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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到世界对立面
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 21日在纽约举行。这是一场特殊

时期的特殊会议。不同于往年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座无虚席，受疫情影

响，今年会议以在线方式举行，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10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观察员国政要和国际组织代表，通过视

频方式在峰会上发言。虽然大部分国家都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代
表各自国家发表讲话，但美国一开始只安排了常驻联合国代理副代

表发言。“特朗普政府认为，联合国成立 75周年是一个重要时刻，但

务必要在保持清醒头脑和重申决心的情况下纪念这一重要时刻，以
确保这个重要机构不忘初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谢里斯·

诺曼·沙莱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美国似乎忘记了，联合国的历史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背离初

心的恰恰是它自己。
在二战战火尚未散尽之时，联合国的设计者们致力于创建一个

避免战争、促进合作的国际组织。于是 75年前，51个创始国签署《联
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当时拥有这样初心的，也包括美国。

75年来，联合国逐步发展壮大，目前已有 193个会员国。作为全
世界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见证了各国守护和

平、建设家园、谋求合作的探索与实践，至今仍然充满生机。75年里
也不乏风雨，“廉颇老矣”的质疑、难以纾解的财务危机……联合国正

努力迎难而上。
然而，最大的挑战或许来自别处。“在 1945年，刚刚诞生的联合

国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为了每一个人，让世界的明天更加美好的理
想。”《是谁想让联合国消亡》一书作者、法国专家罗穆阿·梭哈认为，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危机的也正是这种理想。”

在多边主义舞台上演单边主义闹剧———近日颇为讽刺的一幕便
是，美国政府 19日“单方面”表示已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

并威胁联合国会员国，若不执行制裁将“面临后果”。
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联合国的缔造者之一，美

国已经与它自己的初心渐行渐远。
联合国大会 11日投票表决应对新冠疫情的广泛决议，督促会员

国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互助，169? 2的投票结果更是一个证明。那
个“2”中的美国，孤独而又倔强地站到了世界的对立面。

源自焦虑不自信
多边主义是人们历经劫难后的共同选择，试图亲手毁掉自己的

“作品”，展现的并不是“美国力量”，而恰恰是美国的恐惧。

恐惧源自焦虑与不自信。美国目前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街头

暴力此起彼伏，经济重创难有起色。近年西方的认同危机此起彼伏，
疫情更放大了这种焦虑。对美国民众来说，无论选择哪个阵营，日益

滋生的是愤怒与撕裂感。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分裂，美国人对未来出
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彷徨和不安。

一个走向社会分裂的美国，的确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共识，美
国政府所做的，却是把混乱带到世界舞台上。

近年来，美国致力于破坏大多数现存国际机制，在国际事务上常
常出尔反尔：稍不称心就“退群”、四处挥动贸易壁垒大棒……美国显

然已经走到了多边主义的对立面，似乎忘了自己也是现存国际组织
和机制的缔造者之一。二战后，美国认

识到建立国际规则有利于美国利益，

推动建立了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世贸
组织前身）等重要国际组织和机制。

今天，“美国优先”的套路已经不

再让世界惊讶，这种套路展示的也并
非“交易的艺术”，而是一个混乱、失序

又不讲信用的美国是如何与整个世界
渐行渐远。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

最大发达国家，美国不能正确面对他

国的崛起，更展现出一种极端并富有
攻击性的不自信，蛮横地推倒国际体

系中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一系列剧

烈变动，成为国际关系的最大变量。
殊不知，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

天，国际体系对于破坏者犹如一面盾

牌。美国射出的“子弹”，最终飞向的仍
是美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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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是“必需”

在全球疫情未平、经济低迷的当下，一个表
面“粗暴”、内部混乱的“世界领袖”，绝不是大多

数国家所乐见的。尽管与世界渐行渐远，但美国
并非没有改变的机会。

联合国 75岁生日，便是一个重要的反思契
机。我们看到，相关纪念活动以“我们想要的未

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重申我们对多边主义的

集体承诺”为主题。对世界来说，多边主义不是
一种“选项”，而是一种“必需”。

在给出这个承诺之前，每个国家首先要扪
心自问：自己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答案其实是

明白的：唯有同舟共济，才能迈步向前。一份联
合国民调显示，90%受访者认为应对全球性挑

战的国际合作必不可少，74%受访者表示联合
国作用至关重要。

我们还看到，尽管世界乱象不断，和平与发
展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全球化和多极化依然在

曲折中负重前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破茧而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越来

越多国家在认真思考前路。其中，中国倡导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追寻人类文明的群

星闪耀指明方向。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在联合
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重要讲话，尤其是

关于多边主义的内容，引发国际社会普遍共鸣
与肯定的重要原因。

作为现存国际秩序曾经的建立和推动者，
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是不是应该重温自己

的“初心”，回望来时的路？
中国有一句古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某种

意义上，美国真正的挑战者甚至美国的“敌人”
并不是别人，而一直是它自己。美国面临的最大

问题也并非大国竞争，而是“自己与自己的战

争”：如何弥合政治社会分歧，如何走向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眼下无疑是美国最需要团结的

时刻，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75年前，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代表们也

经历过疾病、萧条和战争，但他们抓住了机会，
播下了新的和更好的种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说，“今天，我们必须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我们”，也应该包括美国。

首席记者 吴宇桢

    联合国———二战后国际秩序最
经典的象征，迎来 75岁生日。在美国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庆祝的气
氛却并不浓厚。空荡荡的会议大厅，
是新冠疫情下的特殊写照，更是当下
国际社会的一个缩影：人们已经太久
没有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了。
眼下的美国，尤其缺少这样的气

氛。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之
一，美国如今却成为最大的破坏者。
一个对外推行单边主义、大喊“美国
优先”，动辄在国际事务中霸凌他国
的美国，一个内部混乱失序、不断撕
裂的美国，正与整个世界渐行渐远。
较之 75年前的美国，尤其人们心目
中期望的那个美国，它早已是初心背
离，面目全非。

■ 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 21日举行

■ 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摆放 2万面美国国旗，悼

念 20万新冠肺炎逝者

■ 反种族歧视抗议席卷美国 本版图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