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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像美国领导人一样，习为了巩固国内的支
持，极力展现他在国际上为了争取中国的利益全力以
赴、奋斗不息的形象，但这引发了国内以后难以平息的
国家主义之风。此次佩议长访台，中国国内民愤高涨，
民间舆论大多认为中国没有采取更严格的手段对付美
国。好在中美双方都能克制，没有产生更大的冲突。”

我见：习主席对中国振兴有重大贡献不在话下。
但是，他亦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改善人权，开放
言论自由，用人也要“得天下之英才而用之。”不能局
限在自己熟悉和信任的小圈子里。脱离俄罗斯圈子，步
入美国殿堂，是中国前进的大方向。和美国相处，要“
诚”字当头，不卑不亢。习主席要挑起大梁，抛弃私
心，为民族复兴做出必要贡献。

今后的发展：“佩洛西访台后，美国要员陆续访台
成为常态。中国军演迫近台湾今后将视为常情。但美中
双方都会极力把握，避免产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国
力继续衰退已事在难免。但美国可以像以往一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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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其分裂和失衡的社会，修补民主的破损。这时，更
加自信和稳定的美国仍将视中国为竞争者。而同时在许
多领域里又将和中国成为合作者。中国显然是自信满
满，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本身存有短板和缺限。中国
也认识到，与美国合作胜过与美国长期斗争。在中国有
许多人都确认，唯有和美国恢复友谊，中国才能充分展
现其经济和政治潜力。

当中国经济力量日渐增长，并继续推动一带一路计
划时，中国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也将腾
飞直上，并促进中国和其贸易伙伴同登富足之乡，进而
解除了美国对华的围堵。美国正在加速而非减缓中国的
增长。这已促使中国在科技领域里更加独立自主，而未
削弱中国的经济力量。华府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反使自
身受其害。这也带动了越南、孟加拉和印度产品外销的
增长。美国可以减缓，但无法阻止中国崛起的步伐。”

我见：今后美国逐渐衰退，中国日益崛起是大势所
趋。然而，这并不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老大，而是中美
两国各有天地，各擅胜场。美中分工合作，共赴时艰，

彼此互利、互助、互勉、互信仍是当今努力进取的
正确指南。

处理今后全球的重大难题，如应付气候变化，
防治疫情损害，减少军备竞争，保护自然环境，开
放清洁能源，扩大农渔生产等，都需要全球的智
慧、资源、项目和力量充分和专注的投入，尤其是
中美两国之间在铲除了政治隔阂和军事斗争的前提
下，双方可以开诚布公，通力合作，将科技研发和
制造成果造福全人类。这个理想目标是可行的，必
行的。中美双方元首应立即着手操作，把这一伟大
社会工程深思构建，全面推动，力促其成。

结论：天将降大任于中美也，必先调其纠纷，
促其合作。正所谓：

全球难题非一般，中美携手要领先。
造福人类成伟业，繁荣和乐尽开颜。

他已经展示出苏联领导人罕见的灵活性。他在讲话
中引用列宁的话说，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调动最大的主
动性，展现最大的独立性”。重建这个词正在他的脑海
中形成。

随着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的去世，一直替代他
任职的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解除反对派武装并掌权。在
匆忙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安德
烈·A·格罗米科支持戈尔巴乔夫。“同志们，”他在
发言中说，“这个人笑起来挺甜，但他有一口钢牙。”

1985年3月10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提名。据说，
一位感到如释重负的委员说：“一个是半死不活，一个
是奄奄一息，还有一个几乎不会说话，经历了这样的领
导人后，年轻、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非常受欢迎。”

苏联领导人一向通过个人崇拜来掌权，使用宣传
和政府掌管的媒体提升自己的形象。戈尔巴乔夫停止了
这一切。大马路边没有他的巨幅肖像。他敦促报纸不要
在每一篇文章里引用党领导人的发言；有列宁就够了。
他挫败了党内的对手，包括促成列宁格勒的党领导人的
辞职，此人的奢侈嗜好和滥权和他醉醺醺的仪表一样出
名。

“重建”和开放(glasnost)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口
号。他会去医院、工厂和学校，让人们见到他本人，他
会询问人们认为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要开展改革，扭转国家经济颓势，戈尔巴乔夫需要
一个和平的世界。与美国的军控协议让他可以削减军费
预算，省出钱来用于本国项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开始与罗纳德·里根总统
会面——第一次是在1985年的日内瓦，而后是1986年的
雷克雅未克，再然后是1987年的华盛顿，意在签订一份
划时代的协议，有史以来首次消除整整一个类别的武
器——欧洲的中短程导弹——同时呼吁进行现场检查以
核验削减工作的实效。

1988年5月，里根成为14年来首位访问莫斯科的美
国总统。他在之后宣布：“我们很可能将开始拆除战后

的壁垒。我们很可能将进
入历史的一个新时期——
一个给苏联带来长久改变
的时期。”

1987年曾提议戈尔巴
乔夫“拆除”柏林墙的里
根，实际上就是在宣布冷
战的结束。

里根的继任者乔治·
布什在1989年12月与戈尔巴
乔夫会面，那场会议是在
马耳他附近的苏联和美国
海军舰艇上顶着大风进行
的。会面的目的是彻底将
冷战抛诸脑后，巩固两个
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关系。

戈 尔 巴 乔 夫 在 1 9 9 1
年12月失去了权力，他近
年也会对时事发表评论，
但是他的声音已经失去了
共鸣。他警告欧盟不应东
扩，公开表示担心可能爆
发一场新冷战，并赞同俄罗斯议会就吞并克里米亚做出
的表决。

对于普京这个几乎与他在一切愿景上背道而驰的对
立面，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好有坏。他起初赞扬普京恢
复了稳定，尽管代价是建立了威权统治，但是后来他开
始反对普京对新闻媒体自由的镇压，还有他对俄罗斯各
地区的选举法律的改变。

他说，普京自视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从来不
征求他的意见。

本文暂时无法获得有关戈尔巴乔夫身后人的信息。
俄罗斯国有媒体说他将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与他
的妻子葬在一起，后者于1999年去世，享年67岁。报道

没有提及具体时间。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戈尔巴乔夫还是永远颠覆了曾

经定义苏联的那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也彻底改变
了东欧的格局。但是他比谁都更清楚，这离实现他的目
标有多远。

在执政生涯末期接受时报的采访时，他说，“尽
管有许多错误、误判——或者反过来说，有如此多的飞
跃——我们还是完成了主要的社会和人力准备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接着说，“社会再也不可
能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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