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2011）
6月，我國有幾
場紀念基辛格訪
華 4 0 周 年 的 活

動。首先是中國國際友好聯合會等單
位在北京舉行晚宴，出席者包括有40
多位親歷40年前這段中美關係破冰的
歷史過程的人士。隨之是我國外交部
主持的座談會，國務委員戴秉國出席
並致辭，誠摯地追溯了基辛格參與的
促使尼克松訪華的故事。到了6月27
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會見了基辛格，讚揚他40年來幾十次
往返太平洋兩岸，與中國幾代領導人
建立了良好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在
不同歷史階段為推動中美關係改善和
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飲水思源，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中國
老一輩領導人與基辛格共創的歷史功
績。我國當今領導人胡錦濤主席2011
年1月訪美時出席美國友好團體歡迎
會上親自上台與87歲的基辛格熱情擁
抱然後攙扶他下台，目送他坐下。
2009年10月，基辛格訪華在紫光閣開
完會溫家寶總理用大雨傘為他擋雨，
送出門外台階。毛澤東主席和基辛格
會面六次，基辛格第一次為尼克松探
路之旅時，毛主席便迫不及待想要見
他，但基辛格立意想安排尼克松是第
一個高層美政府人員見毛澤東，因此
避之。40年來，基辛格官式到訪我國
50多次，私人訪問20多次，可算是高
層外交往還的世界紀錄。40年來，基
辛格服務過8位美國總統與我國四代
國家領導人交往，政績斐然。除了
1972年打破中美外交僵局，其後在幾
次中美關係低潮時，他也率先向我國
伸出友誼之手，努力促使兩國走上符
合雙方利益的和諧之路。

基辛格呼籲美國不必擔憂中國強大
眾所周知，我國建國伊始，美國對我國便毫不友好地揮

動大棒，兩國處於對抗狀態。1955年後到1972年基於對抗
蘇聯霸權主義的需要，中美一直保持㠥秘密談判；1971年
基辛格詐肚痛從巴基斯坦飛入北京，為尼克松次年歷史性
訪華作出安排。隨後的40年，基辛格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加
深，與中國領導人的關係更密切，對中國的政策更為信
任，因此，他認為為了世界人民，中美應該友好共處。
2011年1月在美國記者會上他強調：「美中不友好後果不堪
設想。」

2011年6月，基辛格把他40年來對中國的認識和交往的經
驗和歷史寫成586頁的《論中國》（On  China）印行，在新
書發佈會上，他說：「這本書把我帶回了當初訪問中國的
美好回憶。」在接受CNN專訪時，談到中美關係，他認為
美中國勢此消彼長，不足為怪，美國實不應為中國的強勢
發展擔憂。他說：「美國只在最近50年成為世界主導，而
中國在人類歷史的最近二千年中曾主導了世界長達1800
年。美國不再佔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但美國仍是最強大的
國家，如何在這樣的世界上正確引導自己，是對美國人最
大的考驗。」他這概括性的箴言並非信口雌黃，在《論中
國》中，他首先詳述了中國的歷史，然後是各個時代和各
階段的發展，坦率地評述了三面紅旗、整風反右、文化大
革命、打倒四人幫等各主要運動，跟㠥是熱情地讚揚改革
開放和新一代的我國領導人。

奧巴馬為轉移矛盾重施遏制中國戰略
同樣是2011年中，那邊廂美國奧巴馬總統卻做出了一連

串對中國不友好的舉動。奧巴馬上台，強調要改革創新，
這充滿政治熱情和創業激情的姿態，令人以為將會加強對
我國的建設性合作關係。不料，奧巴馬在國內政令不通、
反對派屢施掣肘，加上經濟泥足深陷，惡疾難醫，他又極想
獲得連任，但現況對他不利。加以國際方面歐洲經濟危機嚴
重，英德法各有算盤，美國自身難保欲救無從。奧巴馬頭崩
額裂之際，只好鋌而走險、劍走偏鋒，欲將矛盾轉移嫁禍於
別人。除了對中國加強經濟貿易壓力之外，對包圍中國的軍
事聯盟也添柴加碼，乘㠥來亞洲開峰會，親訪澳大利亞，不
顧該國人民和政府高層官員反對，決定在達爾文軍事基地增
派軍隊。據有些人推斷，美國還考慮在菲律賓重建以前的軍
事基地。奧巴馬政府揮舞㠥胡蘿蔔和核導彈，把越南也引了
過去，日前更派了希拉里拿㠥橄欖枝往斷交多年的緬甸，
企圖左右緬甸政局和破壞與中國的友誼。奧巴馬毫不諱言
這是他們「重返亞洲」和要做「太平洋總統」的一系列行
動，也是針對中國、「遏制」中國的做法。

奧巴馬不聽基辛格之言必然無功而退
其實，美國一直沒有離開亞洲，他們一直把統治亞洲放在

心上，因此對中國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對世界和亞洲
各國影響的增強而耿耿於懷。儘管我們一直強調和平發展永
不稱霸，但奧巴馬一伙或出諸其固執或基於他們的需要，一
定要強調中國的興起是他們的威脅。基辛格作為美國自己
人，在他從政幾十年經驗中知道他的同胞的霸權思想，因此在

《論中國》中較詳細地分析了英德兩國的矛盾造成第一次世界
大戰的歷史事實（該書516頁），希望美國能以此為鑑。只不
過，現代掌權者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踏出了這冒險的一步。

奧巴馬企國拉攏和主宰亞洲多國並非容易得逞。日本朝
野都有反對TPP的聲音，緬甸聲言與美國復交不會妨礙和
鄰邦中國的友好關係；東盟峰會和東亞峰會召開時美國趾
高氣揚耀武揚威想領導亞洲各國，並拿出南海爭端企圖策
動反中惡計，但事與願違，無功而退。奧巴馬為了解救燃
眉之急，貿然走上這條歷史上證明錯誤之路。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薑還是老的辣，基辛格積40餘年的經驗，苦心地

研究了中國的歷史、虛心地學習了中國的經驗、全心地分析了世界的局勢、耐心

地說服了各任的總統，這才總結出他的金科玉律。但奧巴馬為了解困和爭取連

任，貿然敲響了戰鼓、把亞洲諸國縛上戰車，到頭來肯定會法螺喑啞無功而返，

求「變」變得大失所望，四大皆空。

二戰後，前蘇聯和美國在所有領域均進行或明或
暗的較量，直至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才告一段
落。近70年來，歐洲、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
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戰事和政權交替，都可以看到兩

個大國在其中活動的影子。換句話說，世界上幾十年來的政壇風雲都是俄美
角力的體現，東歐的政權更替是這樣，中南美洲的爭奪也是這樣，日本、韓
國、印度和東南亞的變遷亦是如此，近期發生在中東的「阿拉伯革命」更跳
不出俄美的掌心。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近日就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問
題發表的特別電視講話，則標誌㠥俄美「格鬥」已經由幕後跳到前台。

莫斯科已經意識到，美國的歐洲反導系統，目標都是為了對付俄羅斯，歐
洲戰略的安全系數正朝㠥有害於俄國的方向傾斜。俄國如果不作相關反應，
必將處於被動挨打地位，梅德韋傑夫此次「毫不客氣」的強硬表態，既是無
奈之舉，更是捍衛自身安全的必然選擇。白宮「絕不改變」的回應，顯示俄
美前台格鬥的序曲剛剛開始彈響。莫斯科「將立即在俄西部與波蘭和立陶宛
接壤的加里寧格勒州部署導彈預警雷達系統，安裝戰略彈道導彈和針對反導
系統的突防設備，必要時徹底摧毀歐洲反導系統」的信息，給五角大樓下了
一道無情的戰書。

俄能徹底摧毀反導系統
儘管白宮反覆強調「美國在歐洲部署的反導系統旨在防禦來自伊朗的導彈

威脅」，但俄羅斯已經完全不信這一套。據俄羅斯駐北約代表披露，「美國
在北海部署艦隊，是為了威脅俄羅斯，因為在這個地區，只有俄羅斯擁有洲
際彈道導彈」。俄羅斯國防部社會委員會主席則認為，「如果出現軍事衝
突，俄羅斯武裝力量能夠很快讓歐洲反導系統癱瘓，國防部能夠在最短時間
內採取有效措施，先摧毀歐洲反導系統的信息系統，包括雷達和制導系統以
及相應的指揮部，然後再徹底摧毀美國的歐洲反導系統。」

梅德韋傑夫的特別電視講話關鍵詞是，「俄羅斯將確保足夠火力『摧毀美
國的歐洲反導系統』」。美國在歐洲的反導系統已經令莫斯科「如坐針氈」。
梅德韋傑夫說，「美國現在並不打算考慮俄對歐洲反導系統的擔憂」。諾貝
爾和平獎獲得者奧巴馬上任後，放棄前總統布什的東歐反導計劃，拉歐洲同
盟「入伙」，重新設計和部署歐洲反導系統，目的是遏制俄國的核打擊能
力。裝備反導系統的美國艦隊頻頻出現在波羅的海、北海甚至巴倫支海，顯
示歐洲反導系統「為了對付伊朗」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白宮聲稱不改反導部署
莫斯科強硬表示將對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採取反制措施後，白宮聲稱將「堅持到底」、

「絕不改變」，說明華盛頓已經鐵下心準備和莫斯科來個「硬對硬」。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
人維爾托表示，「美國在歐洲部署的反導系統，既不會也不具備威脅俄羅斯戰略力量的能
力，美國完全沒有必要、也絕對不會改變相關部署」。「我們將繼續與俄羅斯合作，但合作不
是為了限制或改變我們在歐洲的反導方案」。他指，「美國㠥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前，已通
過多個渠道向俄羅斯闡明意圖並加以知會，俄方威脅取消這一部署不合情理也沒有依據」。

美國政府近日還宣佈，美方停止對俄羅斯履行《歐洲常規力量條約》中規定的責任和義
務，不允許俄方檢查美軍基地，不會向俄方遞交年度通報和軍事數據。《條約》曾經規定兩
大軍事集團常規武裝部隊和常規武器數量，及應該承擔的各自義務。歐洲反導系統係奧巴馬
上台後推出的進攻政策，今年9月以來，反導部署明顯提速，已經在羅馬尼亞、波蘭部署地基
標準-3型攔截導彈，在土耳其部署尖端雷達，西班牙部署多艘美軍「宙斯盾」反導系統驅逐
艦。面對美國得寸進尺的舉動，俄羅斯總統發出「摧毀歐洲反導系統」的威脅，顯示兩國的

「格鬥」正進入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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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後，反對派中敗得最慘的是社民
連。公民黨雖然明星全數下馬，議席減少，但至
少仍有7席保底。而分裂後的社民連，在區選卻是
一席不剩，連陶君行經營了多年的竹園北選區，
也以大比數輸給一名新人。社民連在區選全軍覆
沒，輸得太難看，陶君行也沒有顏面如梁家傑般
繼續戀棧不去，立即辭去社民連主席一職。在短
時間內，不但失去了多年盤踞的區議會議席，更
失去了經過艱苦權鬥得來的主席之位，可以說是
區選的最大輸家。

淪為「雙失」背水一戰
不過，陶君行今日淪為「雙失」，也不值得同

情，如果說與創黨主席黃毓民的權鬥，最終導致
黨內分裂、兩名立法會議員及多名核心出走，尚
且可歸咎黃毓民等欺人太甚，責任共分，不應只
批評陶君行。但在分裂之後，陶君行將黨內大權
全歸長毛，令社民連變成另一個「四五行動」，每
日的工作就是跟㠥長毛四處示威抗爭，到處搗
亂，而且抗爭更加激進化、暴力化，動輒衝擊警
員、癱瘓交道、傷人刑毀，社民連現時走火入魔
的趨向正是陶君行及長毛一手造成。而社民連、

「人民力量」、公民黨在區選中大敗，關鍵原因就
是選民對激進路線的反感及抵制，陶君行有今日
的結果絕對是自作自受。

眾所周知，陶君行發夢都想進軍立法會，當年
與黃毓民權鬥，其中一個原因是察覺黃有意培植

「維園阿哥」任亮憲取而代之，甚至代替他出選九
龍東，才狠下決心大幹一場。然而，現在社民連
主席沒有了，連區內據點也被攻破，而多年來他
雖然有培植親信在區內建立據點，但成績不彰，可
以說在九龍東他已成為了無兵司令。因此，參選九
龍東躋身立法會是唯一東山再起的機會。對此，社
民連副主席吳文遠日前在接受報章訪問時，「代表」
陶君行表示，「立會選舉尚有十個月便舉行，相信
因敗選而辭任的社民連主席，仍會循九龍東參
選」。吳文遠如果沒得到陶的首肯，怎可能把話說
死，這說明陶對進軍立會是背水一戰。

陶君行豈肯束手待斃
有一些學者曾指，這次區選激進反對派並沒有

大敗，原因是在社民連、「人民力量」參選的選
區，其參選人都可取得約百分之十的選票，說明
其基本盤沒有流失，以這個比例套用在立法會選
舉上，陶君行未必無機會云云。這些政治學者水
平之低實在令人驚訝，區選與立法會完全是兩回

事，得票比例沒有可比性，因為區選採單議席單
票制，往往只有兩陣對壘，而立法會則是比例代
表制，有多個政黨參選，選民就算在區選中投社
民連一票，也不代表立法會會投。否則上屆區選
中，社民連在參選選區中平均有30%多的得票，
在立法會早應取得五席了。因此，社民連在區選
只有約10%選票不但是大跌了，而且對明年立會
沒有任何參考性，所謂保護了基本盤，不過是學
者一廂情願。

陶君行從政多年浮浮沉沉，一直缺乏全港性的
民望及支援，所以多次參選立會選舉都是落敗收
場，就是上屆選舉社民連團結一致，黃毓民等全
力支援，也不能取得議席。現在黨已分裂，人已
分手，加上區內樁腳全失，明星牌、地區牌都失
靈，以陶君行的聲望雖已無優勢，但背水一戰是
唯一的選擇。

黃毓民對陶君行的「背叛」一直深惡痛絕，早
已明言要「痛打落水狗」，甚至曾表示會跨區到九
龍東追殺陶君行。但較現實的，應該是派其愛徒

「維園阿哥」繼續留在九龍東狙擊社民連，分食其
選票，既是收回在九龍東的實力，也是要將陶君
行清理門戶。激進路線的基本盤本已有限，現在
還多出個「人民力量」的狙擊，陶君行在別無選
擇下，只有反追殺，豈肯束手待斃？

激進反對派免不了一場激鬥
當然，社民連此番區選慘敗，最根本的原因，

始終是激進反對派的路線惹人反感。社民連在區
選敗陣後仍堅持所謂的抗爭路線，仍然由長毛掌
控，吳文遠口硬地表示：「我們要檢討的不是抗
爭手法，而是如何更有效凸顯出背後的理念。」
可以預期，暴力抗爭將會繼續甚至變本加厲，結
果也只會引發愈來愈多的市民反感及抵制。

應該指出的是，公民黨與社民連、「人民力量」
骨子裡都是香港的民進黨式政黨，公民黨表面上
溫文儒雅、「藍血高貴」，社民連與「人民力量」
粗鄙不堪、暴戾張揚，但兩者骨子裡都是香港政
治光譜中最極端最激進的一翼。公民黨「另建」
政治聯盟「新民主同盟」與社民連、「人民力量」
切割，此策略乃是為公民黨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
救亡，避免公民黨與「人民力量」、社民連明年爭
奪百分之十左右的激進選民，但區選證實公民黨
與中產階級為敵，素來被指主打「中產票」的公
民黨失利，流失大部分中產選區。因此，公民黨
與社民連、「人民力量」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免
不了一場激鬥。

明年立法會選舉九龍東新增了一個議席，陶君行出選該區可能引起一場激鬥，原因

是該新增一席，必定引起反對派參選者的激鬥。陶君行現在辭去了社民連主席位置，

連區內據點也被攻破，參選九龍東躋身立法會是唯一東山再起的機會，過了此山便無

此店，因此他背水一戰無可避免。同時，「人民力量」、公民黨、民主黨在區選中失

利，也會覬覦九龍東新增一席，以「補償」區選的損失，屆時九龍東將是一場激鬥。

陶君行出選九龍東一場激鬥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中西方之間儘管交往歷史很長，但真正的碰撞與交融只有從
鴉片戰爭起到現在的一百多年時間。正是在這一百多年裡，中
西方關係可謂滄海桑田。過去中國受西方列強的任意宰割，國
家被瓜分豆剖。今天，中西方之間的不平等歷史已經被徹底改
寫，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提高。中國已經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二大貿易體，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
一。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和二十國集團的重要成
員，在世界政治、安全、經濟事務中都發揮㠥舉足輕重的作
用。

中西方交往與合作的變化
中西方關係的一個巨大變化是中西方交往與合作的變化。過

去，中國在西方國家對外貿易投資中的比例無足輕重。今天，
中國和美歐互為最主要的貿易投資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出
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是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
進口來源地。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投資近年加速增長，特別是英
國，非常看重和歡迎中國企業投資。按年度計，中國對英投資
在英國投資來源國中已經排到第7位，在倫敦投資的企業數量
已居各國第三。

中西方人員往來和人文交流的頻繁和密切亦是前所未有的。
中英之間每天至少有13個直飛航班，中美之間每天有9000多人
往返於太平洋兩岸；中國在英國留學生數量有12萬，在美國約
有13萬；孔子學院在英國有17所，在整個歐洲有120所，在美
國也有70所。

在國際事務中，過去西方不認為中國有什麼發言權，後來把
中國看成一個地區性大國，今天西方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是一
個全球性大國，許多全球性事務和國際熱點問題的解決離不開
中國的參與和支持，世界經濟的繁榮和穩定也離不開中國的作
用和貢獻。因而，中西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協調現在非常
緊密。

中國要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這也包括離不開與
西方國家交流與合作。一個良好的中西方關係，不僅造福中國
與西方國家人民，而且對於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至關重要。近
年來，中國與歐盟，包括英國都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
國也與美國共同致力於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
關係」。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西方關係的發展並不穩定，分歧、矛盾
時起時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
面：

一是西方的心態問題。西方自從與中國交往以來，長期面對
的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形成了居高臨下的思維慣性，如今中國
強大了，西方要重新擺正自己的位置，一時很難適應，擔憂和
焦慮感上升。他們的邏輯就是「國強必霸」，他們擔心中國會
與他們爭奪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要與他們在世界範圍內爭

奪資源和能源。

「中國威脅論」不攻自破
近幾年，西方先後推出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比如中

國「軍事威脅論」、「經濟威脅論」、「能源威脅論」、「環境
威脅論」、「文化威脅論」等，今年的一個突出論調是中國

「網絡威脅論」，無端指責中國發動網絡攻擊、搞網絡間諜。西
方也對中國與非洲發展正常的經貿合作感到緊張，拋出所謂的

「新殖民主義論」。
「中國威脅論」沒有事實根據，不攻自破，西方又提出「中

國責任論」，給中國戴不切實際的高帽，如「G2」、
「CHIMERICA」等，要求中國在世界經濟、氣候變化、國際
發展等問題上承擔超出自身能力的責任。這正如魯迅先生當年
提醒國人的，世上既有「棒殺」，也有「捧殺」。

中西方產生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是西方不能正確對待中西方的
「不同」。中西方制度不同，這是客觀事實，是由各國的歷史和
國情決定的，本身無可厚非。但西方有種「模式優越論」，只
認為西方的制度是先進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認為西方的

「三權分立」、「一人一票」才是民主。
西方總是以自己的標準衡量別人，總想把自己的一套強行推

銷給別人，因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看不到中國的經
濟、政治全面改革開放，看不到中國社會的多元及富有活力。
西方對自身弊病也長期疏於檢討，直到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
發並持續演變，西方才認識到自己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中存
在的種種缺陷。

營造互利共贏的中西方關係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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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中西方關係，有利世界的繁榮和穩定。圖為外國學
生正在學習寫毛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