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就任,欧洲、中东、拉美、东
南亚、东北亚、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一
直在围绕这位“非传统美国政客”,解
读言论、猜测政策、评估风险,甚至思
考对策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摩擦
和碰撞。特朗普上台给世界带来的

“滋味”五味杂陈,又充满疑问和悬念。

欧洲威士忌

对于许多喝惯了葡萄酒的欧洲人
来说,特朗普就像是一杯烈性威士忌,
口感强烈而刺激,颠覆味蕾体验。

二战结束后,美欧长期视对方为
最亲密、“第一时间打电话”的伙伴。
但近期,特朗普接连发表惊人言论:北
约“过时了”；英国脱欧是“一件伟大的
事情”,欧盟会继续分崩离析；德国总
理默克尔在接纳难民问题上犯下“灾
难性错误”等。

事实上,自去年11月特朗普“意
外”当选后,欧洲国家一直在怀揣担
忧、小心观望。对于正处于内外交困
的欧洲来说,宣扬“美国至上”的特朗
普意味着诸多不确定性:美国是否坚
持对北约的安全承诺；美国是否与俄
罗斯握手言和；特朗普胜选是否会引
发欧洲民粹主义海啸等。

特朗普的一系列表态正在动摇二
战后维持欧洲秩序的两大支柱——安
全支柱北约和经济支柱欧洲一体化,
这让欧洲国家深感“震惊和焦虑”。可
以想见,特朗普上台后,欧美同盟关系
将迎来二战结束后最为复杂的变局,
驶入“未知水域”。

中东苦咖啡

中东国家对美国一贯有一种复杂
心态:既想借重美国来维护自身利益,
又要防范美国损害自身利益。特朗普
上台让这种情绪更加复杂,就像面对
一杯土耳其苦咖啡,有人厌恶其苦,有
人偏爱其刺激提神,有人则用糖和奶
调和。

特朗普号称要大幅调整美国的中
东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他把反恐和
打击“伊斯兰国”作为首要目标,并与
俄罗斯合作；在伊朗问题上,他主张重
启有关伊核问题谈判；在巴以问题上,
他支持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
路撒冷；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他要求海
湾国家为美国军事开支买单。

半岛电视台网站上一篇题为《来
自特朗普的恐怖》的文章,反映了大多
数阿拉伯国家对特朗普上台的某种恐
慌心理。“(美国大选)结果将我们带入
了迷茫的大海,不知道特朗普会有什
么样的政策。”

巴勒斯坦《圣城报》一篇文章则指
出,在特朗普内心深处,中东是个边缘
地区……特朗普毫无顾忌地声称将承
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开创
了先例,震撼了整个地区。还有一些
中东媒体认为特朗普在伊拉克问题上
自相矛盾,而在反恐问题上恐怕也是

雷声大雨点小。

拉美龙舌兰

拉美国家旁观特朗普上台,感觉
就像是一口闷了一杯加了柠檬与咸盐
的墨西哥传统龙舌兰:柠檬的酸、咸盐
的涩和龙舌兰的辣混杂交错,汇聚出
一种道不明的滋味。

过去两个月,特朗普外交中对拉
美、特别是对墨西哥的政策相对清晰
起来。特朗普声称要驱逐墨西哥非法
移民并在美墨边境修隔离墙；要向墨
西哥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要把工作岗
位留在美国”；要对丰田、福特、通用汽
车等车企在墨西哥设厂制造并出口美
国的汽车征收35%关税。

对很多南美洲国家来说,特朗普
显露出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将给这
些国家尚不景气的经济构成严峻的外
部挑战。巴西外交部长若泽·塞拉曾
将特朗普上台称为“梦魇”；一直奉行
自由经济的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多次警
告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十分危
险；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则是在美国选
情明朗后才淡淡说了一句,“阿根廷可
以和美国任何政府合作”。

墨西哥《金融家报》刊文点明:“鉴
于特朗普近期的所作所为,我们要做
好准备应对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员克莱门
特·杜兰也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保护主义只会带来贸易战。

东南亚咖喱

特朗普对东南亚人而言,现在感
觉还不习惯。善于搞大国平衡外交的
东南亚对这种新变化,前期可能会有

不适感,会谨慎应对。就像吃咖喱一
般,第一口总是要小口呡,而后才能决
定是敬而远之,还是爱之如醴。

事实也确是如此,特朗普轻易就
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给说黄了,
把长期扎根东南亚的美企信心给推翻
了,使先前跟着奥巴马忙了8年的一
些东南亚国家不得不打碎牙往肚里
咽,甚至被迫修改国家计划、重谋发展
前景。

一些东南亚学者认为,特朗普治
下的美国,是否“重返亚太”已不再重
要,关键要看美国“重返”的动机和心
态；如果美国一味地用生意人的思维
来推进“重返”,如果美国执意要拿“美
国优先”作为指导“重返”的标尺,那么
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可能会让这个地区
更失衡、只会制造更多不平衡。

综合东南亚媒体判断,特朗普就
任，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会发生一
系列变化。其中,美菲传统盟友关系
会“转型”；美泰关系会持续僵化停滞；
美国和马来西亚关系难有实质性新合
作；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关系热度
会降温,并因特朗普在宗教问题上的
过激言论而受影响；美越关系会在岗
位回流等问题上产生摩擦,等等。

日本绿芥末

特朗普当选后,原先押宝希拉里
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一时间跑到纽
约送出一顶“高帽”:“特朗普是值得信
赖的领导人。”但这位美国候任总统的
一系列涉日言行把安倍“呛”得找不到
北,就像毫无防备的食客吃到一个夹
满绿芥末的巨无霸。

安保方面,特朗普质疑日本为何
没有“百分之百”承接驻日美军负担,
甚至鼓吹“日本核武装”；经贸领域,特
朗普把日本树为美国贸易赤字“大

敌”；汽车制造方面,特朗普威胁丰田
汽车公司不得在墨西哥新增产能；货
币方面,特朗普指责日本诱导日元贬
值。特别是,特朗普宣称抛弃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而这一直被日本政
府视为提振“安倍经济学”和投入美国

“亚太再平衡”怀抱的关键一环。
安倍政权自诩日本是美国最亲密

的盟友,但这个最亲密盟友的新总统
还没上台就把安倍呛了一通又一通。
乃至于一些日本政客也开始按捺不住
内心的纠结和不忿。自民党干事长二
阶俊博今年1月在电视节目上公然批
评特朗普讲话“歇斯底里”,还提醒他

“绅士一点”。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
五典说得更直白:把核按钮放在易冲
动型的特朗普手里,大家能放心吗?

当然,也有一些“口味独特”的日
本人偏爱这款绿芥末,甚至表现出一
种要把芥末当饭吃的节奏。日本右翼
保守评论员田久保忠卫近日刊文称,
特朗普上台,日本或许是最大赢家,因
为日本可以借助特朗普的政策调整

“健全”防卫机制。有自民党议员说得
更直白,“现在是日本推进自主防卫的
机遇”。

俄罗斯菜汤

特朗普看来很懂俄罗斯美食。
还没上台,他已声称要上一道热气腾
腾的甜菜汤,吊起了俄罗斯人的胃
口。特朗普说,他在取消对俄罗斯制
裁的问题上持开放态度,可以“做些
交易”。他说,他谋求与俄政府发展
良好关系。他说,俄罗斯总统喜欢
他,这可是“一笔资产”,资产比负债
好。特朗普种种表态给人的感觉是,
美俄关系或将走出冬天,“莫斯科的
春天快到了”。

甜菜汤很开胃,但俄罗斯人更需
要实实在在的面包。西方舆论认为,
按需求的迫切程度,俄罗斯需要的“面
包”至少包括:美国取消因乌克兰危机
对俄实施的制裁措施；美国承认俄在
克里米亚的既成事实；美国在叙利亚
问题上向俄罗斯的解决方案靠拢；美
国认可和尊重俄罗斯作为大国在全球
持有的权力和影响力范围。

然而,从特朗普候任阁僚团队一
些要员近期表态看,美国恐怕从没打
算准备这些“面包”。国务卿蒂勒森
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不合法
的,俄罗斯的行动对美国来说是“危险
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同样指责,俄罗
斯总统“千方百计破坏北大西洋联
盟”,莫斯科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和

“重要对手”。
相比之下,俄罗斯人更清醒。俄总

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俄美领导
人“交好”,这不意味着双方准备在一切
问题上达成协议,“这大概不可能”。

也许,俄罗斯人想知道4个问题
的答案。一，特朗普承诺的甜菜汤会
不会只是“心灵鸡汤”？二，除了菜汤,
面包上不上？牛肉上不上？三，大西
洋两边会不会有人跳出来掀桌子？
四，特朗普洗手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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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时间1月20日正午,唐纳德·特朗普宣
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并发表以“唯有美国第一”
为主旨、以保护主义为主基调的就职演讲。分析人士
认为,特朗普上台令美国内政外交变量陡增,将给世界
带来冲击。

“唯有美国第一”

在就职演讲中,特朗普塑造了多种“对立”关
系。他首先严词抨击华盛顿政治精英“肥了自己、瘦
了民众”,把自己和“华盛顿政治圈内人”分开,把普
通民众与建制派和精英阶层分开,刻画了美国内部的
对立。随后,他又以排比句式描绘惨淡凋敝的美国经
济和社会图景,声称过往美国政府的政策“瘦了美
国、肥了世界”,由此刻画了第二层对立——美国和
别国的对立。

解决方案是什么?特朗普宣称,从今往后,“唯
有美国第一”,“保护(主义)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繁
荣和力量”。他的政府将遵循“买美国货、雇美国
人”的准则,在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等各领域
厉行保护主义政策。他强调,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让美国再次伟大”。
通观特朗普的就职演讲,“排外加民粹”的浓烈

基调较竞选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演讲只字未提人类
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也只字未提美
国的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

《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评论说,从竞选到政权
过渡,特朗普一以贯之的路线是:分裂和征服。福克
斯网站则载文说,特朗普演讲“把爱国主义作为国
家分裂的解药”,勾勒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议
程”。

外交方向显现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往往被解读为孤立主义,但事
实上特朗普从未表示美国应放弃全球领导地位,也从
未表示美国应削弱与欧洲、日本、韩国的盟友关系。
此间观察家认为,特朗普不会主动放弃美国对国际秩
序的主导权,他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分
得更大的利益蛋糕并占据新的制高点。

从特朗普相关表态看,他的外交布局可能包括以
下内容:第一,重启美俄关系,联合俄罗斯打击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第二,亲睦以色列,联合以色列遏制
伊朗；第三,改造北约,提升美英特殊关系,疏远欧
盟；第四,把“激进伊斯兰”等同于恐怖主义并将其
作为反恐重点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这其中的一些政策会给美国自身
和全世界带来诸多风险。例如,特朗普表示要把美国
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此举会激
化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矛盾,甚至有可能为中东火药
桶制造出新的导火索,同时也难免会分散美国打击

“伊斯兰国”的资源和精力。
此外,特朗普还主张全面加强美国军备,这意味着

美国将强化在全球的军事存在,这可能导致一些地区
紧张局势加剧。

内政挑战多多

特朗普挑选的执政团队特点十分鲜明:安全领
域,强硬鹰派；经济领域,超级富豪；内政领域,反
奥铁杆。此间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特朗普的人事安
排都能在国会通过,他的政府将是一届倾向强硬路

线、富于贸易战经验、能源和钢铁等行业利益集团
背景突出、对前任政府政策具有强烈逆反情结的

“白、富、男”政府。
但是,特朗普的执政团队能否全力配合落实其政

策,尚有待观察。在国会听证会上,特朗普提名的内阁
人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表态与他本人的主张明显不
同。多名部长人选缺乏经验,对所领导部门缺乏了解。

目前,美国各政府部门大量中高层重要岗位仍然
空缺。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行政效率可
能不会如他所愿。

此外,特朗普直接任命的白宫团队与前几任相比
阵容明显扩大,导致白宫职权出现多种平行交叉关系,
为其政权运作协调增添了更多复杂性。

在与共和党关系方面,特朗普胜选后已与共和
党领导层握手言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并掌握
着多数州的政府和议会,但共和党人对他的支持能
持续多久也要打个问号。总体来看,对特朗普卷入
的一些争议问题,共和党国会议员沉默者多,公开支
持和辩护者少。而在废除奥巴马医改问题上,众议
长保罗·瑞安等多位共和党议员的表态与特朗普已
拉开一定距离。

地位仍需稳固

美国的分裂帮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而他的竞选
方式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分裂。在他就职以来,许
多人参加抗议活动,其核心口号是——“特朗普不是我
的总统”。按照以往经验,上任前后往往是新总统民意
支持率最高的时候,但多家民调机构的最新调查结果
显示,特朗普的不支持率显著高于支持率。这意味着
与前任们相比,特朗普面临一项额外任务:稳固执政地
位,消弭“执政合法性”争议。

目前看来,这一任务不会轻松。美国主要情报机
构共同指称,外国政府“黑”了美国大选,帮助特朗普
胜出,这一风波未来一段时间不会轻易平息。此外,针
对特朗普身为总统可能涉及的商业利益冲突、裙带政
治安排,以及他拒绝公开纳税单的做法,美国媒体也将
持续追究。

特朗普上任，各国专家、学者和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施政方针,
担忧和质疑多于期待。

美国政治分析专家约翰·阿弗隆表示,历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主旨
是通过描绘一个共同愿景,弥合大选造成的分裂,把国家团结在一起,但
特朗普的演讲内容重点并不在于团结国家,而是激发自己原有支持者的
热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罗里·麦德卡夫在《澳大利亚金
融评论》报发表文章说,很明显,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将增加全球的不确
定性。在国际事务和安全政策方面,特朗普没有任何经验。

日本《朝日新闻》在头版刊登了题为《“交易外交”打乱国际秩序》的
文章,称如果特朗普以“美国第一”的名义采取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当
今世界秩序将被打乱,甚至崩溃。特朗普准备将“商界交易”带入外交,
令人担忧。

日本《读卖新闻》在头版刊登了题为《世界稳定才符合美国利益》的文
章,称特朗普就任令世界普遍陷入不安。高呼“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为了
美国国家利益,轻视同盟关系和既有国际规则,在外交、经济等各领域提
出强权色彩浓厚的主张。

里约热内卢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毛里西奥·桑托罗说,特朗普缺
乏对处理与拉美地区整体关系的思路,这无疑会疏远美拉之间的关系。
特朗普上任以后可能会将精力更多集中在内政方面。他认为,特朗普对
国际经济关系的看法还停留在十八或十九世纪,用牺牲周边国家利益的
方式来使本国获益,这样的做法忽略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及美
国自身的发展路径。

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赛义德·拉文迪说,美埃两国
具有维持中东地区稳定的共同利益,但两国关系也面临不少挑战。特朗
普政府或许会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是否迁往耶路撒冷等问题作为交易筹
码,这并非埃及愿意见到的。

俄罗斯全球化和社会运动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科尔塔绍夫说,
由于特朗普的言论经常出人意料,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也变幻无常,不应指
望近期他对俄罗斯的政策有显著改变。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师盖里雄·伊基亚拉说,特朗普反对
全球化的立场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外交利益,遍布全球开
展业务的美国公司将成为这一立场的受害者。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变化!》,称美国新总统上台带来彻头彻尾
的新变化,风险很高,但如果特朗普愿意多听建议并按自己的本能行事,
有可能回报也高。

(新华社记者 陆佳飞 徐海静 倪瑞捷 沈红辉 潘革平 桂涛 安晓
萌 金正 赵焱)

世界品评特朗普“滋味”
●新华社记者 张伟 何奕萍 邵杰 刘莉莉 凌朔 冯武勇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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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政外交变量陡增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周而捷 郑启航

米桑难民营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市郊，据统计，这里搭建了193个临时居所。图为
2月12日拍摄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米桑难民营一隅。 新华社记者潘思危摄

看 天 下看 天 下

首届里斯本斗牛文化节2月18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著名的斗牛场举行，这一旨在宣
传葡萄牙传统文化、展示独特葡式斗牛历史和传承的节日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今年是里斯
本斗牛场启用125周年，主办方安排了斗牛训练展示、历史图片展以及被葡萄牙人誉为国宝
的传统音乐“法多”演唱等活动，免费向参观者开放。图为2月18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
斗牛场，来自斗牛学校的学员向现场观众展示平时训练的内容。 新华社记者张立云摄

肯尼亚卡贾多郡西奥洛梅依阿纳小学是一所坐落于卡贾多郡马赛族聚居区的公立小
学，学校操场的一棵金合欢树下有“一间”特殊的露天“教室”，五年级的学生和老师一同在

“这间”特殊的“教室”学习上课。西奥洛梅依阿纳小学创办仅有9年时间，当地一位地方议
员在学校成立之初捐建了三间教室。随着周围越来越多的马赛族家长把孩子送来读书，学
生和班级的数量不断增加，有限的教室逐渐无法容纳不同年级的学生同时上课。刚好学校
地处的区域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马赛族也习惯在树荫下休息、交谈，于是树荫下的特殊
露天课堂就此诞生。图为2月15日，在肯尼亚卡贾多郡西奥洛梅依阿纳小学，几名五年级的
学生从校园走过。 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每年2月的第三个周一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日——总统日，为纪念美国

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设立。今年的总统日，即2月20日，在华盛顿、纽约、洛杉
矶、芝加哥等美国主要城市，大量民众走上街头，举行“不是我的总统日”集
会，抗议特朗普政府在移民、环境等问题上的政策与举措。图为2月20日，
在美国洛杉矶，人们参加“不是我的总统日”集会。 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