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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
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丁（Vlad-
imir Putin）在对民众演讲时公
开承认分裂自乌克兰的顿涅
茨 克 人 民 共 和 国（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卢甘斯克
人民共和国（Luhansk People's
Republic）的独立地位，并且已
经开始下令向这两个地区派
遣俄罗斯“维和部队”。过几
天，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
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
行动”，随后兵分四路挥军乌
克兰。东部地区，俄军与顿涅
茨克人民军、卢甘斯克人民军
合流进攻，以“收复”两个共和
国的“失地”为目的，形成东乌
克兰攻势；东北部战线，俄军
与白俄罗斯军协同作战；南部
地区，俄军由克里米亚北上占
领赫尔松（Kherson）；北部战
线，俄军由白俄罗斯南下，包
围乌克兰首都基辅（Kyiv）。

眼下哈尔科夫（Kharkiv）、
马里乌波尔（Mariupol）等城陷
入热战，俄军依旧掌握主动；
俄乌双方也已经历过4轮代
表团谈判，但至今未有显著突
破。与此同时，金融、经贸、媒
体、科技、认知等非传统战线
同步打响，西方对俄罗斯祭出
严厉制裁与抵制。

俄罗斯决定采取军事行
动

俄乌冲突发展至今，可谓
是多重矛盾交织之果。外界
有很多声音都以俄罗斯“扩
张”来解释，从两个角度来讨
论，第一个是乌克兰的“火
药”，第二个是乌克兰的“地

缘”。所谓“火药”，意思是“火
药桶”，即乌克兰内部的不稳
因素，也指亲乌与亲俄的民族
断层线。我的另一个比喻是，
前苏联的东欧地区，其实是欧
洲的另一个“巴尔干”。 2014
年乌克兰爆发“广场革命”，推
倒了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
ukovych），这对俄罗斯来说是
非法政变，但对西方来说则是

“民主革命”。这场剧变随后
也引发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
危机，以及乌东武装独立的问
题。回顾俄乌历史互动，多数
乌克兰人后续的历史记忆与
俄罗斯有所冲突，要认为彼此
同属一个民族已是非常困
难。例如苏联时期，乌克兰曾
因苏共农业集体化政策发生
大饥荒；二战期间，也曾有乌
克兰人协助纳粹反苏，结果遭
到战后清算。我们可以看到
班杰拉（Stepan Bandera）这个
争议性人物，他是乌克兰独立
后被纪念的新偶像，但他曾与
纳粹合作、参与德国暴行。但
乌克兰反俄派总理尤申科
（Viktor Yushchenko）授 予 他
“乌克兰英雄”称号，在俄罗斯
眼里，这就是“历史修正主
义”。后来立场亲俄的亚努科
维奇上台，又废除了班杰拉的
称号。而上述历史情感冲突，
不仅存在于俄乌之间，也体现
在乌克兰人民内部。我们可
以看到亚速营（Azov Battal-
ion）这个极右翼组织，其原始
组成除了一些激进球迷外，便
是怀念纳粹时期的军事迷；被
编入乌克兰正规军后，美国也
知道这个组织有问题，所以曾
经注明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不能拨给亚速营，也是要避免

“资助纳粹”的争议。另外 俄
罗斯此次军事行动是冷战结
束以来对北约不断失望的一
次集中迸发，真正目标是阻止
乌克兰加入北约，让乌克兰

“去军事化”，至于其手段和采
取这种军事行动的规模，仍待
观察。因代价较高，预计美
国、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不会爆
发全面战争。

俄乌冲突是冷战的遗产
与大国竞争的结果

乌克兰和俄罗斯目前在
东欧发生的冲突不是一种令

人惊讶的冲突，而是至今仍在
持续的冷战残余的一部分，尽
管某些方面学者都同意早已
结束。柏林墙倒塌，而苏联已
解体。乌克兰目前的局势与
北约的扩张分不开，北约已开
始在东欧扩大影响力。北约
向东欧的扩张危及俄罗斯，因
为它有可能将最初驻扎在罗
马尼亚的弹道导弹转移到乌
克兰，并对俄罗斯构成潜在的
公开威胁。乌克兰离俄罗斯
很近，是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
缓冲区。然而，在 2014 年革
命之后，乌克兰政府改变了方
向，从接近俄罗斯转向接近北
约。这使白俄罗斯成为俄罗
斯与欧洲国家之间唯一的缓
冲区。

除此之外，传统地缘政治
在讨论国际结构时，往往是创
建在“认同稳定”、“疆界强固”
两大前提下，但其实地理的影
响力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
所以“历史以地理为舞台，地
理以历史为剧本”。地缘政治
的定义是：“在历史条件限制
下，空间、位置、资源会约束国
家的战略选项，并决定其命
运。”地缘政治从未随冷战退
场，只是躲在幕后。俄乌冲突
本质上，仍是海权与陆权的集
团之争。其中海权集团以英
美为代表，意欲维持19、20世
纪的海洋霸权。放到今日就
是西方坚持的“自由航行”
（Freedom of Navigation）。而
陆权国家则因欠缺海洋优势，
对待海洋方式变成“确保近海
要塞、拒止其他海权逼近、适
当机会扩张”。美英海权与俄
国陆权张力在乌克兰近年周
边冲突就很明显：克里米亚是
俄罗斯黑海舰队根据地，2021
年英军曾经闯入黑海，结果遭
到了俄舰炮击；若北约当真接
纳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俄
罗斯也将彻底失去在黑海的
优势。

西方学界讨论陆权，典型
的对象便是发动二战的德国、
以及随后崛起的苏联。英国
学者麦金德（John Mackinder）
等对陆权的描述，可以简化为
两个区域与一段名言：由欧亚
非 大 陆 组 成 的“ 世 界 岛 ”
（World Island），以及“世界岛”

的战略要地、位处乌拉山、长
江、喜马拉雅、北极圈之间的

“心脏地带”；据此可以得到一
个有名的推论：“控制东欧，便
能控制心脏地带；控制心脏地
带，便能控制世界岛；控制世
界岛，便能控制世界。”盛传于
世的日本战前“田中奏折”中
所谓“满蒙积极政策”也有类
似说法：“欲征服支那，必先征
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
服支那。”虽然麦金德之说未
必精准，却能呈现海权与陆权
的博弈关系。

冷战时代美苏之争，便是
海权对陆权的高强度围堵，而
乌克兰等东欧地区的变天，也
可以看成海权国家要瓦解陆
权国家对“心脏地带”的掌控；
如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同
样引发了欧美等海权国的紧
张，后者提出各种价值论述，
包括“反对威权扩张”等。其
实从地缘政治的战略来看，是
西方不能坐视陆权国突穿近
海进入远洋，以及要防止中国
整并“心脏地带”。而来自海
权国的封锁，正让中俄两个陆
权国家开始背靠背。其实中
俄未必真要掌控世界岛，但拒
止海权国的压迫却变成战略
要务。

当前流行的另一个地缘
政治学说是“攻势现实主义”
开创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
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
出的。他的地缘政治主张，背
景和麦金德又有不同：21世纪
初开始，体系发生东升西降、
权力移转。他假定地理诱因
导致邻国过多的陆权国都偏
好“攻势”，像美国这般“大岛
国”就应该成为“离岸制衡
者”，卸责陆权国相互厮杀，就
像过去的英国一样。米尔斯
海默主张，美国眼下要做的，
应是结合盟友阻止中国成为
区域霸权，因此必须协调改善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不是
卷入“心脏地带”的冲突、争夺
乌克兰等东欧地区。

结果这种“联俄制华”的
主张，让他现在受到西方学界
广泛批评，最近很多学生还连
署要求学校调查他“是不是受
到俄罗斯资助”。其实他有点
冤 枉 ，因 为 早 在 小 布 殊

（George W. Bush）时期他就反
对中东战争，诉求美国尽快回
防中国。米尔斯海默在中国
也受到相当的认可，读者很
多。主要原因是他虽呼吁美
国制衡中国，但理由不是为了

“自由民主”，而是他坦率承认
大国自然会维护自己的霸权，
阻止他国挑战。美国就是如
此。其实21世纪初期的冲突
并 非 突 如 其 来 。 杭 亭 顿
（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
明冲突论”、还有米尔斯海默
提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都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从伊朗、
朝鲜到乌克兰的摩擦。国际
政治有着无政府状态的残酷
性，所以我们不能像福山
（Francis Fukuyama）那样，期
待全球化可以弭平一切、创造

“历史的终结”，我们还是要尊
重地理的历史特性，才能确保
自己的选择空间。

亚太地区与东盟国家的
反应

这次美国明显叫不太动
欧洲之外的传统盟友，而且面
临了东西两线都要施压的尴
尬，如果加大在欧洲的压力，
印太战略就会被进一步掏
空。东盟这次非常谨慎，除了
新加坡外，都没有参加美国号
召的对俄制裁，整个亚洲只有
日韩新加坡与中国台湾地区
表现高调。台湾地区领导人
以及日韩是因为被美国架着，
所以没办法，但是印度与东盟
就各有打算。

东盟一向在这种大的冲
突议题上倾向保持中立，不然
容易自己先吵起来。总体就
是东盟必须要先形成我们是

一体的感觉，然后再看看怎么
处理。如果突兀的制裁俄罗
斯，只会让自己下不了台阶，
东盟一向务实也不会这样做，
目前应该是先观望，他们要屈
从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压力
也比较小。

在南亚的大国印度，其
60％的军备依赖俄罗斯，才能
做南亚大国，不是靠美国空心
的印太战略报告，而是极度仰
仗来自俄罗斯的支持，让印度
可以穷兵黩武。而且如果要
制衡中国，印度当然希望美国
不要浪费时间在欧洲，而是要
回来印太，因此也不会参加对
俄制裁，助长这个风气。总结
就是，印度有对俄关系的考
量，也有长远希望美国来印太
的考量。

说回东盟，那么东盟国家
要如何在美国推进印太战略
的现实下，处理大国平衡，防
止区域紧张，这个问题说到
底，就是要如何避免在中美博
弈日趋激烈下高强度选边，那
答案当然就是要避免被美国
绑上战车，像AUKUS这种东
西就要避免参与，另外像
RCEP要尽早推动落实，如果
区域经济与产业链深度互融，
就很难发生大规模冲突导致
强烈阵营撕裂、强制脱钩的经
济制裁。其余，也许越南也会
联想到自己70年代中期为了
终止波布种族迫害入侵高棉
的事而同情普京。

作者系 Assistant Professor
at IRSP（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
系 助 理 教 授）、Director at
President Development Center
（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俄乌冲突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
东盟如何处理大国平衡以及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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砧板
木制砧板更为常用，大多

数是由直径足够大的完整树
干切段加工而成。如今多用
塑料砧板，更卫生。

竹制蒸笼
竹制蒸笼是用竹片和木

架子做成的厨具，用于蒸制食
物。使用时将其放入装着沸
水的大锅中即可。

长筷子
长筷子用途广泛，可用来

夹取、搅拌和混合食物，如：打
散鸡蛋。

烹饪方法——火的妙用
不同的菜肴有不同的烹

调方法。以下是中式料理中
几种基础又常见的烹饪方式。

炙烤

炙烤即用火直接炙烤食
物。在汉语中的发音为 zhi
（印尼语读作ce），意为炙烤，
英语中相对应的单词为roast
或broil。

蒸煮
蒸煮是一种利用沸水

的蒸气使食物变熟的烹调
方法。在汉语中写作蒸，
zheng（印 尼 语 读 作 ceng），
但也常写作炊 chui（印尼语
读作 juei）。人们认为这种
烹饪方式不仅能保留食材
重要的营养成分，还能使食

物更容易入味。
中式蒸煮法是将竹制蒸

笼放入装着沸水的锅里来蒸
熟食物。蒸笼配有锥形顶盖
和有孔木制底座。放入蒸笼
的食物无需包裹，通过小孔直
接接触水蒸气。

不同于中式蒸煮法，印尼
本土蒸煮食物时大多用香蕉
叶包裹。产生这种区别的原
因是印尼传统美食添加大量
香料和调料，而中式饮食一般
不像印尼的食物那样使用繁
杂的香料和调料。

翻炒
翻炒即往锅中加入少量

的油，开大火快速反复地将食
材与调料搅拌在一起后盛
盘。人们认为这样的烹调方
式能够保留食材的鲜味和营
养价值，或者用更形象的语
言：“锁住”食物的原汁原味。
蔬菜就常使用这种方法来炒，
炒熟了后依旧美味。在汉语
中，翻炒拼音fanchao，字面含
义是“炒和搅拌”。英语用stir
fry来表示。

如果稍加注意的话会发

现，以上所有烹
调方法都离不
开一样东西，即
huo（火）。火的
确在中国美食
烹饪技术中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火候会直
接影响食物的味道和口感。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餐厅
的厨师在翻炒食物时，锅里燃
起大火。这其实是一种高级
翻炒技巧。

翻炒技术是移民印尼的

中国人带来的新式烹调法。
在此之前，印尼人只知道蒸、
煮、烤、炸。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多少年了，自从白宫悍然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华
为就一直受到美国的百般干扰
和抵制，甚至连华为高管孟晚
舟在途经加拿大时竟遭无理拘
押，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公愤。

美国以“信息安全”之名，
对华为与中兴施加限制的历史
可追溯至2012年。当年，美国
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发布报
告称，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
安全造成威胁，两家公司当时
明确否认。但中兴最终还是被
罚巨款，不过，华为却吹响了

“上甘岭”抗美的号角！
截至2016年，全球537个

4G网络中有一半以上采用了
华为的技术，而在90个4.5G网
络中，59个由华为提供。到了
5G网络建设时，华为更是一骑
绝尘。美国一直宣称华为硬件
可能有后门，让中国监视用户

通讯，控制5G基础设施。但却
不能提供可信的证据。

全球都明白，美国是不甘
心“科技霸权”衰败，而让中国
超越。全球权威的科学刊物于
去年4月发布《世界十大新科技
到底有哪些？》的研究报告，归
纳出当前最热门的科技：

一、量子计算机。以量子
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
辑运算、处理的物理装置。

二、液体活检。非侵入式
的血液测试，检测肿瘤和癌
症、辅助治疗的突破性技术。

三、人类细胞图谱计划。
根据独特的分子信息对所有人
类细胞种类进行定义，表述。

其余7项是：从阳光中收
集液态燃料。基因疫苗，即
DNA疫苗。深度学习与机器
视觉，从空气中收集净水，可

持续型社区，精准农业，以及
廉价的氢能汽车催化剂。

中国科学工作者经过多
年研究和拼搏，在一些领域的
科技水平已站在世界前列。
譬如：高铁技术、激光技术、5G
通信技术、反卫星武器技术、
高原铁路建设技术、巨型水电
站建设技术、排灌机技术、智
能机器人技术等等，都得到世
界科学界权威的公认。

除此之外，中国的超级稻
及其他农作物杂交技术、沙漠
绿化工程、太空航天科技、重型
挖泥船、陶瓷技术以及移动支
付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领先的，
为中国的崛起作出了贡献。

英国《金融时报》3月21日
刊登原题为：“对中国崛起为科
技超级大国的扣人心弦叙述
——中国迅速意识到数字霸权

的潜力，而西方仍然天真”的文
章。作者乔纳森·希尔曼在一
本描述中国科技向全球扩张的
书中，把读者引到美国蒙大拿
州(Montana)的小镇格拉斯哥
(Glasgow)，这个在其宣传T恤上
自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
方”。这例子似乎很突兀，但正
是在这里，作者深刻解析了中
国的通信技术公司如何横扫全
世界。

格拉斯哥镇地处偏远、人
烟稀疏，买不起西方制造的昂
贵通信设备。多年来，该镇居
民一直利用覆盖有限的网络勉
强应对，直到华为于2010年涉
足该镇。这家中国通信设备公
司以比竞争对手低30%的价
格，从当地电信运营商Nemont
手中赢得一份建设3G网络系
统的合同。Nemont深知安装中

国设备的政治问题，但他们向
美国政府致信表达担忧后，并
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他
们依法允许华为安装网络系
统，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希尔曼在书中根据事实详
细描述，当时华为赢得这项业
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其设备
价廉高效，况且当时美国政府
和美国电信行业对安全问题关
注甚少，而美国广大乡村地区
的数字化需求也被忽视。华为
电信技术在美国小镇的投入，
让当地民众确切享用到便捷、
廉价的网络通信服务，同时见
证了华为的蓬勃发展、专业服
务以及创新科技的超越。

随着特朗普当选总统，美
国的政策急剧变化。过分夸大
及担忧向中国科技公司开放美
国市场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白
宫的政策专注于削减中国企业
在美国的存在，华为和其他中
资企业的设备遭到美国政府禁

用。Nemont面临替换其现有设
备所带来的高昂成本。

希尔曼回顾了中国在过
去30年的变化过程：在数字
技术领域如何从无到有，壮大
到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战略
威胁。他将美国的失败归结
于未能认真对待风险以及未
能遏制中国企业从美国获取
大量技术。希尔曼抱怨西方
失去了机会，对截至2019年
美国仍有25%农村缺乏基本
的宽带服务而感到遗憾。也
对中国企业及其员工的决心
和努力表示钦佩。

时代的巨轮永远向前滚
动，美国妄图以“科技霸权”遏
制中国创新科技企业的发展，
注定以失败告终。从天宫空
间站、北斗卫星系统、华为5G
科技、大疆无人机等“中国制
造”，从美国格拉斯哥小镇禁
用华为的尴尬可以看出，美国
已无力压制中国的科技发展！

从美国小镇 看中国科技■ 廖省：林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