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乒乓外交乒乓外交

■■19711971年日本名古年日本名古
屋第屋第3131屆世界乒乓屆世界乒乓
球錦標賽期間球錦標賽期間，，美國美國
少年乒乓球手科恩意少年乒乓球手科恩意
外錯過隊巴外錯過隊巴，，搭上中國搭上中國
隊便車隊便車，，中國球手莊則中國球手莊則
棟主動與科恩交流棟主動與科恩交流，，並並
贈送對方杭州織錦作留贈送對方杭州織錦作留
念念。。科恩手持織錦下車一科恩手持織錦下車一
幕被傳媒廣泛報道幕被傳媒廣泛報道，，中方中方
及後邀請美國隊訪京作及後邀請美國隊訪京作
賽賽，，為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為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
訪華鋪路訪華鋪路。。

欖球外交欖球外交

■■欖球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欖球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
被視為白人專屬運動被視為白人專屬運動，，即使種即使種
族隔離結束族隔離結束、、曼德拉出任總曼德拉出任總
統統，，南非黑人仍然憎恨欖球南非黑人仍然憎恨欖球。。
最終曼德拉決定借最終曼德拉決定借19951995年南非年南非
主辦欖球世界盃主辦欖球世界盃，，改善黑人與白改善黑人與白
人關係人關係，，他不但大力支持白人為他不但大力支持白人為
主的國家隊主的國家隊，，更在決賽日親自到更在決賽日親自到
球場與球員握手球場與球員握手。。這一段故事這一段故事
20092009 年被改編成電影年被改編成電影《《不敗雄不敗雄
心心》。》。

朝「雙軌」求存 經濟優先
專訪前韓駐美大使崔英鎮 展望冬奧後半島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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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崔英鎮
首先闡述各主要國家的外

交目標和手段。韓國明確希望朝
鮮無核化，最終達至和平統一，
策略是施壓制裁和對話並行，同
時避免第二次朝鮮戰爭。

美韓重「解決」中韓重「管理」
然而韓國的挑戰是朝鮮拒絕
在安保議題上展開談判，因
此，中國和美國的角色顯得更
重要。美韓聯盟旨在尋求朝鮮
問題的「解決」，中韓合作則
着眼於「管理」，韓國必須分
清楚兩者差異，並在中美之間
維持微妙平衡。
至於朝鮮，崔英鎮直言其終
極目標是生存，無論是過去數
年發展核武，還是如今嘗試與
外界對話、通過冬奧緩和局
勢，說到底都是為了保障平壤
的統治。他以前蘇聯解體為
例，指出專制統治與經濟發展
之間產生衝突，最終拖垮整個
政權。同樣地，朝鮮存亡繫於
經濟發展，而非核武。

憂外界顛覆 平壤兩難
鑑於印度和巴基斯坦於1998
年核試後，迄今20年來未再核
試，崔英鎮推斷朝鮮也會把重
心轉移至經濟，符合核武與經
濟發展並行的「雙軌」方針。
崔英鎮引述數據指出，朝鮮過
去數年經濟增長約為
3%，數以百萬計
國民有錢買

得起手機，汽車數目大增，農
戶收入上升，公眾對政府期望
漸漸提升，考驗領導人金正恩
的執政能力。崔英鎮續指，朝
鮮改善經濟面臨兩難困境︰一
方面需要外界協助(放寬制裁和
提供經援)，另一方面，平壤又
害怕國際社會的接觸是「木馬
計」，意圖顛覆政權。他認為
平壤對該困境也束手無策，無
論韓國如何加強聯繫，平壤都
可能視為威脅自身安全。

韓人拒欠成果「陽光政策」
輿論揣測現任韓總統文在寅是

否延續了前總統金大中和盧武鉉
的「陽光政策」，崔英鎮表示，
「陽光政策」精神是朝韓互動不
可或缺的因素，但韓國人不會接
受政府大灑金錢，一味向平壤讓
步，舉行沒實質成果的峰會。他
認同朝鮮派團參加冬奧是朝韓之
間的有利因素，惟不可與1970
年代中美乒乓外交相提並論，因
為當時中美皆有意改善雙邊關
係，反觀現在朝韓之間，朝鮮未
準備好踏出這一步。他寄望在發
展經濟的前提下，平壤叫停核試
和導彈試射，換取美韓停止聯
合軍演，達至「雙暫
停」。

韓國舉行平昌冬奧，朝鮮派藝術團

和運動員參與，令外界看到朝韓關係

改善的新希望，亦憂慮冬奧結束後還

能否延續「破冰」勢頭。前韓駐美國

大使崔英鎮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書面

探訪時，指出朝鮮去年宣稱完成核力量建設，預計它

未來會把重心轉移至經濟，推進武器研發與經濟增長

並行的「雙軌」方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

隨着韓國平昌冬季奧運會於本
月9日揭幕，連續3場奧運會皆落
戶亞洲，包括日本東京2020年的
夏季奧運，以及北京2022年舉辦
冬奧。
儘管西方國家似乎不再熱衷
主辦奧運，意大利羅馬、德國
漢堡和匈牙利布達佩斯皆退出
申辦2024年奧運，但亞洲軟實
力提升是不爭事實，中國和日
本等亞洲國家的經濟更具活
力，願意投放更多資源主辦，
亞洲摘下更多體育盛事主辦
權，將成為大趨勢。
美國洛杉磯去年9月申辦2024
年奧運，雖敗於法國巴黎，但獲
國際奧委會(IOC)給予2028年奧
運主辦權，反映IOC想盡快鎖定
具實力的主辦國。
在申辦2022年冬奧時，北京和
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是最後
兩強，熟悉中國體育發展的專家

德雷爾表示，雖然IOC明白同一
地區連續舉行 3場奧運不太理
想，但兩者相比，北京明顯較
佳，奪得主辦權是眾望所歸。
體育營銷機構 Total Sports

Asia創辦人魯爾亦認為，冬季運
動在亞洲未算普及，若由北京主
辦冬奧，可向這個人口近14億的
大國推廣冬季運動，令更多業界
人士受惠，同時提升水平。魯爾
續指，這足證中國的影響力日益
增加，「當中國舉手一刻，人們
便會聆聽」。

「中國主辦世盃指日可待」
德雷爾表示，中國自2001年

獲得 2008 年北京奧運主辦權
後，一直爭取舉辦其他大型和小
型體育賽事，在大型體育賽事
中，只剩下世界盃未到手，但他
相信中國舉辦這項全球足球盛事
指日可待。

韓日中連辦三場奧運 亞洲大躍進

體育一向避免牽涉政治，但這情況對美
國總統特朗普並不適用。美國美式足球員卡
佩尼克前年發起單膝跪地，抗議美國種族歧
視問題，總統特朗普去年曾怒罵一眾足球員
不尊重國家。在平昌冬季奧運會前夕，有美
國運動員表明自己代表美國，並非代表特朗
普，今屆冬奧或成為反對特朗普的舞台。
在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奪得200米

短跑金牌的美國運動員史密斯和奪銅牌的卡
洛斯，在頒獎台上高舉手臂，抗議種族歧視
和社會不公，成為平權運動經典一幕。時隔
半世紀，美國種族歧視問題愈演愈烈。特朗
普任內一再強推反移民政策，稱讚白人至上
主義者，言論屢次挑起社會矛盾。

冬奧較少捲政治紛爭
以往曾有國家因政治因素杯葛奧運，冬

奧相對較少捲入政治紛爭，然而在特朗普上
台後，這情況或有改變。曾奪奧運金牌的美

國高山滑雪運動員馮內最近表示，她渴望代
表美國人而非特朗普參賽，「我想代表我的
國家，我不認為美國政府內有很多人這樣
做」。有舵雪橇選手泰勒和瓊斯稱，儘管運
動員都希望不要滲入政治因素，但作為兒童
的模範，不得不為體育以外的事發聲。
特朗普到處惹火頭，批評少數族裔、同
性戀者、穆斯林及移民，加上屢爆出性騷擾
醜聞及侮辱女性，運動員抗議理由多不勝
數，或會趁平昌冬奧的國際場合發聲。

美選手揚言「不代表特朗普」
恐成反特舞台

國際「確認」擁核
不等同「承認」
朝鮮去年11月底試射「火星-15」型洲際彈

道導彈，領導人金正恩宣稱「完成建設核國家
的歷史大業」。崔英鎮對此表示，朝鮮意圖逼
使國際社會「承認」其核武國地位，與國際社
會「確認」朝鮮擁有核武是兩回事。「承認」
意味撤銷所有聯合國安理會施加的制裁，但若
平壤堅持擁核，撤銷制裁將是遙遙無期。

沒理由再進行核導測試
崔英鎮認為，平壤擁有數千枚長射程火炮，

有2,000萬人口的首爾距離朝韓非軍事區只有
40多公里，意味朝鮮即使沒核武和導彈，也
足以依靠常規武器發揮威懾力。諷刺的是，朝
鮮完成核武後，根本派不上用場，因為一旦輕
舉妄動，「朝鮮就會從世界地圖上消失」(遭
受美國軍事打擊)。擁有核武令朝鮮的外交困
局更複雜，並損害經濟。他指出，既然朝鮮已
完成建設核力量，意味它無理由再進行相關測
試，除非純粹只為了挑釁國際社會。

人物介紹

體育外交先例體育外交先例

■■朝鮮旗幟在冬奧選手朝鮮旗幟在冬奧選手
村飄揚村飄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崔英鎮認為崔英鎮認為，，朝鮮朝鮮
完成核力量建設後完成核力量建設後，，
將尋求經濟發展將尋求經濟發展。。

■■朝鮮採取核武與經濟並進的朝鮮採取核武與經濟並進的
「「雙軌雙軌」」策略策略。。圖為去年平壤圖為去年平壤
春季國際交易會春季國際交易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通過冬奧緩和局勢通過冬奧緩和局勢，，是朝鮮是朝鮮
政權生存策略之一政權生存策略之一。。圖為朝女圖為朝女
子冰球隊抵韓子冰球隊抵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前年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前年
接過奧運旗接過奧運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卡佩尼克卡佩尼克

從大使到教授
醉心東西方比較

崔英鎮於2012至2013年出
任韓國駐美大使，現為延世大

學特聘教授，致力於東方與西方文明的比較研
究，特別是中國與東亞的崛起。他表示，自從
2014年開始，中國經濟實力(以購買力平價衡
量)已是全球第一，對全球經濟重要性已無需
置疑，關鍵是如何定義中美之間（東西方之
間）互動關係。
崔英鎮列舉兩大趨勢，首先是「範式轉

移」，經濟貿易逐漸取代軍事對立：其次是中
美互動模式由對抗轉變為共同演化，雖然兩國
競逐領導地位，但更像圍棋博弈，而非國際象
棋般通過軍事衝突取勝。他引述西方流行的
「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即預測現存強權與新
興大國之間難免一戰，指出這反映西方人過度
着重於衝突和對立，忽略東亞智慧。
崔英鎮與中國學術界保持密切交流，他去

年獲邀在華發表兩場演說，主題分別為「有
序與無序之間的韓非子/馬基雅弗利陷阱」和
「一帶一路倡議、萊布尼茨、鄭和及瓦斯科·
達伽馬」。他表示，中國學者着眼於中華文
化如何讓中國為人類未來作出貢獻，超越了
西方所謂「中國經濟威脅論」的層面，令他
印象尤為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