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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南 又 在 南 海 挑 头 点 火
南海上 最 大 的

危 险 ， 不 是 台 风、
海啸，而是持续升

温的争议。
6 月 14 日，越南海军在中国南

沙群岛毕生礁周边海域举行实弹演

习，摆出挑衅姿态。而就在前一天，

越南总理阮晋勇发表了罕见的强硬

讲话，声称“要以全党、全军、全

民之力保卫东海 （即中国南海）”。
越南的做法，引起了国际舆论

的普遍担忧。观察人士担心， （就

南海问题） 中越有“摊牌”的危险。
担忧的又一佐证，是阮晋勇签发征

兵令。这是自 1979 年中越边境冲突

以来的首次。尽管越方称“征兵令”
不是“动员令”，但它的签发时机，

却十分微妙。
越南军演当天，中国并未严厉

指责越南的过激举动，外交部发言

人洪磊只是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并

始终致力于通过与有关国家的双边

直接谈判和友好协商，以和平方式

妥善解决南海争议和分歧。
这里体现了中国的两个原则：

一是通过当事双方协商，拒绝第三

者插手；二是不诉诸武力，以和平

方式解决。但是，越南的作为，始

终在与中国唱反调。
在去年的东盟峰会期间，越南

利用自己的轮值主席国身份，暗中

拉拢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伏击

中国，尤其是说服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发表“介入南海”的强硬讲话，

令与会的中国外交官愤怒不已，中

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当场给予了驳斥。
此 次 ， 越 南 再 次 打 出“美 国

牌”。据报道，美越海军将于下月举

行联合演习，美国第七舰队的一艘

驱逐舰将前往越南海港。出于围堵

中国走向海洋的考虑，美国自然乐

于 扮 演 南 海

“平 衡 手”加

“主导者”的角

色。如 果 说 越

南是南海问题的挑头者，那么美国

就是搅局者，而菲律宾则是扮演了

一个浑水摸鱼的角色，小动作不断。
此次南海危机，祸起于越南和

菲律宾违反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试图打破现状，开发中国南海海域

的油气资源。值得一提的是，有海

外数据显示，越南、菲律宾等多个

国家已经在中国南海非法开采了上

千口油井，光越南一国，获得的石

油收入就高达数百亿美元。
显然，中国再也不能坐视不管，

任由他国制造霸占南海油气资源的

既成事实。目前，中国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海洋石油 981”大型深海

钻井平台，正驶向南海某海域；中

国渔政、海监等力量正逐渐加强对

南海的有效管辖。观察人士预测，

随着南海地区局势的复杂化，尤其

是区域外力量的介入，双边和多边

的摩擦还将持续，甚至有恶化的可

能。 （文／梁 嘉 据《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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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几十名

年轻的越南大学生高举

越南国旗，声嘶力竭地

喊着口号，聚集在中国

大使馆外。他们手举“坚

决保卫长沙 （即中国南

沙群岛）和黄沙（即中国西沙群岛）”的标语，抗议“中国侵

犯越南在东海（即中国南海）的主权”。
吃着汉堡包，听着 HIP- HOP 长大的越南年青一代，

逐渐淡忘了美国、法国上世纪对本国的侵略，反而对曾经

帮助他们获得民族独立的中国恶语相向。此前的 6 月 5
日，数十名越南民众同样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示威。

这一幕幕场景，在中越交往过程中十分罕见，当然是

令中国人为之痛心与需要深刻反省的。
在历史以及文化上，越南对中国夹杂了不少抵触情

绪。但在现实的交往中，越南人出于利益的考量，尤其是其

国内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他们乐于跟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不仅如此，他们还毫不掩饰地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据说，

越南高层要求，只要中国出台了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重要政策，越南相关部门要在第一时间将政策内容整

理、翻译出来，供越方高层参考。事实证明，

中国党和政府有关“三农”问题、国企改革、完
善社会保障和环保等方面的重要措施一经出

台，越南媒体就会迅速加以报道和解析，而以这些措施为

样本的适合越南国情的政策也会在不久后出台。
在学习中国的同时，越南很清楚自身的发展水平与中

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由于国力不同，政策实施效果也

存在差距。事实上，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在缩

小，而是在逐渐拉大。近年来，越南的经济增速低于中国，

而通货膨胀水平却远高于中国，民众的生活压力增大。不

仅总是跟在后面学习中国，而且成绩还不那么理想，这让

不少越南人感到些许自卑和无奈。于是，一些有关中国的

负面新闻往往引起越南人更多的关注和兴趣。因此，当地

一些媒体对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负面新闻经常进行大篇

幅的报道，有的还加以大肆渲染。
学习中国而又不甘心总是学习中国，这就是相当多越

南人的矛盾心态。也许正是这种心态，使得相当多的越南

青年将中国视为经济上的强者，同时是与越南争夺海洋权

益的对手甚至强敌。对于中国，他们中相当多的人认同“强

邻须警惕”的说法，甚至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赞同者。越南

大学生小阮说：“现实的南海主权争议给越南人的印象是，

近在咫尺的中国比远隔万里的美国更具威胁。”
（文／常 河 据新华网）

越 南 对 华 心 态 复 杂 ：边 学 边 防

越南海军在南沙群岛藩荣岛进行军事训练

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喊口号的越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