国长期渲染地缘
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必然“反噬”。

3月1日布林肯前往印度，又将
面临促使与会国在俄乌冲突立场
上表态的“政治任务”，如同印度媒
体和官员此前预计的，俄乌冲突恐
将占据G20会场的大部分时间。

同时，在这次G20外长会议期
间，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框架的
美、印、日、澳四国外长将举行四方
会晤。四国外长还将参加瑞辛纳
对话(Raisina Dialogue)，这是每年在
新德里举行的专门讨论地缘政治
的多边会议。

可以预计，布林肯必然再次鼓
动亚太地区所谓的“地区安全威
胁”。

有媒体指出，印度作为G20轮
值主席国，“最大的挑战将是确保
G20保持正轨，而不会被与会者以
乌克兰为中心的演讲和他们的倾
向分散对真正的全球挑战的注意
力”。

印度政府希望 G20 外长会议
聚焦气候变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债
务危机，印度也想继续为“全球南
方”(Global South)代言，然而美国等
西方国家多大程度能配合？

反对西方进一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德国反战女斗士可能成下任总理？
在左翼党人士莎拉·瓦根克

内希特和知名作家爱丽丝·施瓦
泽的召集下，约 1.3万德国民众近
日在柏林举行了“为和平抗争”游
行，反对西方进一步向乌克兰运
送武器。瓦根克内希特在游行活
动上宣读了此前发表的“和平宣
言”，呼吁西方不要继续升级乌克
兰战争。游行开始前，该宣言在
网上已收集了超过 60万个签名。
这场反战游行也被称为“瓦根克
内希特游行”，这位被称为“才女”
的左翼党政治人士近年来受到德
国媒体的关注。

据德国《西南新闻报》报道，
瓦根克内希特1969年出生于东德
的耶拿。父亲是伊朗人，母亲是
德国人。童年时，瓦根克内希特

随父亲去伊朗旅行时，父亲在当
地失踪。家庭的变故并没有让瓦
根克内希特消沉，她不仅在德国
开姆尼茨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
位，还曾出版过许多关于经济、金
融和社会政治主题的书籍。

在德国，瓦根克内希特是社
交媒体上粉丝最多的政治人士之
一，有超过 200 万观众收听她在
YouTube 上的节目，粉丝多达 65
万，脸书等其他社交媒体的粉丝
也有数十万。瓦根克内希特因为
政治见解深刻精辟，被称为政圈

“才女”。她传统又精致的着装风
格还曾被德国《COMPACT》杂志进
行特别报道。

从青年时代开始，瓦根克内
希特就积极投入政治事务中。

2004年，她成功当选欧洲议会议
员。之后，瓦根克内希特转战德
国国内，成为联邦议员。2015年
到 2019年，她是联邦议院左翼党
议会党团的领袖。2017年联邦议
院选举中，瓦根克内希特成为左
翼党总理候选人。

俄乌冲突爆发后，瓦根克内
希特公开批评德国政府在俄乌冲
突中的外交政策，因此被一些政
客攻击，甚至左翼党内部也有人
与她保持距离。但瓦根克内希特
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据德国《科隆城市导报》报
道，瓦根克内希特似乎有意成立
新的政党。英国《卫报》称，瓦根
克内希特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离
开所在政党。她在参加一档节目

时表示，目前仍是所在党派
中的一员，“但我认为需要
一个代表和平与社会正义
的可信政党。”《卫报》称，瓦
根克内希特如果成为新政
党的领袖，民众支持率会较
高。民意调查机构 Insa 的
民调结果显示，10%的德国
选民表示他们“非常肯定”
会投票支持瓦根克内希特。另一
调查机构 Civey的民调发现，30%
的德国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她，在
德国东部，她的支持率更高达
49%。

不少德国人还支持瓦根克内
希特竞选下届德国总理。最近一
期的《COMPACT》杂志曾发表封面
报道，称瓦根克内希特是能团结

德国左右翼党派的最佳总理人
选。去年 10月，民调机构的调查
显示，瓦根克内希特超越德国联
邦政府所有内阁部长，在最受欢
迎的政客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巴
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法国《世
界报》曾引用一名瓦根克内希特
支持者的评价称：“聪明、勇敢、美
丽，还有如此强大的勇气。莎拉，
您是德国总理的合适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