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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 24日在

白宫举行会晤，交谈中两人不但“认了亲”，莫
迪还向拜登发出邀请，希望他尽早访印。

可表面的和谐消除不了印度的担忧。“澳
英美联盟”宣布成立时，就有多家印媒认为，

美国答应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却一直
拒绝印度租借或购买核潜艇，这不但凸显了

美国对印度的不信任，还可能削弱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的影响力。

莫迪拜登“认亲戚”

莫迪与拜登 24日举行会晤。“我们是亲
戚吗？”提起自己家族有印度分支时，拜登抛

出这样的问题。莫迪开玩笑地回应：“是的！”
当然，对莫迪而言，此次美国之行的意义

不止停留在话家常、套近乎。
莫迪透露，他与拜登讨论了印美如何进

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和

气候变化等关键挑战。“与美国总统拜登、澳
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及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讨论

是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他在推特中写道。
而在前一天与印度裔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的会面中，莫迪不仅盛赞她是“真正的朋友”，
还表示“在拜登与哈里斯领导下，印美双边关

系会达到新高度”。

美国“不带印度玩”

与莫迪说辞中流露出的乐观不同，在“澳
英美联盟”官宣成立后就有诸如“‘澳英美联

盟’取代‘四国安全对话’”“美国觉得澳大利
亚比日本和印度更可靠”等言论流出。印度怀

疑自己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已然下降，当前
美印可能正处于一段复杂的关系里。

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南亚研
究中心主任张家栋看来，美国“不带印度玩”，
是自然且正常的。因为印度并非盎格鲁-撒克

逊国家，印美关系与澳英美之间的关系本就

无法相提并论：
其一，美英之间有特殊而又密切的“血

脉”关系。美国原属英国殖民地，在两次世界
大战及其他重要战争中，两国始终站在一起。

这种关系连德法等国都无法代替，更别提印
度。所以，类似核潜艇这样的核心军工技术，

美国过去绝不会同英国以外的国家分享。

其二，这次决定带上澳大利亚则是由澳
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澳英美联盟”

是美国在冷战后首次把核心军工技术扩散至
第三国，因为澳大利亚既是五眼联盟成员国，

也是英语国家。过去澳大利亚由于实力欠缺
长期不能进入圈子，现在既然得知它有建核

潜艇的意愿，美英也不拒绝。
相比之下，印度虽然在美国转向亚洲的

战略中地位重要，却难以让美国交心。

印度自有“小心思”

因此，面对美国的拥抱，印度虽然欣喜，
却也有顾虑。

张家栋表示，印美只是战略伙伴关系，随
着印度国际地位提高、国际市场扩大，和印度

搞好关系符合美国利益。而印度之于美国的
价值主要体现在战略、经济、政治三方面：战

略上，中国崛起给印美带来不小压力，双方都

需要寻找外力制衡中国；经济上，印度有十几
亿人口，美国打入印度市场，前景光明；政治

上，印度积极渲染“民主国家”身份，主动贴靠
甚至加入美国领导的所谓“民主阵营”。

“印度自诩大国，自认为和日本等国不
同，不该被看作美国的小伙伴。”张家栋指出，

这些自以为是的价值感给了印度在美国面前

自视甚高的理由，但美英澳签订核潜艇协议
难免令印度眼馋和失落。

要想获得美国全方位支持，无疑需要政
治军事领域的结盟，但结盟难免自我矮化，有

违印度的不结盟外交传统，有损其自诩的大
国地位。印度一直试图在谋求美国支援的同

时不损失自身独立和大国地位，这种贪念时

而令印度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不可否认的是，印度肯定是想利用中美

矛盾，为自己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张家栋表
示，但印度在选边站的同时又难免心存顾虑，

美国很清楚印度的这些“小心思”，自然不会
像看待英澳等盟国一样看待印度，因此双方

都在接近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步调和距离。
王若弦

美日印澳四国机制
举行首次线下峰会

    新华社华盛顿 9月 25日电 美国总统拜

登 24日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澳
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四国

机制”首次领导人线下会议。
据白宫公布的会晤合作清单，四国表示

将在疫情应对、卫生安全、基础设施、气候变
化、人文教育、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安全和

太空等领域展开合作。

舆论普遍认为，“四国机制”显然针对中
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任何地区

合作机制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
益，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

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
心，注定不会得逞。

阿巴斯要求以色列
一年内撤出巴领土

    本报特稿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24日在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要求以色列
在一年内撤出其 1967年占领的巴勒斯坦领

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并威胁收回对以色列国
的承认。

阿巴斯在视频发言中说，在接下来一年
中，巴勒斯坦愿意在中东问题“四方机制”帮

助下，根据联合国决议致力于解决边界线划

定和所有最终地位问题。他强调：“如果不能
实现该结果，为什么还要保持承认以 1967年

边界为基础的以色列国？”
阿巴斯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

的政策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关于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的决定至今仍未得到维护和执行”，巴勒

斯坦将就以色列占领巴领土的合法性问题向
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他提到，目前巴勒斯坦与美国正在进行
旨在恢复巴美关系的建设性对话。“我们将竭

力在这项努力中取得成功，以创造有利于迅
速达成最终政治解决方案、结束以色列对我

国占领的条件。”
在阿巴斯看来，“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

该地区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一次又
一次为和平伸出双手，但仍然无法在以色列

找到一个相信并接受两国方案的伙伴。”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丹当天回应说：

“真正支持和平与谈判的人，不会从联合国平
台发出威胁和最后通牒。”

以色列在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
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在上述两地兴

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则坚持建立一个
以 1967年战争之前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

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表示除非

以色列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
绝恢复和谈。

■ 莫迪与拜登在白宫会晤

■ 默克尔的招牌菱形手势 本版图 GJ

美国有没有把印度当“自己人”？
“澳英美联盟”或削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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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别默克尔 德国或结束“黄金时代”
习惯于求稳但必须适应改变

    16年时间，足以让人习惯或是厌倦她

的存在。但无论哪一种，不论乐不乐意，德国
总理默克尔的时代都将在 2021年结束。

16年时间，也足以物是人非。默克尔
2005年上台时，欧盟还算团结，美国也还将

德国视作重要盟友。但现在，当她即将退休，
英国和欧盟的“脱欧”拉锯战还没结束，德国

人对美国的印象也不再正面。

习惯于求稳的德国人和正在适应改变
的欧洲人，都急需适应没有默克尔的日子，

以及这个变化的世界。

低调且沉稳
对于 17岁的德国学生阿尔布雷希特来

说，总理一直都是这个留着干练的齐耳短

发、身着纯色大号西装和深色长裤、脚踏平
底皮鞋、两手摆放出招牌菱形手势的女人。

默克尔的标志性形象一成不变地保持

了 16年。“我从来没有迷恋过所谓‘时尚’之
类的东西”，低调且沉稳，是默克尔想要传递

给选民的信号。
同 5位英国首相、4位法国总统、7位意

大利总理、4任美国总统打过交道，掌舵欧
洲最大经济体长达 16年，带领德国挨过金

融危机，挺过欧债危机，扛过难民危机……
默克尔自己，也从 2005年那个来自东德、被

认为“没可能玩转权力”、“缺乏经验和魅力、
无法持久”的“德国前总理科尔口中的小姑

娘”，成为如今《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笔下的
“危机总理”、《经济学人》选出的“不可或缺

的欧洲人”。

世界变化大
默克尔给想要求稳的德国人以及欧洲

带来了安稳，但在这 16年里，包括德国在内

的世界形势也在急剧改变。
在柏林太阳大街一家理发店工作的哈

马德，问都没问就拿起剃刀给客人理发。在
这里工作 3年，他太清楚自己的客人———多

数是和他一样的叙利亚移民———想要什么

样的发型。“这就像回到家里一样。”27岁的
哈马德在大马士革难民营出生长大，“我们

比德国人更清楚如何修剪胡须。”
让哈马德感觉像家一样的太阳大街，曾

是东西柏林之间的通道，如今在当地被称作

“阿拉伯街”。这里不仅有熟悉叙利亚移民喜
好的理发店，也有专门售卖清真食品、能讲

叙利亚移民语言的食品店老板。
正是默克尔 2015年决定向 120万叙利

亚难民开放德国边境，让哈马德他们在异国
他乡找到了新的人生。大批叙利亚难民的涌

入，不仅极大改变了德国尤其是首都柏林的

人口和文化构成，也让极右翼党派德国另类
选择党得以在两年后首次敲开德国联邦议

院的大门。
民粹主义的沉渣也在欧洲其他国家泛

起，经济持续低迷，欧洲不再是曾经的欧洲，
英国“脱欧”不过是欧洲不再团结的冰山一

角。而离心力加剧也出现于美国与盟友之
间，从“口罩战”到“疫苗战”再到从阿富汗仓

皇撤军，欧洲人发现美国也不再是他们熟悉
的美国。

难题依然在
德国和欧洲将如何适应后默克尔时代？

要不要选择一个看起来更像默克尔的人？要

不要继承她的政治遗产，继续在东西方之间
充当沟通的桥梁？要不要……

可以确定的是，默克尔的难题依然会是
她的继任者的难题，而美国无法再给予德国

和欧洲以安全感。

民调显示，超过半数欧洲人悲观地认为
德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只有 15%德国

人认为“黄金时代”没有随着默克尔离场。
本报记者 齐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