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媒体5月3日报道，
美国和北约军队周六开始撤
离阿富汗。按计划将于9月
11 日前完成撤军；意味着这
场长达20年的战争将草草收
场，留下满目疮痍的阿富汗。

当年，美国高举反恐旗
帜发动阿富汗战争，引发一
场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灾
难。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战
争代价”项目统计，自 2001
年以来，阿富汗战争已造成
总计约 24.1 万人死亡，其中
包括7万多名平民。至今在
首都喀布尔，爆炸、恐袭仍是
家常便饭，当地民众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死亡随时降
临，社会发展更是深陷泥潭。

美国“军事”新闻网3日
报道，数十名曾在美国军方
担任“口译员”的阿富汗人4
月 30日表示，担心美军撤走
后他们会成为塔利班的袭击
目标，敦促华盛顿不要把他
们弃于险境。他们聚集在阿
富汗喀布尔，多年伴随美军
的穆罕默德·瓦利扎达(Mo-
hammad S Walizada)说“我们
主要希望被带到美国。这是
我们得到的承诺。”

据报道，这些口译员们

自称“被遗忘的战争英雄”，
他们抱怨自己与美国和北约
部队的许多合同突然终止。
据说，阿富汗全国约有3千名
口译员生活在对塔利班和其
他“圣战分子”的恐惧中，因
为他们曾与外国军队合作。
一名拒绝透露自己姓名的口
译员表示：“当塔利班得知我
与美军合作时，他们杀死了
我的兄弟。现在，我生活在
恐惧和孤立中。”

一些口译员展示了一条
横幅，上面写着“拜登总统，
请不要对我们置之不理”。
另一张海报显示，一名男子
用枪指着一名口译员，他在
一群美军士兵登上直升机时
呼救。“请不要丢下我们，你
们遗忘的英雄们。”他们不知
道，美军多年来“遗忘”了多
少战友？

《国际日报》29日刊载国
际锐评《这场20年战争是美
国干涉主义恶果的展示台》评
论：“亚洲发展银行数据显示，
54.5%的阿富汗人口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40.1%的适龄劳动
人口每天收入不足 2 美元。”

“20年时间，投入超过2万亿
美元，付出2400多名美军生
命——美国不仅没能实现击
败塔利班的目标，反而眼睁睁
地看着塔利班不断崛起。”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指
出，外国军队撤出后，阿富汗
内战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更加
血腥、漫长的战争。亚太基
金会的赫尔博士认为：“阿富
汗可能会像上世纪 90 年代
那样，重新成为滋生极端主
义的温床。”如此惨烈的结
局，是对美国这场漫长战争
最大的讽刺。可笑的是，美
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在发布
会上竟说：“希望其他国家能
够让阿富汗的主权受到应有
的尊重。”而美国“尊重”阿富
汗了吗？如此厚颜无耻的

“美式双标”，令人鄙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声

称选择从阿富汗撤军的原因
之一，是要去处理海外“其他
优先事项 ”，其中包括中国事
务；妄图把撤军同所谓“应对
中国挑战”挂钩，足见美国决
策者依然深陷冷战思维。何
况，美国官员曾脱口说出入

侵阿富汗，隐藏着就近搅乱
新疆的阴谋。美国谎称在阿
富汗“实现了目标”，却无法
掩盖这场战争的荒谬、残酷
与失败。

《亚洲周刊》第18期笔锋
《中美博弈得不偿失的吊诡》
的评论：“美国对华高关税与
各种制裁，机关算尽太聪明，
却害了自己。”“从世界的发展
来看，中美当前博弈的形势是
非常独特的局面，因大家的经
济利益都密切相连，犬牙交
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章分析：“美国总统拜
登上台后，各方以为他会把
特朗普的一些反科学、反智
的对华政策推翻，改而采用
与北京‘相向并行’的正面政
策，但没想到拜登还是沿袭
特朗普对华的高关税，甚至
在台海、香港和新疆问题上，
变本加厉，对北京施压。拜
登以为用关税来压制中国，
但其实都被商家转嫁给美国
的消费者，对中国企业反而
没有什么杀伤力。”

美国在新疆问题上以
“政治战”煽动盟友和企业排

除“新疆棉”；蛊惑说北京采
取“种族灭绝”、强迫劳动，要
全面抵制。但却拿不出证
据，而假新闻、假论文经不起
客观验证。连美国法律专家
都提出异议，而西方各国政
府也不愿为美国的无端指控
盲目背书。

最近，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长和21国驻华使节及外交官
探访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和阿
克苏等地，根本看不到侵犯人
权、宗教歧视及强迫劳动等现
象，更别谈所谓“种族灭绝”。

西班牙《起义报》网站
《霸权的终结》一文指出，美
国带着开创“新美国世纪”的
幻想迈入本世纪，但遭到现
实打脸，越来越多的中产阶
级陷入边缘化。美国的种族
主义阻碍各族裔的融合，证
据俯拾皆是。暴动的规模越
来越浩大、频繁，加深了种族
隔阂和仇恨。

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王
帆在《美式霸权暴露出重重危
机》一文中评论，拜登执政百
日，在外交方面强调最多的就
是“美国回来了”！潜台词是

美国想重新领导世界。然而，
特朗普政府已把美国的国际
信誉消耗殆尽。他大搞“美国
优先”、贸易保护主义，热衷于
单边主义，削弱了美国赖以发
挥领导作用的联盟体系。为
拜登留下“一地鸡毛”。

此外，美国在应对新冠
疫情的糟糕表现，已让外界
对美国的看法发生改变。白
宫不能摆脱疫情困境，帮助
其他国家，反而“甩锅”中国，
何以能领导世界走向新的发
展？美国只有在疫情防控方
面做得最好，开放疫苗援助
贫困国家，才能重新赢得世
界的信任。

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
利比亚、叙利亚……推行干涉
主义、祸乱世界。凡是被美国
武装干涉过的国家，都深陷政
局动荡、民生凋敝。美国“没
有资格”站在以霸权堆叠的道
德高地，打着“民主自由”的旗
号制造人权灾难，很多国家已
经“不吃这一套”！

不知自省的民族是不幸
的，也是危险的。不幸的阿
富汗人民应自省，团结重建
破碎的家园。危险的美国
也应自省、变革，免得第一
强国的“民主灯塔”渐渐黯
淡、被世界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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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咄咄逼人”这顶帽子，美国还是自己戴合适

■ 廖省：林越

美国能从阿富汗“一走了之”吗？

斗 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
地时间 2 日接受美媒采访
时，攻击中国在海外“越来
越咄咄逼人”，目的是成为

“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国
家”。这番以己度人的论
调，不过是蓄意强化所谓的

“中国威胁”，离间中国与世
界的关系，同时服务于美国
选举政治的需要。

似乎在美国一些人眼
中，别国维护正当发展权益
就是“咄咄逼人”，他们自己
四处搞“胁迫外交”就是理所
应当。这一为国际社会熟知

的“双标”做派，透露出浓浓
的美式霸权气息。但讽刺的
是，布林肯在采访中称，美国
的目的不是遏制或者打压中
国，而是为了捍卫中国正在

“挑战”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能把推行“美国规则”说
得如此道貌岸然，估计只有
美国干得出来。

然而，美国定义不了世
界。试图以“美国规则”偷换

“国际规则”、为其干涉主义
披上“正义”的外衣，这在国
际社会早已不是秘密。数十
年来，美国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什么是“美国规则”，那就
是通过咄咄逼人的“胁迫外

交”，包括武力威胁、政治孤
立、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手
段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

从在阿富汗、伊拉克、
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燃起战
火，到在亚非地区策划所谓

“阿拉伯之春”；从在欧亚国
家导演“颜色革命”，再到对
伊朗、古巴、委内瑞拉、中国
等实行“长臂管辖”，美国的
胁迫之手无处不及。

以中国为例。从奥巴
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
到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
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再
到拜登政府采取“竞争、合
作、对抗”的对华政策，美国

打压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人所共知。即便现在重新
扯起“多边主义”大旗、言必
称“规则”，美方也难以遮掩
其背后的政治图谋。

同样遭受美国胁迫的，
还有国际组织。由于美方
持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
诉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因法
官人数不足而陷入瘫痪，对
多边贸易体制造成沉重打
击。拜登政府上台后，到目
前为止态度没有发生太大
变化。在4月底召开的WTO
争端解决机制例会上，美国
代表再次拒绝了开启上诉
机构法官甄选程序的要求。

即便是美国的盟友，虽
然看到“美国回来了”的旗
号，但实际得到的并不是平
等，而是各种胁迫与刁难。

据俄塔社日前报道，布
林肯将在本周伦敦七国集
团外长会议举行期间，要求
德国关停“北溪-2”天然气
管道建设项目。丹麦《政治
报》近日披露，美国驻丹使
馆要求它说明是否使用华
为、中兴等五家中国企业电
子设备，如拒绝提供有关信
息或使用上述企业设备，美
使馆或将终止订阅该报。

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强
弱，在国际法上地位一律平

等，没有谁愿意接受胁迫。
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欧盟领导人视频峰会记者
会上明确表示，欧洲需要有
独立的对华政策。丹麦《政
治报》近日也称，不会对美
方的要求做出回应。美式
胁迫外交，碰了一鼻子灰。

究竟谁咄咄逼人、妄图
主导世界，人们早就看得清
清楚楚；中国发展是为了让
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无意
做“世界老大”，这一点也已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那
些沉迷于“胁迫外交”的美国
政客，实际上把美国推上了
一条“国霸必衰”的道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刚下
乡来到生产队，隔几天就通知
我们到大队部领取劳动工具。
除了锄头，扁担、土箕、耘田耙
等，还配给了蓑衣和斗笠。

斗笠是箬叶编成的。底
是一个用竹篾编成的圆锥形
的框架，直径约40公分，将已
加工漂白的箬叶铺在框架
上，再用棉线反复交叉将其
固定。斗笠外型极为美观，
轻巧，戴在头上感到通气，舒
服、轻便。戴在头上时只要将
带子系在下巴下，不管风前后
吹动，都不会掉落；不用时往身
后一背，即可大摇大摆走。

队里的村姑们得知我们
拿了斗笠回来，便热情地把我
们的斗笠抢了去。我们还没
有弄明白是什么回事，却见她
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叽叽喳
喳，一边飞快地用当时很流行
的红色塑料线，编织成一条不
到一公分宽的扁形带子，然后
把带子系在斗笠上，动作迅速

麻利，让人佩服。村姑把斗笠
让我们挨个试戴，看戴在头上
稳不稳，低头会不会掉下来，
感到满意了便对我们连连说：
好看!好看!说我们戴上斗笠像
农民了，然后，一阵欢笑，我连
连感谢。

大人告诉我们斗笠上要
写自己的名字，因为大家斗笠
都一样，容易混淆，有名字容
易认。我们便也在斗笠内框
架内写自己的名字。以后我
们发现，这里每个人的斗笠，
确实都写着自己的名字(一般
写户长名字)。一家有几个人
一般就有几顶斗笠，农民常把
斗笠挂在自家厨房门口。

斗笠在那个年代对于农
民来说是那么重要。斗笠可
防风吹、雨打、日晒。干农活
戴着它，出门走亲戚、赶墟也
戴着它。戴着它还可以保护
头部。对于我来说却还不止
这些，斗笠还让我看到了社
员们对我们知青的真挚感
情，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优良
品质。

刚到队里不久，我们参
加锄地劳动，一位知青因为
不熟练，在挥起锄头往下锄
时，锄头脱手而出往前飞去，
不偏不斜正落在一位社员头
上。一阵惊叫后，却发现那
位社员因为头上带着斗笠挡
了一下，结果斗笠砸坏了，人
头却没受伤。知青吓坏了，那
位社员非但没有责怪，还在事
后手把手认真教我们如何使用
锄头。知青要赔他斗笠钱，他
拒绝接收，让我们感动不已。

因为不习惯戴斗笠，知
青有时候上山，以为天气不
会下雨就不戴斗笠。一次我
们上山砍柴，进山时还是艳
阳高照，到了山里不久却见
乌云密布，顷刻便下起雨
来。我们只好砍些带有树叶
的树枝当伞躲雨，后悔没带
斗笠。我们正在望天叹气
时，雨声中突然传来呼唤我

们名字的声音。我们回应后
不久，就看见几个社员背着
蓑衣，戴着斗笠出现在我们
面前。他们手上还拿着斗
笠。原来下雨时有社员说看
见我们没戴斗笠就上山砍
柴，他们放心不下，便立刻到
我们伙食点门口，拿了我们
的斗笠，冒雨上山，一边呼唤
着我们的名字找我们。看到
我们浑身湿透，社员们心疼地
一边解下围在自己身上的卫生
裙把我们的头发擦干，把斗笠
往我们头上戴，接着把我们
装着柴的土箕挑走。风雨没
有停，刚才我还感到有点冷，
现在戴着斗笠，又看到社员
们如此关怀爱护我们，我的眼
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心里感到热
呼呼的，寒意全无……

还有一回也正是雨天，
我从外面回村，在村口小路
上，遇到一位老人家没带伞，

只用一杆芋荷当伞，因为自
己离家近，我就毫不迟疑地
把头上的斗笠解下，给这位
老人戴上，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已飞快地跑回家。第二天
中午，我在屋里听到有社员
叫我，走出一看，是位社员带
着昨天那位老人来找我。社
员告诉我老人从斗笠上看到
我的名字，就来到队里找我
归还斗笠。老人一再感谢
我，说昨天好在有我的斗笠
戴着，要不走五六里路回到
家将不知会变成啥模样。我
说带去就留着用，老人却一
再说，借用别人的东西要及
时归还人家呀。老人为归还
区区一顶破旧的斗笠特意找
上门，让我再次深受感动，我
再次看到劳动人民的高贵的
优良品质。

一顶斗笠在当时是两三
毛钱，但社员们却非常爱护
它 ，可 称 得 上 是“ 敝 帚 自
珍”。一般情况下一顶斗笠
修修补补也可用上几年，他
们都不随意扔弃。如果你在

田里，在墟上看到戴着破旧
斗笠的男男女女，你自可不
必感到惊讶，在那个年代“破
帽遮颜过闹市”,是很寻常的，
大家更多的是考虑肚子的问
题，至于戴在头上的斗笠美
不美，似乎不当一回事了。

如今的村里，留守的大部
分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新一
代农民都到城里打工，成为农
民工。过去的农田现大部分
已建成宅居或荒芜，农村已看
不到“以农为主”的模样。斗
笠原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的
生活必需品，现在却也随着时
代的变迁而在逐渐消失。

不管怎样，斗笠留给我
的那份情，那份意，我将深深
地记在心里。因为我从斗笠
哪里看到了农村当时的情
景，看到了中国农村农民勤
劳，节俭，朴素的优良品质，
真实感情，因为斗笠让我和
农民结下浓浓的情缘，牢牢
的情结。

（作者为归国的占碑前
华校老师）

告别
所有的告别，都值得珍惜，

唯有COVID-19除外；
所有的告别，都依依不舍，

唯有COVID-19除外。
2020年，最盼望快快到来

的告别，就是这种新冠肺炎病
毒。

2020年，人类最恨的共同
敌人，就是新冠肺炎病毒。

我们要告别寒冷的冬天，
我们要告别花儿变色的春天；
我们更要张开臂膀，迎接病毒
渐渐消退、疫情慢慢平缓的夏
天。

夏天，属于热情和明朗；夏
天，我们祈望疫情受控，可怕的
病毒离得我们远远的、远远的，
一生一世都不要说再见。

春去
期待，疫情闹闹腾腾大半

年后，随着季节的更替慢慢退
隐；期待，确诊和死亡的数字成
为固定的符号，走进历史记录，
不再日日递增和变化。

今年的春天虽然已经依时
来到，心理的花期却过于短暂，

犹如过眼烟云，一瞬间就消失
无踪。

我们曾相约于晚春，无奈
不少树木凋零，许多花卉衰败；
当东方的新冠已被打得七零八
落，西方的病毒还在暗夜浮游
和扩散，吞噬一具具鲜活的生
命。

期待夏季的来临，战疫的
凯歌唱遍寰宇，纵然无法连根
拔除，也能渐渐走向一个阶段
的清零；期待夏季的凉风，吹开
我们城市每一个住户的窗，报
告歼灭新冠的大好消息。

春去，去就去吧，夏风的荡
涤，夏阳的热威，总是会竭尽全
力，催熟秋的金黄，再穿越冬的
冰凉，欢迎下一个季节的春暖
花开。

夏风
夏季，虽然有时那么炎热，

让你在烈日下走得汗湿衣衫；
虽然懒洋洋地什么都不想做，
不愿想；但可爱的夏季一切
都是那样明晃晃的，没有病
毒躲在阴暗角落里阴阴发
笑，没有不冷不热的温度令
人无所适从；夏季，再热一些也
没什么，就让所有细菌和病毒

死在太阳猛烈的暴晒和煎烤中
吧。

可曾记得初夏的微风，舒
爽得让躺在小岛海滨草坡上的
我们安然小睡？

可曾记得盛夏的校园里，
炎热夏夜，我们带了藤席到水
上的小凉亭过夜？

还记得吗，那一年，我们在
夏季的泳池浸了一个长长的夏
季？

应该也不会忘记，「山竹」
台风对我们小岛肆虐的日子
里，狂风恶浪下，千万只鱼被卷
到陆地上，千万棵树木被连根
拔起？

夏的风，不要温柔如烫斗
的轻抚，不要猛烈似魔鬼的吞
噬，就不大不小最为好，沐浴如
清凉的风醍醐灌顶，浑身通体
的凉爽。

读书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

炎真好眠？是的，小时候听到
的流行曲，迄今还是耳熟能详。

世上的事，岂有绝对？人，
有勤人和懒人之分；季节，也有
日日珍惜、日日都是好日子的
欢喜和得过且过、岁月无情之
叹。

出游，将一副满是创伤的
身心交予青山绿水安放；出游，
把疲惫的心灵托付清风白云
消融。在僻静的老街小巷回
顾疫情的大小感人故事，到
繁华的商场追忆封关前后商
铺倒闭后又挣扎撑起的顽强
记录。

如果没有行万里路的条件
和兴致，又何妨抽空读一读书？

夏季的清晨阳台上，一
杯咖啡乌在侧，一卷书在手，
读几句，养眼；读几行，养身；
读几页，养心；读半卷，绿化
心灵；

黄昏，就坐在海滨的木长
椅上，一边看夕阳西落，一边欣
赏海浪的呢喃，看各色人等川
流不息，读另一部人性的大书。

漫步

与你相约在夏季，是的，上
一回，我们见面于冬季；这一次
约会，算是相隔太久的一次，从
早春二月到晚春五月；再从春
季退迟到初夏；也许，还要再退
到夏末吧？

只因疫情未灭，无法相见。
期待在江南，在妳昆山花

园别墅的水乡小巷与你漫步同
行，在跨河的拱形桥上与妳并
肩留影；我也请妳和芬拥住，让
我拍摄一张；

与妳殷殷相约在夏季，是
的，每一次我们都避开炎热的
夏季，最怕汗流夹背，烈日下中
暑，失去游兴；非常时期也只好
特殊处理：哪怕疫情暂缓，就小
住小游数日吧。

这一次，我们好想游遍妳
家园附近所有的水乡；

在夏季雨后的清凉中漫
步，我们畅谈人生的得失、背负
和放下；

在夏季的黄昏苍穹下，我
们议论生命的神奇和微妙，没
有穷尽。

与妳相约在夏季，那时节，
还是期盼疫情灭，万木长，全球
携手大和谐。

消暑
秋季出游，登高望远，看云

卷云舒，也看秋叶飘飞，铺满大
地成为金色的海洋，夏季出游，
我们牵手一起寻觅炎夏里的凉
秋。

到雅加达的本哲去吧，夜
晚乘上像一艘邮船般的诗路妮
酒店巨轮，驶向夜沉如梦的黑
色大海中，白天享受四围都是
森森林木的山中秋季，犹如与
喧嚣闹市相隔了一万年；

不妨再到人间最后的乐土
峇厘岛之北——京达玛尼吧!热
带的国度度度假，住上一个星
期，你可以将人生思索百回，一
生再也忘不了这美丽、寒冷和
寂寞的山区。

当然，有条件的话，也该到
厦门对面的金门岛走一走。半
小时的海程，时光载我们到现
代的世外桃源，既是城市里的
村庄，又是乡野里的都市；夏
季，这儿静悄悄的，老榕的巨
大浓阴像绿色的天空荫蔽了
探访小岛的游人。在你挥汗
如雨的时分，这儿是凉凉的
永昼。’

写于2020年5月22日

期待凉凉夏季
■ 香港：东瑞

■ 杨时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