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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寶萊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理事、中國前駐中東大使

一年來，中國新外交十分活躍，已揚帆遠
航，遍及全球，成效豐厚。新一屆國家領導
人，正以新戰略、新思維、新形象亮相國際舞
台。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先後訪問了俄羅
斯、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德國、墨西哥、
哈薩克斯坦、印尼、馬來西亞等歐洲、非洲、
拉美、中亞、東南亞多國，並出席了金磚國
家、二十國集團、上合組織、歐亞經合組織和
東亞峰會等。與此同時，習主席同美國總統奧
巴馬舉行了兩次會晤，就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達成了廣泛共識。上述訪問向世界傳遞了中
國正能量，彰顯了中國外交既有理論創新，也
譜寫了新篇章，其中主要有：
1、將中國夢與世界夢對接，創建和諧世界。
豐富中國夢的內涵，強調其與聯合國千年發展規
劃和世界各國夢的一致性，大大拉近了中國人民
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距離，使大家心心相印，
同舟共濟，影響深遠。正如印尼總統講的那樣，
印尼與中國是「異床同夢」。
2、夯實周邊，營造良好周邊環境。對中國

來說，周邊是首要。為此，中國政府專門開會
研究，尚屬建國首次。中方已多管齊下，搞好
周邊，化被動為主動，變消極為積極，打造新

局面，開闢新天地，努力與周邊國家建立
「親、誠、惠、容」的睦鄰友好關係，可通過
加強經貿合作，促進各國經濟發展，使之歡
心；通過安全協調，推動各國和平共處，使之
安心；通過政治解決南海等有關爭端，堅持共
同開發，使之寬心；通過人文交流，增進互
信，使之放心。
3、構建中美等新型大國關係，確保世界和

平。今年習近平主席首訪俄羅斯，強化了兩國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成為中國同世界大國新型關係
的典範。通過習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兩次會
晤，雙方一致同意努力構建「不對抗、不衝突、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12月4
日，習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美國副
總統拜登時表示，這「明確了兩國關係未來發展
方向」。拜登強調，美方「積極致力於同中方一
道，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基礎上，
建立美中新型大國關係。這種關係充滿希望和機
遇，可以避免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發生衝突
的歷史定律重演。」
4、堅持政治解決國際爭端和不干涉別國內政
原則，佔據國際道義制高點。中國聲音贏得了國
際社會的讚譽。今年，敘利亞「化武換和平」和

伊核談判達成初步協議就是證據。「中國式和平
共處模式正在形成，中等國家和小國通常歡迎這
種與西方模式不同的替代品。」這對美國和西方
推行的「新干涉主義」是一沉重打擊。
5、正確處理利、義關係，增進同發展中國家
合作。對經濟發展滯後國家，積極進行「扶
貧」，堅持多予少取、先予後取，甚至全予不
取，不做見利忘義之事，收到了良好效果。
6、共建「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

經濟帶」，惠及一大片。習主席分別在印尼和哈
薩克斯坦提出建立兩個「絲綢之路」的構想，
是「中國夢」戰略的合理延伸，有利於深化中國
同東盟和歐亞各國經濟聯繫，為雙方加強全面合
作開闢了廣闊前景。最近，李克強總理訪問羅馬
尼亞，出席中東歐16國峰會，為中國「西進」
中東歐鋪平了道路。
中國現已重新回到世界政治舞台中心位置，

「不再只是世界秩序的消極接受者，它已成為
決定其他國際行為者在外交和防務政策方面做
出任何選擇的關鍵因素。」當今世界任何一處
發生的重大事件都與中國直接或間接有關。中
國的發展方式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研究和
借鑒。

中國外交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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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爾如此公開表態，顯然是有失理性的，是莽撞
的，似乎有悖哈格爾溫和立場，其原因何在呢？

哈格爾莽撞表態有失理性
中美軍艦險些相撞事件發生在中國的家門口，在遼

寧號航母編隊軍事訓練的內防區內。美海軍「考彭
斯」號巡洋艦，違背國際慣例、國際法，逼近追蹤遼
寧號航母編隊，偷窺竊取情報，而且不顧警告竟然闖
進遼寧號航母編隊內防區，嚴重干擾和威脅中國航母
編隊的軍訓和安全。中國軍艦毅然決然地迎頭攔截逼
停「考彭斯」號巡洋艦，經過當事雙方的通話交涉，
各自轉向駛離。事發後，美軍方把事件的非真相信息
透露給媒體，引發了西方媒體一輪炒作，指責攻擊中
國。

對此事件，中方從維護中美關係和兩軍關係的大局
出發，在兩國防務部門之間溝通，使得雙方都做低調
冷靜處理，並開始協商建立防止突發相撞誤判的機
制。這原本是化險事為好事的事情，卻被美國國內強
硬派和亞洲盟友尤其日本認為，該事件結局和事後處

理是美國軍方的失敗，是美國的軟弱和讓步。這樣的
退讓最終將導致美軍更重大的失敗，導致美國同盟國
關係的鬆動，而且助長中國向主宰太平洋的目標邁
進。顯然，作為美軍的最高指揮官哈格爾受到了不小
的政治和輿論壓力。為了挽回軍方面子，為了安撫國
內鷹派和日本、菲律賓等盟國，哈格爾如此強硬作
秀，以圖做些補救，也算是給了國內鷹派和盟國一個
交代。這或可看作是哈格爾作為政客不得不做出的隨
機應變，以順應客觀環境。此其一。

凸顯美方咄咄逼人的霸道行徑
其二，哈格爾當上國防部長，進入奧巴馬政府高

層，搖身一變成了奧巴馬統帥下的美軍最高指揮官，
大權在握，躊躇滿志，隨地位大變，身份大變，心
性也大變了。想當年哈格爾作為美軍軍官參加了美國
發動的越南戰爭，親歷越戰的殘酷慘烈，體認到越戰
反人類的非正義性。事後，哈格爾積極投身反戰運
動，成為著名的反戰鬥士、反戰英雄。曾幾何時，當
年的反戰鬥士蛻變成好戰的鷹派，反戰英雄蛻變成為

美軍工集團服務的政客。哈格爾的蛻變是內外因素的
共同作用造成的。由此，就不難理解持溫和立場的哈
格爾為何在對華戰略上變成強硬的鷹派了，也不難理
解哈格爾為何突然如此對中國發難發威的作秀了。

其三，哈格爾發威作秀既凸顯了美方咄咄逼人的霸
道行徑，而且背後還包含有美方和哈格爾本人欲藉機
向中方發出強硬信號，妄圖阻止中國繼在東海劃設防
空識別區之後，在南海也劃設防空識別區。所以有外
國媒體評論說，這是哈格爾在給中國「打預防針」，
也是在同中國「打心理戰」，嚇唬中國。中國劃設東
海防空識別區也讓美日感到切膚之痛的難受，南海中
美軍艦險撞事件又讓美國丟臉，如中國再劃設南海防
空識別區會令美國更難受，盡失顏面。因此，哈格爾
借南海險撞事件強硬出招，嚇阻中國。中方決不會吃
哈格爾這一套，對此種招數早已見慣不驚。

其四，哈格爾此次向中方發難作秀，也意在佔據國
內國際輿論高地，置中國於輿論批判席上。儘管哈格
爾還表白美國不希望也不願意同中國發生撞船撞機事
件，以免導致誤判，引發衝突。雖然美國不想同中國
發生戰爭，但要維護航行自由，維護盟國安全，維護
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維護美軍在亞太的主導地
位，因此要求中國克制，避免同美國發生不測事件和
衝突，共同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這不過是哈格爾
在欺騙輿論，但卻欺騙不了中國。

中方來而不往非禮也
中國早已看穿了並習慣了美國政客們說一套做一套

的伎倆把戲。美國口頭上說要和中國共同治理和維護
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實際上是要中國聽命美國、俯
首稱臣，而且對中國和平崛起威脅其老大地位又深感

不安和恐懼。儘管中
國一再表明不稱霸，
不挑戰美國領導地
位，提出同美國構建
「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互利共
贏」的新型大國關
係，美國卻仍舊堅持冷戰思維，一方面同中國虛與委
蛇，不承認對中國實施遏制戰略；一方面又不斷加強
在經貿上反制中國，在政治上孤立中國，在軍事上圍
堵中國，而且近來越來越強勢地把後者置於前二者之
上，擺出擠壓、進逼、威迫中國的戰略態勢。中國已
強烈感受到被美國編織和收緊軍事封堵的安全危機，
而且這一以冷戰產物軍事同盟為基礎，空海一體戰為
攻擊威懾的危機在步步逼近、日益加重。中國必然被
迫採取針鋒相對的強硬防衛舉措，如大力加快發展現
代軍事力量、先進的武器裝備，劃設東海防空識別
區，還將擇機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等防禦性自衛安全
戰略和戰術手段，以應對美國和日本等的威脅與挑
戰。

美日不克制而僅要求中國克制是不可能的。來而不
往非禮也。中方的原則是對待傷及自身安全和核心利
益的挑戰、挑釁是先禮後兵。中國言必行，行必果。
美日還是應該逐漸適應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為了自
衛和安全，為了地區和平穩定，為了保障經濟社會建
設發展，而適度壯大擴展軍事力量，優先發展海空軍
力和戰力，對此美日要放棄把此視為威脅的勢不兩立
的冷戰觀，應該逐漸適應，並且與中國和平共處、合
作共贏為好！如此雙方才能互利安全、亞太地區和世
界才能和平發展。

蒯轍元

美防長哈格爾突發作秀原因何在？
經歷兩周時間，通過中美雙方防務部門低調冷處理的中美軍艦南海險些相撞的事件原本已

平息下來，豈料19日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突然發威，高調指責中國：「中方軍艦的攔截行

動，橫在『考彭斯』號前面100碼的地方，這是不負責任的。」並警告中方：「這種事情非

常容易引爆局勢，可能扳機或者火星一樣，導致最終的誤判。」哈格爾還強勢要求中方「保

持克制」，避免此類「挑釁事件」發生。哈格爾作為掌管美軍的最高官員，突然如此公開發

作、強硬表態，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地指責中國，中方當然不會接受，這無疑會對中美兩國

關係和軍事互信造成損害。

■蒯轍元

早前「真普選聯盟」召集人兼華人民
主書院榮譽校長鄭宇碩，與工黨主席李
卓人赴台，會見前民進黨主席及「紅衫

軍」總指揮施明德，被批勾結「台獨」勢力後，華人民主
書院的行動進一步升級，明年2月將舉辦「非暴力抗爭訓
練營」，曾任台灣「紅衫軍」執行副總指揮的簡錫堦亦在
講者之列，簡曾經在台灣訓練民進黨的激進分子，大掟燃
燒彈，進行激烈的街頭鬥爭，後來更加成為「紅衫軍」的
行動副總指揮。

邀請「台獨」猛將圖窮匕現
搞手鄭宇碩此地無銀三百両，對記者說，邀請簡錫堦擔

任講者，是由書院董事們共同決定，不是他的個人決定，
該決定亦與會見施明德無關。鄭補充，簡與施明德已沒有
聯絡，該講者與「台獨」亦毫無關係云云。這種辯解，三
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簡錫堦是「台獨」老手，今年1月
更聲言台灣「主權獨立」，「民進黨不需要再去強調『台
獨』，維持現狀就是獨立」。難道這樣就是「與『台獨』
無關」了？香港人都清楚知道，鄭宇碩暗中會見施明德，
扮作若無其事，千方百計否認。最後，施明德大爆內幕，
指出是鄭宇碩找上門來，要求「台獨」分子分期分批前來
香港，從策略到人力提供後援，兩地「建立命運的共同
體」。鄭宇碩的「潛水術」終於曝光。
簡錫堦今年六月份已經來港搞了一場「非暴力抗爭」訓
練會，這恰好印證了「台獨」分子的確分批來港。現在鄭
宇碩鬼拍後尾枕，說簡錫堦來香港早就商定了，這只能夠
說明，鄭宇碩一早已經和簡錫堦這個「台獨」老手進行了
秘密會晤。
鄭宇碩擔任華人民主書院榮譽校長，究竟所幹何事？華
人民主書院的網頁指出：課程將由資深非暴力抗爭訓練導
師簡錫堦等人任教，作系統性之培訓，培養大型行動所需
的意識和技巧，具體宣傳美國設計和推動的顏色革命。美
國吉恩．夏普博士（美國顛覆別國政權專家）製作了行動
手冊，給民眾以非暴力模式對抗強大獨裁政權時提供重要
參考。這本手冊已被翻譯為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語言。近
年緬甸、埃及、突尼斯等地民主運動的部分組織者，亦曾
在美國的安排下接受過「非暴力抗爭訓練」。現在簡錫堦
來香港推動訓練，就是培養顏色革命的組織者。這是美國
人明目張膽地顛覆香港特區政權的行動。鄭宇碩正是按照

美國的意圖，引狼入室，把「台獨」力量引入香港搗亂的黑手。
鄭宇碩表面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現在戴上「真普聯」召集人
帽子，實際上，他是暴力「佔領中環」，勾結「台獨」，企圖把香港從
中國版圖中分裂出去的外國勢力代表。早在中英談判初期，鄭宇碩的香
港觀察社就非常活躍，為英國人出謀獻策，經常在報紙發表言論，為抗
拒中央政府收回香港作準備。在1983年中英談判爭論最激烈的時候，香
港觀察社「立場書」強調「香港絕不能讓中國過問內政，但卻有必要由
英國協助管治」。後來，香港觀察社的一批人物得到了英國人的重用，
進入了政壇，為英國人搖旗吶喊。

鄭宇碩是外國勢力代言人
鄭宇碩潛伏甚深，組織了四十五條關注組，當年的香港觀察社人物，大
部分進入了公民黨，鄭宇碩搖身一變，變成了公民黨的秘書長，表面上這
是一個藍血的政治組織，實際上早已經和「台獨」勢力有千絲萬縷關係，
和黎智英同坐在一條船上。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一看公民黨的網站，看一
看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網上的文章，裡面充滿了「香港自決」、「香港有權
分裂」的極端用語，鄭宇碩一直是這一路線的策劃者和組織者。
到了2010年，藍血的公民黨，突然間和地痞流氓搞暴力的社民連擁抱
在一起推動「五區公投」，大家覺得很奇怪，其實，這是鄭宇碩在幕後
的默默耕耘、聯繫社民連的結果。反對派每一次綑綁在一起，鄭宇碩都
是中間的協調人，特別是選舉出現了狗咬狗骨、爭奪地盤的情況時，鄭
宇碩都是最有牙力的仲裁者、協調者。
美國和英國的外交官吹響了「按照國際標準普選」的號角，這一次反
對派進行了總動員，反對按照《基本法》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他
們宣稱這是「最重要的戰役」，鄭宇碩開始浮了上來，出任了「真普
聯」「召集人」。召集甚麼？原來是按照美國的意圖，把「台獨」分
子、全世界各地的「民運」分子，都召集到香港，「佔領中環」，挑戰
「一國兩制」，推翻《基本法》，要實行香港的「自主權」（彭定康施
政報告的用語）。講到底，他們要在香港照搬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也
即他們嘴巴美化說的「非暴力對抗」，搬到來香港上演，第一是將香港
當作「民運」橋頭堡，衝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第二是利用國際會議
的場合，大搞暴力活動，吸引全世界傳媒注意，宣傳他們反對「一國兩
制」和選舉模式。潛伏者已升上水面，香港人一定要警惕外國勢力的陰
謀。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安倍抗華路線是一條不歸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執政一周年，公然參拜靖
國神社，招致國際輿論的強烈批評。連其盟友
美國也表示失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則引毛澤
東的話，堅定指出，最後勝利屬於中國。事實
上，安倍拜鬼，不過是以此宣告他對華兩面手
法徹底破產。

對安倍已不抱幻想
筆者相信，北京將如同對待小泉一樣，對其

不抱任何幻想，不打任何交道，直到他下台為
止。未來，中日關係只會保持低水平的經貿關
係，可以說比起小泉時期還有「政冷經熱」，
安倍只會更加惡劣，不但是政冷經冷，而且是
軍事上對抗及高度緊張。
就在安倍執政一周年前，首先傳來的信息是
日本的外務大臣岸田文雄主動約會中國駐日大
使程永華，兩人不用翻譯，直接對話約半小
時，雙方表示努力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正常軌
道。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是2006年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達成的共
識，這次雙方又為發展兩國戰略互惠關係而努
力保持對話達成了一致，因此，給人多少遐
想，中日關係到了低谷要尋求回升了。

誰知，安倍在執政一周年的所為，卻是冒
天下之大不韙，重新參拜靖國神社。人們不
能不認為他在拜鬼前安排外務省會見中國駐
日大使，不過是個煙幕彈而已。安倍玩了這
個動作，愚蠢至極，也許他為騙騙中國人而
暗自得意，但實際的後果是將中國對他的最
後一點幻想都粉碎了。北京今後不會再對他
有任何信任可言。
在過去一年，安倍在對華外交上的「兩

面」手法其實也相當露骨。他多次要求雙方
高層對話，稱兩國應該「敞開胸襟」，同時
積極要求雙方繼續戰略互惠關係，尤其是經
濟關係，即使在釣魚島問題爭議升級中也要
求進行雙邊開設熱線的談判。但是，其是否
真的有誠意呢？
為了完成修憲的「家族使命」，惡化中日關

係是其首要的策略手段。安倍直言，對世界
「作貢獻」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在亞洲對抗
中國。為此，他除了強化修復日美同盟，利用
美國「重返亞太」拉美國下水，同時，遍訪東
盟國家，大力推銷所謂「價值觀外交」，並四
處喊話拉攏，攪動渾水，試圖構築一個「遏
華」包圍圈。還有，安倍還積極「拉俄」，使

出「離間計」，儘管俄國與其有四島爭議，而
且不管碰了一鼻子灰還依然將自己的熱臉往俄
國的冷屁股上貼。
事實上，安倍首次任首相時承諾不拜鬼，換

來到北京的「破冰之旅」，他是非常明白歷史
問題的敏感性，但是他最後依然做出挑釁，表
明他的抗華路線是一條不歸路。

拜鬼是為其修憲的「使命」服務
安倍這樣做，不過是為其修憲的「使命」服
務。日本共同社最新全國電話輿論調查顯示，
反對修改憲法解釋以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受
訪者佔百分之五十三點一，表示贊成者僅為百
分之三十七。該社解釋，安倍力爭修改對憲法
第九條的解釋，但反對呼聲強烈。不過，百分
之五十九點三受訪者對政府首次制訂作為外交
和國家安全政策綜合指標的《國家安全保障戰
略》給予肯定評價。
事實上，安倍的高支持率本來就不是建基於

扎實基礎，而是對「安倍經濟學」的虛幻憧
憬。但統計顯示，個人消費增長率一直走下
坡，今年一月至三月為百分之零點八，七月至
九月下滑到百分之零點一。同時，由於日本銀
行採用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政策，日圓相對其
他貨幣不斷貶值，股價一路走高。即使日圓貶
值，卻因核電站停運，燃料大量進口，導致進
口超過出口，日本因而變成貿易逆差國家。
「安倍經濟學」已是強弩之末。
安倍原來完成修憲使命的路線圖，是在證實
「安倍經濟學」行之有效後繼續拉高民望進
行，但結果此路不通，未來還要增加消費稅，
經濟更可能霜凍。
那麼，安倍還有甚麼路走？明白這個背景，
也就清楚安倍為何拜鬼，相信在他的算盤裡，
繼續推高中日緊張關係，才可證明集體自衛權
的必要性，才能使他的修憲「使命」得逞。

在過去一年，安倍在對華外交上的「兩面」手法其實也相

當露骨。他多次要求雙方高層對話，稱兩國應該「敞開胸

襟」，同時積極要求雙方繼續戰略互惠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但是，其是

否真的有誠意呢？為了完成修憲的「家族使命」，惡化中日關係是其首要的

策略手段。此外，安倍原來完成修憲使命的路線圖，是在證實「安倍經濟

學」行之有效後繼續拉高民望進行，但結果此路不通，未來還要增加消費

稅，經濟更可能霜凍。那麼，安倍還有甚麼路走？明白這個背景，也就清楚

安倍為何拜鬼，相信在他的算盤裡，繼續推高中日緊張關係，才可證明集體

自衛權的必要性，才能使他的修憲「使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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