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超
级
大
国
﹄
扩
容

为
战
疫
敲
响
警
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h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视觉设计 /戚黎明

国际新闻 7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10日达成在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停火的协议。
截至目前，纳卡冲突已持续将近两周。应

俄总统普京邀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长
赴俄，就纳卡局势进行磋商。在莫斯科进行了

10个小时的谈判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同
意 10日午间起停火，并展开“实质性”会谈。

纳卡地区有“高加索火药桶”之称，位于

阿塞拜疆西南部，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双
方间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风云变幻的 2020年，让国际关系中流行
起一个名词“新常态”，大家似乎要习惯比之

前差的条件，比如产油国接受低油价，穷国接
受“债务炸弹”，但最让人难受的新常态当属

“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被大国“埋压”达四分
之一世纪的纳卡地区争端，以惨烈的交战形

式爆发，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都喊出“打到最
后一个人”。纷乱动态下，我们尝试来解答这

场冲突背后的三个问号。

战争打成啥样
截至停火前，打了半个月的亚美尼亚和

阿塞拜疆部队已显疲态，前线传回的画面显

示，交火区落弹数远不如开战头四天那般密
集，显见两个缺乏军工业的国家在弹药消耗

上存在短板，也为大国牵制提供了条件。
俄军事专家克鲁季科夫指出，阿塞拜疆

军队的进攻显得很随意，缺乏战术前瞻性，“用
兵死板到近乎无能”。然而，亚美尼亚人在纳卡

号称坚固的防御，在遭遇阿军大举进攻时也没
能完全奏效。“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决定性失

败，是这场冲突的特征。”换言之，亚美尼亚和
阿塞拜疆更像是大国眼皮底下的“锡兵”，看着

像他们在打仗，实际是大国在“过招”。

谁是冲突赢家
毋庸置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无法

支撑全面战争，可它们终究打起来了，谁会是

冲突的“完美赢家”？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很可

能算一个。目前美国在驻亚美尼亚大使馆有
2500人，规模仅次于驻伊拉克大使馆，其中

1200人属于美军特种部队。
更微妙的是，美国在冲突中表现“异常活

跃”。开战以来，由于阿塞拜疆军队使用大量
俄制武器，俄外交官在亚美尼亚变得很尴尬，

有美国背景的非政府组织（NGO）通过向反对

派控制的媒体注入款项，积极推进反俄宣传。
实际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是“NGO

乐园”。这些年，亚美尼亚曾反常地发生过多
次以俄使馆为抗议目标的游行，参与者以大

学生为主，皆来自反对党的青年分支，每人因
此获得五六千德拉姆（1元人民币约合 65德

拉姆）的报酬，这笔钱由美方机构支付。总之，
美国希望用地区冲突消耗俄罗斯的影响力。

“七寸”打在哪里
无论如何，俄罗斯不会离开高加索，也不

会放弃调停纳卡冲突，这块 4400平方公里的

“是非之地”坐落在欧亚大陆分界线与贸易能
源生命线身旁，使得“小国争斗”总能产生“大

国痉挛”。

停火前，亚美尼亚人在纳卡除了拼命抵
挡，还拼命轰炸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甘贾，这

里面也颇有奥妙。欧亚大陆只有三大能源和贸
易往来的通道，分别经过伊朗、俄罗斯和阿塞

拜疆。由于西方与俄伊不睦，每年有大量的贸
易需要靠小小的阿塞拜疆通过，而当纳卡地区

被亚美尼亚支持的地方政权实际控制后，这条

“欧亚大道”只有一段区区 60英里宽的“鸡脖
子”，位置就在甘贾城及其郊外的峡谷。

实际上，西方特别是欧洲赖以汲取高加
索乃至里海能源的三大管道，都要经过甘贾。

这意味着，亚美尼亚竭力让阿塞拜疆用不了
甘贾峡谷，也顺带送给俄罗斯一份厚礼，能通

过调停争端来跟西方交换筹码。
本报记者 吴健

新病例占全球四成
截至北京时间 9日晚上 9时 36分，美

国、印度、巴西这三个疫情“超级大国”确诊

病例数依旧在朝着更新的纪录“狂飙”，新
增病例总数占到了全世界的 40%以上。

也许 9日回落的数据让巴西人稍稍松
一口气，但巴西利亚大学流行病学家桑杰斯

还是很担心，因为很显然病例数下滑“仍不

到持续、稳定的程度”。可是，巴西等不及
了。在此前疫情稍有些许缓和的时候，餐

馆、公园和海滩就急忙重新开放，几乎半数
州政府已经允许学校复课。越来越多巴西

人走出家门，或是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市中
心的鹅卵石街道上参加桑巴舞派对，或是

在人挤人的海滩上享受日光浴 （见上图）。
最大城市圣保罗的交通拥堵也回来了。

更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口
罩越来越戴不住，许多巴西人忍不住闷热、

将鼻子露出来，甚至摘掉口罩。
“很快，我们将有 15万人死亡。”面对

政府放宽社交距离限制，里约热内卢联邦
大学流行病学家梅德罗尼奥很是担心。

如今，三个确诊病例数超过 500万的
“超级大国”正继续“你追我赶”。截至北京

时间 10日上午 6时 12分，新冠病毒已经
在 2.12?人口的巴西夺走了 148957条人

命，累计死亡病例数仅次于美国。印度则保
持着全球最高的单日新增速度，或许会在

本月底下月初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确诊病

例数最多的国家。

三大教训带来警示
三个疫情“超级大国”令人着急，淡化

疫情严重性，匆忙重启经济，为错误的防疫

措施“代言”……当全球新冠疫情步入新阶
段，这三国自疫情暴发以来这一路的各种

选择，对其他国家而言也是一种警示。

第一，都没能很好落实专业建议。制造
出来的羟氯喹“神话”，传播练瑜伽甚至是

服用砒霜“以毒攻毒”的防疫偏方，不仅不
能帮助人们有效预防，反而将民众的健康

置于危险之中。

第二，在疫情之初都没有充分认识严
重性，未能采取及时有效措施。政府在防疫

协调上无法达成一致，甚至相互对立，导致
民众无所适从, 在加剧民众的不信任感同

时，也增加了疫情蔓延的风险。
第三，面对经济与防疫这道“鱼与熊

掌”的难解之题，它们都选择了经济。然而，

匆忙让人们回到办公室、酒吧、餐馆，并不
能让这些国家走出困境，反而在疫情扩散

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终拖累经济。

如今追究这些国家在疫情暴发之初究
竟做错了什么，并不能让过去的这几个月

重新来过。但采取科学而果断的防疫措施，
任何时候都不晚。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说的，“任何情况都可以扭转”，但只要
新冠病毒还在我们身边，“来之不易的进展

也很容易得而复失”。 本报记者 齐旭

招生涉嫌歧视亚裔和白人
耶鲁大学被美司法部起诉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司法部 8日起诉耶鲁

大学，指认这所常春藤联盟院校在本科招生过
程中歧视亚裔和白人申请者，违反《民权法》。

司法部对耶鲁的调查源于多个亚裔团体
举报名校招生歧视。调查发现，在申请者学业成

绩相仿的前提下，亚裔和白人学生被录取的几率

仅有非洲裔学生的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按照

多名官员的说法，耶鲁把种族作为招生过程多个
环节的考虑因素，“对班级实施种族平衡”。

美国最高法院在以往裁决中准许高等院
校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促进学生构成“多样

性”，但必须加以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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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外长莫斯科会谈达成协议

“高加索火药桶”熄火 三问号解开?

加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破 500 万的“超级大国”
队伍的第一天，巴西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降到了 3.16
万，比前一天回落了 1万,但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