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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近发生在泰国的
反对泰王和总理的示威抗议
活动，情景堪比2019年香港
动乱。

为美国盟国的泰国发生
类似港式颜色革命，绝对匪
夷所思。但据媒体人士观察
认为，这因为泰国日益靠近
中国，甚至“中泰一家亲”成
为中泰关系的标签，因而被
西方及港独、台独势力盯住
了。另一方面，可能因为香
港局势已经扭转，一些域外
势力只有把颜色革命转移到
更广阔的战场：东南亚。而
这里正是中国的“后院”和走

向 世 界 的
必 经 海 上
丝绸之路。

发 起
泰 国 之 乱
的 领 军 人
物、新未来
党 党 魁 塔
纳通，2019
年 10 月 5
日，在香港
出 席 英 国
杂志《经济
学人》举办
的 “Open
Future Fes-
tival” 活

动。第二天，一张他和黄之
锋的合影被黄之锋发在了自
己的脸书上，一时间泰国媒
体争先恐后地报道，塔纳通
的行为也引发了在泰华人的
关注。尽管他声明他本人与
中国香港任何政治组织无
关，未来也不打算与中国香
港政治组织牵扯上任何关
系，但他身上已然打下了与
港独分子合作的印迹：塔纳
通也在声明中承认，自己确
实与黄之锋谈到了关于中国
香港事宜。

2020年 4月，“港独”“台
独”势力把目光转向泰国已
经初露端倪。泰国人气偶像
电视剧《假偶天成》男主角
Bright 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

“港独”文案、随后其女友
Nnevvy公开转发新冠疫情相
关的辱华言论的事件发生
后，黄之锋等人也借机在这
次头条话题事件中发挥，“港
独”、“台独”网民伪装成泰国
人在此话题下留言炒作，挑
唆中泰两国青年的友好关系。

此后，“港独”、“台独”分
子大量公开、主动参与泰国的
相关网络活动。由“港独”“台
独”牵头组织的社交网络上的

“奶茶联盟”主动拉拢泰国动
乱势力结盟。由此“奶茶联
盟”走进泰国的现实政治。

同日，罗冠聪和前“民间
外交网络”发言人张昆阳则在
平台Change发起联署，呼吁全
球声援泰国抗争者，声明站在
示威者一方，支持泰国人民的
诉求，解散国会、释放被捕人
士和制定新宪法等。

10月17日至18日，有号
称“学生组织”的“贤学思
政”，在香港市区多地以举办
泰国游行图片展名义摆街
站，宣称“香港民族”要“输出
革命”。

10月 19日，反对派立法
会议员许智峯、民协副主席
何启明、前香港众志秘书长
黄之锋、社民连岑子杰等人，
到泰国驻香港领事馆声援，
促请泰国府正视诉求，立即
释放被捕人士，解决政制改
革问题。而黄之锋明确指出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求泰国
总理巴育下台、解散国会及
制定新宪法等。

有媒体在比较香港示威
及此次泰国示威后发现，曾
经在香港活动多年的美国驻
泰大使迈克尔·乔治被委任
至泰国不到一年，暴乱就从
香港蔓延到泰国。

而在香港暴乱活动中号
称“暴徒军师”的美国人布莱
恩·帕特里克·科恩，前些日
子刚从香港进入泰国。

泰国著名的反对派领袖
人权律师阿侬·纳帕、“反王
派”领袖巴里、新未来党的创
始人塔纳通，均与美国政府
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与香
港的黎智英、黄之锋、罗冠聪
之流与美国政客的频繁密会
又是如此相似。

而泰国 22 岁的法政大
学学生、绰号“企鹅”的 Parit
Chiwarak，也曾于 2016 年及
2018年两度走入美国驻泰国
大使馆，与时任大使戴维斯
会面。

外界观察到，泰国的示
威当中显示了香港动乱的相
同手法。

泰国示威领袖经常说，
香港的运动启发了他们；而
香港的社运人士也表达了他
们的团结，向对方提供示威
保护装备、网络安全以及急
救方面的建议。

10月 16日，当曼谷的示
威者举起雨伞遮挡催泪气体
的时候，情景与去年发生在
香港的“雨伞运动”有着惊人
地相似：从头盔到防烟面具，
再到“快闪族”和沟通手势，
泰国这场动乱正在借鉴香港
动乱的经验。

——示威活动：我们都
是领头人

没有“大台”的去中心化
领导方式，是香港示威活动
中一个标志性的特征。现在
泰国抗议活动也打出这一口
号：“今天我们都是领头人！”
用 脚 都 可 以 想 象
到，没有领导者的
运动是不存在的。

——社交平台
成为组织者

但现在的类似
运动的策划者都是
通过社交平台、以
及加密的即时通讯
应用程式 Telegram
进行组织动员的。
在泰国，示威者一
直 用 它 来 组 织 集
会。

就像香港示威
者一样，泰国的社
运人士亦在社交平
台上，用投票进行
决策。10月 19日，
自由青年运动的脸
书（Facebook）主页

问示威支持者，他们是否应
该停止一下，以“care”的表
情代表停止，以“wow”的表
情 代 表 示 威 。 他 们 选 择

“wow”。
——跨越边界：#Stand-

WithThailand
这也是源自香港动乱。

在泰国，示威者要求总理巴
育（Prayuth Chan-ocha）下台，
还要求对国家权力巨大的王
室进行改革，这对于一直以
法律禁止冒犯君主的泰国
王室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
的挑战。

10 月 17 日 ，黄 之 锋 在 其 推 特 上
载一张举起象征泰国反抗运动的三
指 手 势 ，并 用 平 板 电 脑 展 示

“#StandWithThailand”字 眼 ，“ 人 民 不
应 惧 怕 他 们 的 政 府 ，只 有 政 府 才 应
惧 怕 他 们 的 人 民 ”，还 标 签 了“ 港
独 ”“ 台 独 ”的“ 奶 茶 联 盟 ”标 签
（#MilkTea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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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 观 察 ，很 容 易 发 现 此 次 泰 国 之
乱背后有港独、台独势力插手其间。

年轻一代对国事的“民调”
我们常听到国家领导人

及教育界的深刻讲话：“青年
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青年就像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
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国家
的崛起、民族的复兴，青年是
主要动力。

然而，在国内的新闻节
目中，我们却常在示威的暴
力行为看到青年的身影，在
反政府的集会听到青年的嘶
喊，在教育界、政论员的剖析
中得知青年，甚至是小学生
这十多年来多在“不宽容”
（Intoleran）的氛围里成长，而
迷失于探研科学、创新技术
的正道之外。国家教育部为
栽培国家栋梁而倾注的大量

资源和经费，却被某些政治、
利益集团所操弄；国立大学
院校的学生组织，却被政治
色彩所迷惑。这让我们对青
年的志向倍感担忧。

民间调研机构“政治指标”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IPI）于3月4日至10日经过电
话联系受访者（responden），共
有1200名年龄介于17至21岁
的青年参与调查，调查误差范
围约2.9%，而可信度等级（ke-
percayaan）达95% 。我们也希
望有国家或半官方的民调机构
对青年的“意见”进行调研，让
青年能发挥富国利民、放眼国
际的作用。

《独立网》21 日报道，根
据“政治指标”（IPI）的调查
显示，计有 40.3%受访青年
认为目前的国家经济情况不
良，而有 7.1%青年甚至认为

“情况恶劣”。IPI的执行董事
慕达迪（Burhanuddin Muhtadi）

经过线上的调查发布说：“总
共有 47.5%的青年认为国家
经济正处于不良及恶劣的情
况。”足见青年对政府在疫情
期间的经济状况十分关注。

他还表明：“对比成年人
对经济不景气的看法，成年
人比‘Z一代’的青年人更悲
观。”根据今年 2 月的调查，
社会上有 53.7%成年人认为
国家经济处于不良的情况。

“虽然认为国家经济良好的
青年只占点优势，但与总民
调相比较，则体现出较积极
的态势。”

对于社会、国家政治的
相关问题，IPI 的民调表明，
青年人虽然对个别政党表示
支持，但有近半不推崇政党
的路线。慕达迪表示：“竟有
42.8%的青年没有选择政党，
他们有可能不投票，也可能
是尚未决定选择哪一个政
党。”政党应注意如何吸引

年轻人的选票。
虽然如此，青年一代仍

表露其偏好，占 16%的青年
选择大印尼党（Gerindra），列
第二的民主斗争党（PDIP）占
14.2%。慕达迪根据社会人
口的数据说：“在现有的政党
中，青年选民多倾向大印尼
党及民主斗争党，接下来是
从业集团（Golkar）、福利公
正 党（PKS）及 民 主 党（De-
mokrat），其他政党则很少关
注。”苏门答腊岛的青年更多
支持大印尼党。

根据“政治指标”（IPI）
民调，也向受访者询问他们
对 2024 年总统侯选人热门
话题的看法。慕达迪说：“受
访年青人心目中的总统人选
有17位，除了中爪哇省长甘
查尔及西爪哇省长利度万的
些少误差范围，一般上没有
了以前主导（dominan）的热
门人物。调查的绝对性（ab-

solut）结 果 显 示 ，阿 尼 斯
（Anies Baswedan）以 15.2%居
首，甘查尔（Ganjar Pranowo）
以 13.7%紧跟，差距不太明
显。”足见支持阿尼斯的政党
和民众仍然围绕着他。

慕达迪表明，接着是西
爪 哇 省 长 利 度 万（Ridwan
Kamil）以 10.2%列第 3 位，然
后是乌诺（Sandiaga Uno）占
9.8%，现国防部长帕拉波沃
（Prabowo S）得9.5%。他评论
说：“之前支持佐科维总统的
选区和选民，在2024年竞选
中已显得分散，各有各的总
统人选。而阿尼斯的支持者
多得益于来自 2019 年拥护
帕拉波沃及乌诺搭档竞选总
统的地区。”

“政治指标”（IPI）的民调
也从族裔方面进行统计，调查
显示，爪哇族青年中有10.3%
支持甘查尔，而有12.2%拥护
阿尼斯，此外，阿尼斯也获得

15.5%巽他（Sunda）族青年的
支持。巽他族青年最拥戴的
是利度万，而帕拉波沃也颇受
欢迎。其他岛屿的族群可能
因数量不多而没有进行分析，
而当地选民对“侯选总统”的
支持，要看各政党在各省市的
表现了。

社交媒体上有不少评论
认为，因为“佐科维”已断然
拒绝“连任三届”的谬论，遵
守只任两届的宪法规定；这
让“执政党联盟”各自打起

“入宫”的算盘，并没有高瞻
远瞩地预选有胆识魄力、有
忠诚民望，能继承佐科总统
的国家领导人，然后齐心协
力地站台宣传、号召支持。
别大意得让反对阵营的“灰
犀牛”突然超车，2024年不但
丢失“宝座”还当上“在野
党”，那就不值了。从一份对
年轻人的“民调”，我们应该
看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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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外
交底气越来越彰显强势与张
力，越来越让西方列强国家，
在面对中国时失去方寸措手
不及。最近中美在阿拉斯加
会谈中，中国的外交手腕强
势应对，更是令美国朝野与
媒体大跌眼镜，因为中国面
对美国无视外交礼仪，肆意
干涉中国内政的霸道行径，
采取了针锋相对铿锵有力的
强势回击。

会谈开始，美方代表的
开场白严重超时，更充满敌
意，针对中国内政的新疆、香
港、台湾问题说三道四，无理
指责，完全失去外交礼仪底
线。但杨洁篪与王毅的应
对，一点也不给美国留面子，
话锋犀利，语气强硬，训责美
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耍赖

“强势”，中国不吃这一套，指
责美国应该改变对中国的霸
凌态度，表明中国绝不会在
核心利益问题上做任何让
步，过去的经验证明，贸易战
与科技战，美国都捞不到任
何甜头好处，王毅外长正告
美国应该改一改态度了。中

方的强势回应，大长了中国
人的志气，雪耻了百年来被
列强欺凌的耻辱，今天的中
国，已经不是被八国联军割
地赔款欺压的旧中国了。

双方会谈充满火药味，消
息传出，一直龟宿在白宫留意
会谈信息的拜登总统，心慌意
乱，心思不定，在登上白宫的
总统座机时，竟然失脚连跌三
次，一时间拜登三连跌的尴尬
视频传遍了全世界，成了网络
里的火爆笑柄。拜登的三连
跌，说明了拜登不踏实，内心
惶恐，身不由己。不由让人想
起三十多年前，英国首相号称

“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当年
在北京与邓小平谈判香港回
归问题，“铁娘子”仗着当时英
国与阿根廷开战，英国打了大
胜战。撒切尔夫人因此强势向
邓小平要挟延展香港租期，提出

“以治权换主权”，不在1997年把
香港归还中国的无理要求。

岂料撒切尔夫人却遇到
了一个有“钢铁公司”雅号的
邓小平，邓小平以中国强大
的核子底气，强势应对了撒
切尔夫人的无理要求，强调

“主权问题不能谈判”，如果
英国不能如期于 1997 年归
还香港，“中国将以自己的方

式收回香港”，解放军严阵以
待，做好了随时收回香港的
军事准备。撒切尔夫人碰了
一鼻子灰，面对大义凛然的
邓小平，无言以对。铁娘子
遇到“钢铁公司”，“铁腕子”
终于被钢铁火炉融化了，撒
切尔夫人气急败坏，心慌意
乱，当走出人民大会堂时，竟
然在阶梯下重重摔了一跤。
这一摔跤成了中英谈判史上
的经典笑话，更促成了 1997
年英国王子在香港把港英旗
帜，灰溜溜降下，结束了英国
对香港的一百年殖民统治，
香港从此正式回归中华人民
共和国怀抱，使东方之珠焕
发了中华民族的光芒。

至今香港回归 24 年了，
大英帝国仍然心有不甘，港
英余孽不断煽动废青“港独”
分子闹事，仗着美国佬背后
撑腰，近两年来，香港的“一
国两制”受到了“港独”的一
再无底线冲击，街头闹事，冲
击立法院，使得香港局势一
度几乎失控。两年来的“港
独”瞎闹腾，受损的是香港的
民生大计，终于惊醒了广大
的香港民众，也让北京中央
政府下了决心，必须斩断欧
美反华势力，妄图把香港作

为颠覆中国的桥头堡。中央
及时出手，2020 年由人大释
法，出台了港区国安法，一锤
定音，有序地把“港独”头目
一个个逮捕归案，把被利用
的废青严加管制扣押，一时
间令“港独”鸡飞狗走，抓的
抓，逃的逃，终于使得香港乱
局安定了下来。今年 2021
年，人大与政协两会期间，更
是高票通过了“爱国者治港”
的立法院选举方案，把乱港
分子彻底捻除出立法机构，
把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按基本法办事的“烂抄派”
分子清除出去，杜绝拔除欧
美安插在香港的反华棋子。
接下来，香港特区正在清理
司法机构里的英籍法官，把
司法机构交由爱国者治理，
以及舆论媒体与教育界里的
港英余孽，一一清除出去，让
爱国者治港，则香港就真正
实现二次回归了。

中国已经实际稳定了香
港的政局，正在引导香港民众
有序走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
设宏图，解决长期困扰香港的
住房与青年就业难题，一经中
央出手，天大的难题也办得
到。乱港分子已经无法回天，
美英又奈我若何？当今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力底气今非
昔比，五十年代的两弹一星，
当时的两霸美国与苏联，都未
敢动中国一根毫毛，如今中国
拥有战术核弹头，多艘航空母
舰，具有极大威慑力量。但中
国早已宣布，永不称霸，永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

当今中国，不管是军事、
经济、科技，方方面面已不是
欧美国家所能轻易压倒，欧
美国家对中国毫无办法，只
有靠舆论口水战扯皮了。美
国朝野心知肚明，如果没能
在三年内遏制住中国，美国
只好退居世界第二了。只是
单靠美国一国之力，已经无
能为力，拜登上台后，秉承美
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共识，
遏制打压中国是首要之务，
所以拜登团队正在设法拉拢
盟友，企图拉帮结派组成反
华大联盟（美、英、加拿大、欧
盟、澳洲、日本、印度）。因而
中美在阿拉斯加谈判中，美
国一开始就刻意示强耍赖，
正是试图做给盟国看，暗示
盟友：美国是强势领导者。
殊不料却被中国的“战狼外
交”顶了过去，美国吃不到外
交谈判甜头，拜登反而心慌
意乱连跌三跤，色厉内荏，临

阵脚腿发软，真是贻笑大方！
面对强大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美国盟友并不是铁板一
块，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好些
国家都在力求与中国示好，以
便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

“一杯粥”。拜登的三连跌与铁
娘子的摔跤，不正是高手过招，
胜负成败昭然若揭了吗？

拜登三连跌与铁娘子在人民大会堂前摔跤
■ 巴厘：意如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