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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新 年 伊 始 ，中
菲关系就迎来具有决定意
义的盛事，菲律宾新任总
统马科斯自 1 月 3 日起正
式开启为期三天的访华之
旅。毫无疑问，中菲两国
最 高 领 导 人 继 2022 年 11
月泰国曼谷非正式会谈后
不久的再度会晤，将对中
菲对话与合作产生举旗定
向的顶层引领作用，这也
正如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
长那丹尼尔·英佩里亚尔
所言，此次访问将为未来
五到六年的中菲关系定下
基调。

诚 然 ，中 菲 之 间 存 在
着诸如南海争端之类的分
歧，但对两国来说，进行对
话与展开合作是必答题，
而不是选做题，而管控分
歧和擘画合作蓝图显然构
成了中菲最高领导人会晤
对话的主要内容。

在对华进行对话与展

开合作方面，菲律宾马科
斯新政府有其诚意，更有
急迫性。中国是马科斯就
任总统以来出访的第一个
东盟以外的国家，而对此，
那丹尼尔·英佩里亚尔直
言：“此次访问将标志着马
科斯总统首次对东盟外的
国家进行双边访问，也是
他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中
国”，这充分展示了马科斯
政府对中菲关系的重视。
在逻辑上，马科斯政府对
中菲关系的重视源于其与
中国进行对话和展开合作
的急迫性。

其 一 ，马 科 斯 历 来 秉
持务实的为政之道，也是
两国人民之间传统友谊不
断加深的见证人，更是中
菲两国务实、友好合作关
系 全 面 发 展 的 开 拓 者 之
一。因此对华展开对话与
合作，是其务实执政在对
外关系中的延伸，以及对
传统历史的继承，“马科斯
政府希望在多位前任总统

和过去数代人的努力成果
上继续建设两国关系”。

其 二 ，对 华 展 开 对 话
与合作有利于马科斯兑现
竞选承诺。经济复苏与社
会发展是马科斯竞选承诺
聚焦的关键词，而推动互
联网、道路、农业和航运等
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投资农业、降低
电力成本、吸引外国投资、
改善农业设施和数字基础
设施等则是主要内容。

当前，由于疫情、能源
危机、粮食危机及通货膨
胀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与
社会正处在“最脆弱的时
刻”，而在马科斯看来，与
中国的关系对菲律宾经济
举足轻重，他为此不仅支
持“大建特建”计划与“一
带一路”倡议对接，而且希
望“把农业作为经济增长
的关键。”由此来看，中菲
对话与合作也有着广泛的
空间，将“大建特建”计划
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以

外，两国在农业、新经济、
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和贸
易合作也都将大有作为。

其 三 ，加 强 两 国 高 层
对话与顶层引领还是中菲
有效进行分歧管控的重要
政治保障。客观上来看，
菲律宾国内就中菲南海争
端有着十分多元、热烈的
讨论，马科斯政府因此也
面临着来自反对党、利益
集团甚至是军方的显著压
力；同时，这也是中菲对话
与 合 作 必 须 迈 过 的 一 道
坎。

当 然 ，这 并 非 意 味 着
中菲纠结于南海的分歧或
者将之束之高阁。正视两
国在这一议题上的分歧，
正确看待南海分歧在中菲
对 话 与 合 作 全 局 中 的 位
置，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加快磋商“南海行
为准则”，以及在南海有关
海 域 开 展 共 同 开 发 等 多
边、双边渠道上，双方一直
在“求同存异”，共同为构

建南海地区聚焦于和平与
合 作 的 地 区 秩 序 献 智 献
力，一道推动双边对话与
分歧管控渠道顺畅、深入
与富有成效，避免误判和
建立互信。

其 四 ，重 视 与 中 国 展
开对话和合作是马科斯政
府对外交往不可缺失的重
要一环。客观来看，菲律
宾对外交往带有明显的总
统个人色彩，相比之下，马
科斯并无杜特尔特较为浓
厚的“厌美”情绪，有的却
是较为强烈的对美发展盟
友 关 系 的 意 愿 。 着 眼 于
此，马科斯在与拜登会谈
中 确 认 美 菲“ 根 深 蒂 固 ”
关系和公开表示“不能想
象菲律宾的未来会没有美
国”，美菲加强高层往来，
也就不足为奇。

但 这 并 非 意 味 着 ，马
科斯政府的对外交往将呈
现出颠覆性的变化，由此
前坊间热议的“疏美亲中”
转向“亲美疏中”，或是在

中美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
“选边站队”。12 月 15 日，
马科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曾清晰阐述菲律宾政府的
外交政策，奉行独立外交
政策、致力于和平与追求
国家利益、保持中立构成
了马科斯政府对外政策的
核心特征。因而，对马科
斯政府来说，当美菲关系
出现转圜，进一步确认中
菲对话与合作的延续性和
稳 定 性 自 然 也 就 迫 在 眉
睫。

显 然 ，中 菲 已 经 迎 来
了“后杜特尔特时代”，但
在马科斯政府时期，两国
也应该有耐心、有智慧、有
信心排除干扰和加强分歧
管控，推动中菲对话与合
作保持延续性，避免颠覆
性，保持务实性，避免激进
化，进而促使中菲全面战
略合作关系行稳致远。（本
文作者：葛红亮，东博智库
高 级 研 究 员 ，中 国 广 西 民
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

■ 南海之声

归纳 10 年来的经验，中
国发现传统的“软实力”方
法很难有成效。北京在推
广形象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却没得到“西方民主集团”
的善待，连孔子学院也被他
们视为中国宣传的基地。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
增长，西方团伙的仇华心态
也与日俱增。

中国认识到，重要的并
非事情的真相，而是媒体上
的报道方式。当今世界的
新闻内容多由西方用英语
制作，甚至连中国的邻国也
通过西方视角看待中国。
所 以 是 对 是 错 ？ 是 真 是
假？大多 由西方说了算。
中国“贫困”也错，“发展”
也错，动辄得咎。

北京开始醒悟：“谁控
制了话语权，谁就控制了权
力。”很快，中国展现了新
的外交策略，去年 3 月，杨
洁篪的“中国人不吃这一
套”震惊西方！中国的外交
官和专家在社媒上留言，在
各种国际平台发表看法，这
些都是北京打造“话语权”
的一部分。

《今日俄罗斯》网 28 日
刊登题为《对西方舆论战，
中国展示一种令人惊讶的
新武器》的文章称：“总结
2022 年——这是困难的一
年，有新冠疫情还有中美对
抗升级。”著名政治学者袁
鹏写道：“真假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谁控制话语。”指
出西方媒体诋毁中国，成为
这 个 时 代 的 主 要 特 征 之
一。造谣抹黑、甩锅、双标
……层出不穷。

这个时代将成为“后真
相时代”，公众舆论不是由
事实而是由情绪来主导。

那些能引导公众情绪、“带
风向”的人成为左右舆论的
人，所引发的情绪成为“话
语”，成为全球政治的“核
心”。中国及时认识到其严
重性，开始积极争取正当的

“话语权”。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

学院发表题为《从软实力到
话语权：中国外交政策的新
理念》的分析，围绕“话语
权”的斗争已是全球混合对
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
是 抗 衡 西 方 的“ 话 语 霸
权”，并不是将其推翻。一
个替代西方话语的现实将
逐渐形成。而中国所说的

“话语权”并不限于书面文
字，连科技、金融和管理标
准也被包含在其中。

《亚洲周刊》刊载童清
峰《关中新书剖析美国霸权

台湾专家揭国际关系新
趋势》的评论：“前台湾考
试院长关中推新书《美国霸
权的衰退和堕落》，认为有
三大原因导致美国衰落。
在台海问题上，他认为美国
不敢打中国大陆，台湾只能
避战。”

文章介绍，关中祖籍辽
宁 丹 东 ，1940 年 生 于 天 津
市。台湾国立政大毕业，美
国佛莱契尔学院外交法律
硕士、国际关系博士。曾任
政大副教授、台大副教授、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考试院
院长。著作包括《国际社会
与国际关系》等 60 余冊，享
誉学界。

其新作以数据说明过
去 110 年来世界最强的美
国何以走向衰落。美国总
认为自身成功的例子应被
别国效仿，独尊资本主义；

以“ 利 他 主 义 ”包 裝 其 自
私 ，以“ 自 由 、民 主 和 人
权”、“解救被压迫的人民”
为口号发动战争。这种“假
正义”的做法使其外交言行
不一，方法及手段極为恶
劣，失去了国内外民众的信
任。美国霸权的衰退，究竟
是做错了什么事？在拉美、
中东、东南亚、南太诸岛、
非洲……例子俯拾皆是。

5 月 13 日，美国与东盟
召开特别峰会，美国承诺的

“援助”不足东盟塞牙缝，
条件却不少。东盟托辞 11
月将与美国升级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至今不了了
之。总统拜登 23 日在东京
启 动“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
(IPEF)，首 批 13 个 国 家 参
与，出发点是配合美国的

“印太战略”，服务于美国
的利益，而非关注本地区疫
后经济复苏和发展。

第九届美洲峰会 6 月 6
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但多
国领导人缺席，峰会不欢而
散。因中国与“太平洋岛
国”关系加深，拜登政府 9
月 30 日承诺恢复荒废多年
的双边外交关系，签署首份

“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战
略”，任命美国首位太平洋
岛国论坛特使。

12 月 13 日至 15 日，非
洲 49 名领导人飞往华盛顿
参加美国-非洲峰会。拜
登在峰会说，要采取多项措
施支持非洲发展，称将投资

“3500 亿美元”援建非洲。
但白宫稍后公布拜登演讲
实录时，“3500 亿”这数字
变成了“3.5 亿”，闹了个国
际笑话。还有专家认为：

“从美国政府过去的表现来

看，对非洲的‘承诺’往往
是空头支票。”。

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大
陆投资，建设道路、桥梁、
机场甚至一座座新城市。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评价，中国在非洲是一个更
负责任、更透明、更可靠的
合作伙伴，不像西方金融机
构那样在非洲全力搜刮民
脂民膏。孰是孰非，非洲人
民心中有数。

非洲许多经历战乱或
政变的国家如安哥拉、刚果
等被西方抛弃，中国成了

“救生圈”。本世纪以来，
非洲外债总额增长 5 倍多，
达 7000 亿美元，中国的基
建贷款仅占 12%，西方利息
贷款占 37%。但西方却抹
黑中国设下“债务陷阱”，
是“新殖民主义”。

中国外长王毅 12 月 25
日在 2022 年国际形势与中
国外交研讨会上，介绍 2023
年中国外交的任务：一要更
好服务保障元首外交和中心
工作。二要统筹拓展全方位
外交布局。三要不断汇聚全
球治理最大公约数。四要积
极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五
要持续筑牢捍卫国家利益坚
强防线。六要着力提升国际
传播力和话语权。展示了信
心与魄力！

进 入 2023 年 的 美 国 ，
“美元霸权”在双边交易中
被削弱，“军事霸权”从阿
富汗撤退后威名不再；“科
技霸权”只剩下高端芯片能
抵制中国。因为防疫失策、
通货膨胀、金融拮据、贸易
战失利，美国的“媒体话语
权”在中国的反击下将逐渐
丢失阵地。

火树银花不夜天，
迎新送旧又一年。
如歌岁月呈祥瑞，
大地回春丽色添。
巴厘：许巧云题诗

四处喇叭岁暮天，
烟花一夜到新年。
西风拂尽乡城俗，
街市彩灯晩景添。
棉兰：廖世敬唱和

迎新送旧又新年，
岁月流离益寿添。
地老天荒时境变，
光阴一去不回迁。
棉兰：田心唱和

百花齐放艳争春，
揭地掀天若有神。
峰会连连传大捷，
神州气象焕然新。
棉兰：许菁栽唱和

辞旧迎新感慨千，
新年圣诞庆连间。
疫情告别免衰退，
经剂繁荣追赶先。
棉兰：孙国静唱和

春满乾坤百日红，
迎新辞旧古今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棉兰：寒松子唱和

星移斗转换新天，
大地回春又一年。
日月耀辉歇细雨，
光芒万丈吉祥添。
棉兰：邓喜来唱和

威风寅虎缺善陈，
寄望卯兔有新声。
战火俄乌得平息，
台海两岸叶归根。
棉兰：陈德贤唱和

礼炮声中除旧岁，
一年万象复更新。
千祥俱向早春至，
百福尽随元旦临。
棉兰：凌云雁唱和

翻完旧历又一年，
岁岁逢春锣鼓喧。
人际祥和结友谊，
笙歌处处尽欢颜。
巴厘：意如香唱和

鞭炮烟花不夜天，
欢声笑语候新年。
暖风催醒花虫梦，
碧水映蓝杨柳尖。
中国：童行早唱和

一脚踏进新一年,
疫情逃遁怕扬鞭。
东方天空闪火花,
拜登挣扎夜难眠。
一年一年又一年,
儿孙自有天一片。
生活自理亦福泽,
开开心心寿自巅。
巴厘：容仙翁唱和

冬去春来万象新，
朝阳逢勃宇寰宁。
天灾人祸随风逝，
四海昇平盼月明。
棉兰：黄升榕唱和

迎新辞旧接新年，
竹炮声声响彻天。
贺岁年华通瑞运，
牵引老少健康延。
万隆：文苗唱和

五彩缤纷除夜昔,
一年容易又年喜。
声声唢呐幸福唱。
春满人天世界诗。
占碑:郭春明唱和
光阴荏苒又一年，
日月如梭岁数添。
黑夜悲伤成往事，
朝阳在望梦来圆。
万隆：陈星唱和

迎新辞旧百花妍，
千岛人家庆贺年。
国泰民安新冠灭，

只争朝夕再扬鞭。
雅加达：苏歌唱和

烟花爆竹响连天,
辞旧换新又一年,
趋向上游凭意志,
多增劲力尽挥鞭.
棉兰：文平唱和

燕舞莺歌又一年，
花开瓣落近春天。
辞旧迎新添洪运，
紫气东来福泽绵。
棉兰：雁儿唱和

辞旧迎新又一年，
喜忧参半历练添。
世间万物皆因缘，
执念放下换新颜。
万隆：侯斐珍唱和

送旧回思错过愆，
迎新计划力周全。
人生苦短单程路，
服务众生效古贤。
北干：李庭蓁唱和

■ 林 越

（唱和诗）迎新辞旧

美国“霸权”在 2023年的趋势

中菲合作是必答题，不是选做题

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
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
曾经彷徨过 哭过也笑过
眼前浮现着漂泊的身影

无意间听到祁隆演唱
的《人生路》，且不说他那
略带沧桑的歌声和优美的
旋律，第一段歌词立马唤
起了老马的久远回忆，仿
佛又看到当年的自己在坎
坷的寻职路上彷徨无助的
身影……

几 天 前 老 马 庆 生 ，邀
约几个老友聚餐，已近三
年没见面了，大家都互祝
能熬过疫情，话匣子一打
开，畅聊往事，点了几样久
违了的美食，大快朵颐，宾
主尽欢。

打开卡拉 OK 设备，键
入歌手祁隆的名字，出现
了他在菜单里唯一的一首
歌，歌名用印尼文拼音，不
知什么歌？有点失望，试
点开，没想到居然就是那
首《人生路》。

短暂而又漫长的这段人生
不知在哪个驿站我们相逢
曾经付出过 恨过也爱过
到现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

在故乡有位对他倾心
的友族女同学，终因远走
他乡，情缘无疾而终。唱
到第二段歌词的时候，想
起“佳人几许难相忘”，感
触良多，老马的声音都有
些哽咽了。

有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
有谁能够打开生命的枷锁
这段人生路 有谁陪着我
谁又能把握人生的潮起潮落

经过近 40 年的打工生
涯，看透了人世间的爱恨
情仇、悲欢离合。副歌部
分，老马尽情倾诉，唱出了
自己的人生感悟。

谁能知道幸福是怎样的生活
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
谁能静下来 为自己想过
如何能趟过人生的这条河

最 后 那 一 段 歌 词 ，让
迈入古稀之年的老马更是
感慨万千，回想数十年红
尘烟雨，想起《红楼梦》的
那句诗：三春去后诸芳尽，
各自须寻各自门。在眼眶
里徘徊的泪水终于悄然流
下……

回首人生路
雅加达：苏歌

（闪小说）

天上云朵沉沉，
夜色朦胧灰暗，
我 虽 看 不 见 我 却 感 受
到，
因为我提着一盏灯。
我愿我是一盏灯，
细弱蒙蒙的光线，
余辉依旧照四方，
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热爱自然，
保护自然，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山的厚重卓拔，
水的圆融通脱，
以山水为喻，
道 出 人 和 大 自 然 的 融 为
一体。

珍惜自然，
注意环保，
亦如保护自然，
保护自己。
为己取利，
移山填海，
破坏自然，
为害众生。

仁者与智者

夜行人

诗二首
雅加达：王芳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