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时评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中国自新有道，自助有方

引子
俄乌之战已进入第7周，而战局胶着，前途难料。

此战对全球的经济复苏和粮食供应产生了巨大的负面
影响。对中俄关系予以严峻的考验。4月7日《中参馆》
（China File Conversation）一些由世界中国问题专家们
组成的论坛发表了“普京侵乌如何影响中俄关系”一
文，文内由7位专家对两问作答。一问是，俄国入侵乌克
兰，中国可以从此获得什么启示。二问是，今后中国会
和西方益加脱钩，还是要储存能量，避免重蹈俄国的命
运。

7位专家的发言内容生动精辟，引人深思，也掀起
了我的思潮，要就此一谈，中国面临俄乌之战，走向如
何的一些看法。

此文分为四个段落。一、俄乌之战对世界的冲击。
二、俄乌之战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三、中国就此可吸取
的教训。四、今后国际局势的展望。

俄乌之战对世界的冲击
首先我要谈一谈普京发动战争可能是动机多端的。

这包括：
普京要创造历史，实现其“恢复苏俄光辉，让俄

国廿年后面貌全新”的壮志狂言。入侵乌克兰是兑现诺
言，跨出一步。

发动战争理由正当，西方逼人过甚，要将乌克兰纳
入《大西洋公约组织》，将敌对俄国的力量扩大到俄国
边界。此可忍，孰不可忍！

以往俄国两次动兵，2008年8月入侵乔治亚和2014年
3月吞并克里米亚。西方都是按兵不动，接受事实。如今
将乌克兰如法炮制，西方国家仍然会是无可奈何的。若
有反制，也是草草了事。

2月5日普京抵华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和习近平共同
宣称两国之间的合作是“无限量”的。他认为入侵乌克
兰可以获得中国的支持。

以上四点构想都有偏失。一是，世界大局已产生巨
变，俄国早已丧失在全球称霸的可能性。这是形势比人
强，不由普京分说。二是，即使乌克兰进入北约组织，
也不可能成为其后入侵俄国的基地。乌俄关系良好是彼
此互惠，双方共求。三是，普京严重低估了西方国家对
他入侵乌克兰会做出如此迅速强大的反制措施，军事援
助乌克兰，经济和技术制裁俄国，而乌克兰战志高昂，
寸土必守的强烈有效防御，都非普京始料所及。四是，
中国要为自身长久国家利益优先打算，不会盲目跳上俄
国战车，生死与共。中国展现的作法是表现中立，不入
泥塘，袖手旁观，静观其变。

如今新冠病毒之疫情仍未获得有效控制。全球生产
力和物质供应链受到严重破坏，俄乌之战的影响正是雪
上加霜，推波助澜。

俄乌两国是全球粮食供应的大粮仓。平常生产大
量小麦、大麦、玉米、向日葵油和肥料等畅销全球。如

今战局影响生产和引发禁运，全球已产生粮食供应的危
机。

俄国是能源产品生产大国，石油、天然气、煤矿、
木材等均在其列。如今受到制裁，出口困难，价格飞
涨，使许多缺乏此类物质的国家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俄乌之战可能在今后两三个月之内收场。但是其
余毒余害会持续很久。乌克兰人对俄国的怨恨和敌视要
持续下去，俄国人民安居乐业的恢复要旷日持久，俄国
国际关系的改善是举步维艰。俄国国内争取民主和政
治改革的呼声和力量要受到压制。俄国有才之士要离国
外逃的趋势将不断增加。中国也会逐步拉开和俄国的距
离……总之，始作俑者的罪魁祸首就是普京！

俄乌之战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从历史过程来说，早年的帝俄、苏联和今日的俄国

都是中国的侵略国，恶迹斑斑，乏善可陈。
俄乌兴战之际中国必然要对中俄关系的定位和调整

加以深思。有国际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的改变幅度不会太
大。因为中国放弃俄国，并不能缓解美国对中国安全的
现实威胁，有了声势削弱而不陷入混乱的俄国存在，对
美国可以形成一些牵制。再有，今年2月普习在北京会
面，共同发表了“无限合作”的宣言。今年秋天中共20
大召开时也会确定习近平继续主政中国五年。此时此刻
大力改变亲俄立场，似乎不合时宜，不便执行。

而俄乌之战也的确为中国制造了机会，让中国头脑
清醒，最佳的自强自立之道是加强国内军事、经济、社
会和科技的建设，自力更生，诸邪莫侵。

俄国入侵乌克兰，形成俄国孤立无援、四面为敌的
局面。中国不可加盟俄国，要保持和西方国家的经贸、
科技、文教交流，互助互惠，两得其所。

至今中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方面表现良好，美国应
对中国加以赞美和鼓励，要促使中乌元首交谈，要在乌
克兰总统倡议建立乌克兰安全机制的构想里纳入中国的
贡献。美国应淡化“民主集团和独裁集团”生死斗争之
议，不要在意识形态上捆绑中俄为一体。对习近平一再
倡议的全球合作、人类共赢之说，要加以促进和推动。

中国就此可以吸取的教训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亲善和友谊。俄国应是中

国戒备森严、防范在先之国，绝不可跳上俄国的战车，
与其同行。1950年斯大林促使中国介入韩战，让中国孤
立于国际社会，闭关自守，引发多种自伤自残的全民运
动。让中国受苦受难，元气大伤。中国领导应有识别敌
友的高度智慧，不要再遵奉俄国为“老大哥”了。

中国保持和西方国家的良好互动关系是理所当然
的。如今中国全盘实力大增，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
里地位显赫，出人头地。在全球物质生产和经贸往还里
居于中心地位，不可或缺。中国要保持这一地位，发挥
这一潜力。为人类幸福和世界和平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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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最辉煌壮烈的援华抗日史绩是由美国飞虎
航空队员们书写形成。他们于1942年抵华参战，消灾
入侵日军，输送战略物资，贡献至伟，而杀身成仁，
牺牲惨重，以血肉生命凝筑了中美友谊。

“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
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于美国时间4月9日在美国
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举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出席
发言论及中美关系时说：“身处无数人用鲜血和牺牲
换来的和平年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制造矛盾，扩
大分歧，挑动对抗。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互相尊
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们需要去书写更多像飞
虎队一样的合作故事，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为世界
带来和平与繁荣。”以上发言是语重心长、一言到位
的。

台湾回归祖国，中国和平统一是时间迟早问题。
不要速成，不要强求。中国对台湾动武，是违反国际
期盼，肇祸大陆两岸，百害丛生，一无是处。

中国要不断加强国内司法独立、民企发展、民生
建设、言论开放、教育改革和廉政利民的种种措施。
其速度越快，人民受益更深，和平统一加速。

今后国际局势的展望
人类自誉为“万物之灵”，而在若干重要领域里

成为“万物之敌”，这包括忽略全球气候变暖的重大
威胁，加强军备竞争的不良走向，在国际公共卫生领
域里产生严重问题（疫情泛滥）时缺乏协调与合作，
放松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措施，以及恶化国与国之间
贫富悬殊的情况等。

中美两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物力、人力、财力和智
力资源，应当肩负责任，做出良好榜样。两者之间化
解纷争和分歧，集中全力，针对上述种种问题，深思
熟虑，寻求最佳答案，带领世界走上自救、自强的康
庄大道。

正所谓：
全球苦难诸多面，俄乌战后要重建。
中美携手创佳境，人类获利福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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