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5 周年纪念日。回首往
昔，中国人民历经长达14年
的浴血奋战，以付出超过
3500 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获
胜作出了巨大贡献。鉴往知
来，经历战争伤痛的人类再
也不愿重蹈覆辙，和平与发
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潮流。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政治
经济格局的当下，一些美国政
客逆流而动，公然叫嚣“新冷
战”，鼓吹分裂对抗，站到了历
史错误的一边。此时，重温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启示，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 30 年代，日德等
法西斯国家悍然发动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堪称人类历史
上一场无比惨痛的浩劫。当
时，燃遍亚洲、欧洲、非洲等
地的战火累计造成全球超过
1亿人伤亡，导致人类文明陷
入“至暗时刻”。在那场关乎
世界前途命运的较量中，中
国与苏联、美国、英国等同盟
国一道，在东西线战场携手

抗敌，最终打败法西斯主义，
捍卫了世界的和平、正义和
公理。二战结束后，以联合
国为代表的现代国际关系新
秩序应运而生，给世界格局
带来了深远影响。

正如很多观察人士所指
出，面对当时法西斯力量的
疯狂进攻，同盟国阵营之所
以取得最终胜利，最关键的
一点在于秉持了团结合作的
国际主义精神。无论是西方
世界熟知的诺曼底登陆事
件，还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

“驼峰航线”、美国援华“飞虎
队”，都是最好不过的例证。
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同盟
国摒弃了意识形态、政治制
度、历史文化等差异，构筑起
基于共同利益的钢铁长城，
使得正义力量最终战胜“邪
恶轴心”。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往
往有相似之处。75 年后的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意想不
到的严重冲击，以至于不少西
方媒体将国际社会当下的困
局形容为“二战后最严峻的危
机时刻”。如何渡过危机？人
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答
案。正如美国密歇根中国创
新中心顾问汤姆·沃特金斯日
前接受采访时所说，面对新冠

病毒这一人类共同敌人，国际
社会应像反法西斯战争时期
那样，结束争吵和指责，共同
应对这场危机及其导致的破
坏性影响。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
年二战同盟国之一的美国，
如今主宰政坛的一些政客似
乎患上了历史“失忆症”，国
务卿蓬佩奥等人的所作所
为，已然背叛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留下的历史遗产。他们
执迷不悟犯下的两大错误，
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

首先，蓬佩奥之流背弃
了团结合作这一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堪称百年
一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人类要尽快打赢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除了精诚合作别
无选择。疫情发生以来，中
国最高领导人多次强调，团
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武
器。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多
边机构负责人以及主要西方
国家领导人也多次警告某些
美国政客不要将疫情政治
化，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团结
一致、共克时艰。

然而，这些理性建议始
终唤不醒那些装睡的美国政
客。为了转嫁抗疫不力的危
机，他们不择手段。从污名

化攻击别国，到单方面限制
他国人员入境，再到争夺疫
苗研发和使用的主导权，蓬
佩奥等美国政客将单边主义
与利己主义演绎得登峰造
极，给全球团结抗疫制造了
巨大障碍。

其次，蓬佩奥之流置国
际社会渴望和平发展的诉求
于不顾，炮制“中国威胁”的
谎言，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叫
嚣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严
重违背了时代发展潮流。75
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和平
发展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
同期待。正如《联合国宪章》
开篇所言：“我们联合国各国
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
浩劫”。二战后建立的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规
则，则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
化之需。

然而，作为二战后国际
秩序的主要设计者，美国的
一些政客却戒不掉骨子里的
霸权主义毒瘾，将国际规则
视为“合则用、不合则弃”的
工具，不断“退群”毁约，公然
挑战多边主义、国际道义和
人类共同利益。更有甚者，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白宫政
客为了摆脱内忧外患，极力
制造反华事端，妄图挑拨中

国与世界的对立。如果任由
这些人出于政治私利肆意妄
为，那么受损的不仅是中美
两国根本利益，全球的和平、
稳定和发展也将陷入空前危
险的境地。对此，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
斯批评说，在当前新冠疫情
肆虐的动荡时期，美国一些
人妄图挑起与中国的冷战是
一个“可怕的错误”，将威胁
全球安全。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之间的
分歧或者矛盾，说到底，是坚
持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倡

导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
美国政客将一己之私凌驾于
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唯恐
天下不乱，公然挑动对抗和冲
突，毫无疑问是对历史的背
叛，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

而对世界来说，不让历史
悲剧重演是各方共同责任。
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的重要节点，各国唯有共同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
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才是以史为鉴，不负过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成为了2020年全球最大的
事件，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已
演变成全球性经济危机。疫
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使世
界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如何
应对这场危机，在危机中捕
获新的生机，是世界各国面
临的共同问题。虽然各国持
续通过财政救助等形式为社
会提供强大的流动性支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多管齐
下，目前面临的经济风险尚
未超出可控范围，但政策风
险的博弈与疫情的不确定性
使得经济复苏之路显得扑朔
迷离。因此，互联互通，合作
互利成为全球共振经济的必
然选择。
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创

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 3
月作出了将新冠肺炎疫情列
为大流行的评估决定，但当时
很多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和
采取得力措施，疫情在国际间
迅速传播，多国进入暴发期，
打乱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经
济秩序。而随后绝大多数国
家开始重视并采取的隔离或
封城措施，对已经在下滑通道
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4月份发布的预测，今年美国
经济可能下滑5.9%，比1月份
的预测下调7.9个百分点，欧
元区今年经济下滑7.5%，比1
月份的预测下调 8.8 个百分
点，全球经济下滑3.0%，比1
月份的预测下调 6.3 个百分
点。世界贸易组织预测疫情
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商品贸
易下滑13%至32%之间，下跌
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至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贸
易下滑幅度。

根据IMF权威人士表示，
目前全球约40%的低收入国
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并极有
可能出现债务危机，发展动力
严重受损。由于对于国际流
动性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受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和出
口下滑带来的冲击也大，偿债
能力将进一步恶化。

为什么这次疫情冲击的
力度和范围会这么大？在全
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随着
人员和货物的快速流动，传染
性疾病也日益走向全球化，如
新冠肺炎在短时间内就迅速
扩散至多个国家，演变成全球
公共卫生事件。纵观历史，过
去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主
要在需求侧，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则同时冲击了需求侧和供
给侧，全球的产业链条遭受到
很大破坏。而受到国内需求

减少、国外订单骤减的影响，
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更为困难，民众就业面临很大
压力。

这场疫情在全球暴发提
醒人们，即便在21世纪生产
力水平高度发达之时，面对致
命的传染病，人类生命和经
济、社会组织依然十分脆弱。
在危机和挑战面前，各国必须
通力合作才能避免灾难的产
生或是将危害降到最低水平。
危中寻机共建好“一带一路”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已
成为地球村，各国在传染病
问题面前都难以独善其身。
同理，全球化时代，世界已经
成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各国
都是这经济体中的一份子，
经济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

在疫情还在持续影响的
背景下，各国不仅要勇于面
对，携手合作抗疫，还要以冷
静的思辨能力，从危机中寻
获发展的生机，巩固好原来
的经贸合作基础，与各国开
拓新的经贸合作项目，发展
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起
共振经济的命运共同体。纵
观近年来的发展实践，世界
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从“六廊
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

架构基本形成，到中老铁路、
中欧班列等重大项目落地生
根，等等，其合作模式和发展
前景，依然空间巨大，各国应
一起拿稳这把撬动世界经济
共振的“黄金钥匙”。连美国
《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文章都
说，“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
作被视为国际“友谊”，将不
同国家长期联系在一起。这
种极难割断的关系，就是命
运共同体的含义所在。

虽然当前疫情对“一带
一路”合作确实造成了一些
影响，但都是暂时的，也是局
部的。从整体和长远看，经
过疫情的考验，共建“一带一
路”的基础将更加牢固，动力
将更加充沛，前景将更加广
阔。当前形势下，中国同“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在信息分
享、物资采购、医疗救助、疫
苗研发等方面进行了深度合
作，各国项目合作领域也从
硬件基础设施转移到金融科
技、技术和数字贸易、医疗卫
生系统等软实力建设中来。
我们相信，在合力抗击疫情
的过程中，更多、更有效的合
作模式会应运而生，这也将
为各国持续推进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合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为世界上的
其他国际间经贸合作创造可
供借鉴的样板。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经济全球化红利可期，但

“疫情红利”的想法是疯狂的，
也不现实。一些西方大国的
政客不是想着积极应对本国
日益严重的疫情，而是想从别
国疫情中“火中取栗”，这种行
为不利于自身利益，也不利于
全球各国发展。近几个月美
国境内激增的、已跃居全球数
量第一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昭示这样一个真理：不正视问
题、不应对危机、不寻求合作，
一味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
义的逆全球化行为，最终只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
此，各国政策规则的制定，不
可能只考虑自己，必须与他国
的政策规则互相联动，统一步
调，产生合力，才能既保证本
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又保证世
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疫情对国际贸易有影
响，不意味着各国不能开放
流通。各国要加强抗疫信息
共享，避免采取极端政策对
国际运输特别是抗疫物资运
输造成不必要干扰。要保持
国际市场开放，保护稳定的
贸易和投资环境，避免全方
位封闭导致供应链中断且难
以恢复，对经济造成二次系
统性损害。要加强贸易伙伴
的沟通协调，解除不必要的
贸易限制措施，共同推动贸

易畅通，携手维护全球供应
链的稳定健康发展。各国应
通过相互合作打通重要运输
线路，共同维护供应链前后
的顺利衔接；通过减免特定
物品关税、消除贸易壁垒等
举措解决供应链中断的问
题。

互利互惠，生意才能越做
越大。一方面，各国要共同搭
建能够连接彼此的新型贸易
投资平台，积极发展跨境电子
商务等贸易新业态，不断为新
型工业化增添动力。比如，建
立“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型IES
智慧会展平台，聚焦“互联网+
会展”的创新商业模式，借举
办“网上广交会”推动沿线国
家的实体经济向数字化加速
转型。另一方面，可以设立产
业创新融资合作组织，增加对
疫苗和药品研发资金的投入
力度，加强在数字技术、医疗
科学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
产业链多元化发展，增强抵御
风险能力。此外，加强金融监
管也是应对疫情下混乱的国
际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
举措。可设立“一带一路”建
设疫情专项基金用于恢复沿
线国家经济，积极协调沿线国
家内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既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又
恢复疫情过后市场参与者的
信心，缓解投资者恐慌情绪。

中国广东：林德培

互联互通互利互惠共振全球经济

漫画漫画 王锦松王锦松（（原载原载《《联合早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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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劝某些美国政客勿做背叛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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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印华文坛的回忆录
——喜读容子自传体回忆录《百年记忆（上集）》

接着，我聚精会神地浏
览了目录。一看，不禁让我
发愣和愕然起来，与通常所
见的目录，千差万别。所见
的目录，全是七言诗句，一
算整整有 70 行诗句。每两
行诗句浓缩了一段文字的
内容。文笔凝炼、诗味浓
烈、诗风刚健。看了耐人寻
味。如——

一帘春梦竟成空/木铺
受骗刮寒风

老师最后一堂课/痛斥
日寇犯我疆

药物奇缺找巫师/哥哥
病逝风雨夜

小镇虽小情意浓/大厨
火旺暖人心

《星火》停刊留火种/他

日“燎原”可期待
巴厘相亲好姑娘/可惜

不是同梦人………..
像以上有节奏有韵律的

七言诗句，读后等于了解了
三分的内容。若容老没有
古诗的基础，没有运笔的功
力，要写出那么美妙的诗
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
此，我们把容老称为一位诗
人，当之无愧。

此外，文集中还融入了
许许多多美丽、精炼、含蓄、
感人的诗行。如——

秋 风 吹 ，路 漫 漫 ，难 民
潮，人心慌。

江河有源头，每个人都像
一条河，从源头流出，小小流，
流呀流，遇后头阻挡就绕

过去，继续流………..没
有源头哪有我们的今天？

小镇风景，令人耳目一

新。蓝蓝天，太阳初升，田园
风光，梯田级级，绿波荡漾，

深深地吸引了我………
阴 风 吹 ，鬼 嚎 叫 ，气 氛

凄惨，人神不宁……
等等。
回忆录中，还有一个特

点：穿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
小故事。正是这些不同的
小故事，使回忆录更显得精
彩生动、感人肺腑、引人入
胜、让读者读了回味无穷。
没有许多小故事的回忆录
不是好的回忆录。试举例
如下：

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
不死树榕树的故事。
木匠鲁班的故事。
母亲为哥哥治病的故事。
保尔.柯察金的故事。
容子与彩凤恋爱的故事。
容 子 访 黄 裕 荣 的 故 事

……
等等。
《百年记忆（上集）》回忆

录，从写父亲、自己的童年、日
军占领、烽火逃难、出版《星火
月刊》、在《大公商报》当编辑，
到十号法令排华。全文贯穿
了翔实的史料、诗情画意、生
动故事、风趣的语言。字里行
间流露了容老的爱恨感情、对
爱人彩凤怀有深厚的爱情。
读着、读着《百年记忆（上
集）》，让我爱不释手，读着感
到一种精神的享受。为何容
老的回忆录，如此引人入胜、
激奋人心？我看，其主要原因
是，容老自幼勤学过许多古诗
古文，如：《三字经》、《千字
文》、《藤王阁序》、《三国演义》
等等。也学过不少韵文、新诗
和散文，具有深厚的文学基
础，同时容老自幼好学博览群

书，文章的涉猎也很广；再加
上从事过数十年的报刊编辑，
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学识和经
验；容老阅历又深，经历过生
活中的风风雨雨，遭受过三十
多年腥风血雨的沧桑，目睹过
几代风云的变幻。因此写起
文章下笔如神。

为了提升文集的质量，容
老经历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
和反复的修改。正如容老文
中写的：“想想写写、写了又想
想，用了两年半长时间才写完
《百年记忆（上集）》。可见，为
了完成《百年记忆（上集）》的
创作，容老化了无穷的精力，
书中渗透了作者无数的汗
水。为使文集写得好上加好，
容老不知流了多少的心血？
熬过了多少的不眠之夜!

当我读到泗水《大公商
报》这一部分内容时，让我无

限亲切、感慨万端。1954年至
1960年的7年间，容老一直在
泗水的《大公商报》副刊《萌
芽》从事神圣的编辑工作。

漫长的岁月，容老像一
位不辞劳苦的园丁，日夜地
勤奋耕耘、灌溉、除虫、施
肥、嫁接，培育了一个个出
色的印华作家。如：天涯、
阿焦、坚辉、文丁、陈生才、
吴晖、鹏儿、浪壁、波之爱、
张恨月、李云明、小雪等。

（未完待续）

万隆：高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