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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于自己首要位
置和主导地位”

美国同盟体系始于二战之
后，主要标志是1949年北约的
成立。此后，美国又建立了美
日、美韩、美菲等一系列双边同
盟，逐渐构筑起遍布全球的同
盟网络。这些同盟关系围绕美
国霸权地位形成，最初是为在
冷战中应对来自苏联的所谓

“安全威胁”而成立，但在冷战
结束后并没有寿终正寝，反而
继续加强。为巩固自身霸权，
美国不断在世界各地挑动国家
间矛盾，其“盟友”们不得不依
附于美国。

北约东扩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在美国主导下，北约以俄
罗斯为“假想敌”，不断东扩。
巴西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何塞·
路易斯·菲奥里指出，美国到处
散播“俄罗斯恐惧症”论调，好
像不妖魔化外部敌人，西方就
无法团结起来。

乌克兰危机升级，欧洲大
陆重燃战火，正是源于北约对
俄全方位的地缘战略挤压。美
国的目的是用战事削弱和拖垮
俄罗斯，同时也借机压榨欧洲

“盟友”，确保对它们的掌控。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定位

为“战略竞争对手”，频频炒作
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亚太地
区加紧构建三边或多边安全合
作体系，包括美日澳合作、美日
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谋求
构建“亚太版北约”，甚至引入
域外“盟友”，建立美英澳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这些举动的真
正目的就是遏制打压中国，同
时借机加强对亚太“盟友”的控
制，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拜登政府上台后，打着“重
回多边主义”的旗号，大搞“小
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
划界、阵营对抗的方式来割裂
世界。最近，美国在这方面的
动作越来越密集：与日本、韩国
强化三边军事合作，推进情报
共享机制，将“核保护伞”触角

伸到东北亚地区，把组建美日
韩三边军事同盟提上日程；宣
称美国与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
第四条适用于南海，还拉日本
欲建立新的美日菲“三方联
盟”；作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
关系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国防
部已经要求国会授权向澳大利
亚转让核动力潜艇。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G7）最近在日本广岛举行峰
会，这一机制是美国同盟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霸
权的重要支撑，因此峰会在美
国主导下发表联合声明抹黑攻
击中国。埃及埃中商会秘书长
迪亚·赫尔米说，美国试图照搬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套路，利用
G7 峰会在亚太地区挑起冲
突。G7是一个被美国操纵的

“政治化团体”，以牺牲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为美
国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但美国拉帮结派、煽风点
火之举并不符合很多“盟友”的
根本利益，许多国家不愿跟随
美国与中国搞对抗。澳大利亚

“对话”网站刊文指出，如果美
国要遏制中国，就得领导一个
致力于同一目标的联盟，而“美
国这种抱负令它的许多盟友越
来越不安，在美国的亲密盟友
中，似乎没有这种愿望”。澳大
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堪培拉
不需要一个“沉迷于自己首要
位置和主导地位”的美国。

●“炮火甚至会对准盟
友”

“不要再谈论‘北溪’了。”
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初
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国家官员
并不急于查明“北溪”管道爆炸
的真相。用一名欧洲外交官的
话说，他们宁可找不到答案，也
不想去面对“盟友”是肇事者的
可能性。

而这位“名字都不能提”的
盟友，就是美国。美国历史学
家罗伯特·卡根曾经在谈到美

欧关系时这样比喻：美国人负
责“做饭”，欧洲人负责“洗
碗”。从美国同盟体系内部来
看，美国与“盟友”之间就是这
样一个不平等的主从关系。

美国在盟国驻军，使盟国
依赖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同时，
也加强对盟国的控制。美国智
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
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
在海外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750个军事基地，几乎是美国
驻外使领馆和使团数量的 3
倍。与此同时，美菲共同防御
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日
安全保障条约等同盟条约都有
免责条款，规定在特定情况下
美国可以放弃履行条约义务，
以确保华盛顿掌握更多主动
权。

当“盟友”与美国立场不一
致时，美国就动用各种手段对
其施压。今年4月，法国国民
议会举行了一场关于外国干涉
问题的听证会。法国前经济部
长阿诺·蒙特堡细数美国多年
来对法国的霸凌行为，比如法
国2003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
克战争，因此遭到美国报复，关
键武器部件遭禁运，导致法国

“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正常服
役受到影响。“这是号称是法国

‘朋友’的国家采取的报复行
为。这是对我们主权的干涉。
这样的干涉已发生多次，未来
可能还会重现。”

“盟友”还要长期忍受美国
无孔不入的监听。从2013年
曝光的代号“棱镜”的秘密监听
项目，到2021年媒体爆料美国
通过丹麦情报部门监听欧洲盟
国领导人，再到最近发生的“泄
密门”事件，暴露出美国从未停
止对其“盟友”的大规模监控。
法国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日
前在公开听证会上坦言：“我确
实遇到过外国干涉，大部分时
间，这些干涉来自一个友好同
盟国家——美国。”

美国为自身利益而对“盟
友”背后捅刀的行为不胜枚举：

为帮美国企业打压竞争对手，
利用“长臂管辖”拆解法国的阿
尔斯通公司；为保护美国公司
利益，对欧洲企业挥舞关税大
棒；因土耳其采购俄罗斯武器
而对土实施制裁；疫情期间多
次高价抢购、截留“盟友”防疫
物资；从法国手中抢走澳大利
亚数百亿美元的潜艇订单；推
出《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
法》，直接损害欧洲相关产业竞
争力……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文章指出，美国的经济民粹主
义威胁着欧盟的长期竞争力，

“不仅欧洲大陆的繁荣受到威
胁，跨大西洋联盟的健康也受
到威胁”。

德国席勒研究所国际问题
专家赛巴斯蒂安·佩里莫尼说，
美国单极世界的逻辑决定了

“美国的炮火甚至会对准盟
友”。

●“没人愿与霸凌者
为伍”

“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
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
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
撑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兹比
格纽·布热津斯基曾对美国的
全球同盟体系引以为傲。

而如今，不少“盟友”不愿
事事紧跟美国，甚至在某些事
件上与美国保持距离。“没人愿
与霸凌者为伍。美国人将发现
自己被世界其他地方孤立。”美
国经济教育基金会网站一篇文
章这样解读背后的原因。

5月19日，第32届阿拉伯
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在沙
特阿拉伯吉达举行。叙利亚总
统巴沙尔·阿萨德时隔12年重
返阿盟峰会，不少国际观察人
士将此视为阿拉伯世界重回大
团结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却谴责阿盟重
新接纳叙利亚，称美国不会同
巴沙尔政权实现关系正常化，
也不支持“盟友”伙伴采取此类
行动。

阿盟重新接纳叙利亚一事

证明，美国通过挑拨矛盾、煽动
对立来操控地区局势的做法不
得人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研
究中心在一份题为《中东：从十
年冲突到和解时代到来》的报
告中指出，拜登政府对阿拉伯

“盟友”的关切毫不在意，不征
求它们意见便在地区重要问题
上作出单方面决定。如今，中
东地区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
变化，地区秩序不再受美国操
纵。

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说，美国
奉行单边主义，在中东地区不
仅频频动用武力，而且滥用单
边制裁，这些都是中东民众反
美情绪激增的主要原因。华盛
顿研究所去年11月进行的民
调显示，近六成沙特人和阿联
酋人表示，“现在不能指望美
国，应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俄
罗斯或中国”。

中东“盟友”寻求摆脱美国
控制的举动并非偶然。在欧
洲，“战略自主”再度成为领导
人发言时的高频词。法国总统
马克龙说，欧洲必须为战略自
主而斗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没有自
治，我们就无法摆脱依赖；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
能够并且必须打造独特的欧洲
方针。

“美国的主要盟友都喊出
‘不再做附庸’，这恐怕预示着
美国主导地位走向终结的开
端。”欧亚时报网站评论说，“我
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军事联盟的
世界里……当今世界是多极化
的，不结盟可能成为最强大的
全球新秩序。”

“美国正在变得孤单。”观
察国际格局的走向，美国前财
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得出这
样的结论。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上图 5 月 20 日，民众在
日本广岛参加游行反对七国集
团峰会。

（新华社发）

美国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仆从
——起底美国同盟体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最近参
加活动时发表演讲说：“我们将毫无歉意地在国内推
行产业战略，但我们明确承诺不会丢下我们的朋友。”
对于沙利文这番表态，日本多摩大学规则制定策略中
心副主任布拉德·格洛瑟曼评论道，这些“悦耳动听”
的话语并不能让美国的伙伴感到安心，因为美国通过
制定《通胀削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等法案，让美国
公司拥有了比来自盟国的竞争对手更大的优势。

近来，越来越多“盟友”不愿紧跟美国的脚步：法
国、德国等国政要呼吁“避免成为美国的附庸”；沙特
等中东国家谋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加快，中东地区迎来
一波“和解潮”；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一再拒绝跟
随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哥伦比亚拒绝美国的提议
表示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发现，美国把同盟体系当作
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要求“盟友”服从美国意志，甚
至为了美国利益“背后捅刀”。正如德国联邦议院议
员塞维姆·达代伦所说：“美国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
忠诚的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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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盲盒的快乐让人欲
罢不能，如果把盲盒换成榴
梿，开出一个生榴梿你还会
快乐吗?榴梿外壳覆满尖
刺，不能像挑西瓜那样拍一
拍、听一听，在没有打开之
前无法知道榴梿里面的果
肉多不多。当然，你也不可
能让商家在榴梿皮上开个
三角口，尝一尝好不好吃。

我市地处北方，本地销
售的榴梿价格不菲，一个榴
梿少则100多元钱，好的品
种甚至要300多元。如何
避免买到不熟的榴梿呢？
从事水果批发的商家建议，
好吃肉多的榴梿有特征，学
会给榴梿看“面相”，就可以
避免踩坑。

据从事水果批发生意
的王先生介绍，买榴梿一看
外形，二看颜色，三看尖刺，
四看根蒂，五闻气味，六摇
一摇。

看外形。挑选榴梿的
时候，尽可能选择整体形状
轮廓较为圆润的榴梿。榴

梿果肉成熟后，果皮会外
凸，看起来很饱满。那些形
状怪异、细长的榴梿很容易
出现空房，或者是皮厚肉
少。

看颜色。挑选榴梿时，
注意观察榴梿的外观颜色，
呈金黄色，底部有微小裂
缝，且裂开的位置微微向外
弯曲，透过裂缝可看到果肉
的颜色呈金黄色则肉质香
甜软糯，若果肉较白则肉质
较生涩，口感不佳。体型大
的榴梿果肉口感好，如果裂
口大说明榴梿过熟或是被
人掰开过，容易污染果肉。
榴梿颜色较浅呈青色，说明
榴梿还未熟透；若是颜色较
深呈黄褐色，说明榴梿熟过
了。

看尖刺。榴梿外壳尖
刺的疏密程度可判断榴梿
的果肉是否成熟，尖刺越疏
果肉越厚。挑选时可用手
轻轻将相连的两根尖刺靠
近彼此，若能够轻轻捏动，
说明榴梿成熟可以食用，若

是很难靠拢，感觉十分坚
硬，说明榴梿还未成熟。

看根蒂。榴梿根部的
蒂较粗壮且完整，说明榴梿
较新鲜。根蒂脱落的榴梿
已经熟透，果肉气味较浓；
反之榴梿较生，口感生涩。

闻气味。拿起一个微
微开裂的榴梿闻一下，气味
过淡或青涩，这样的榴梿还
未成熟，需要再放几天；若
榴梿闻起来有一股酒精味，
说明榴梿中的糖分解了，这
样的榴梿已经熟过头甚至
变质，吃起来会有微微发苦
的感觉。新鲜成熟的榴梿
闻起来会有一股浓郁扑鼻
的香甜气味。

摇一摇。将榴梿拿起
来摇一摇，新鲜的榴梿会脱
离果壳，摇晃能听到果肉晃
动的声音。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是，榴梿性热，吃多了容易
上火，爱吃榴梿的朋友要控
制摄入量。

小满节气已过，天气
也逐渐热了起来。每到这
个季节，街头巷尾的空地上
开始出现一个个小桌椅，不
时会在空气中闻到孜然和
辣椒的香味，餐车上红彤彤
的小龙虾羁绊着大众的脚
步……虽然没有袅袅炊
烟，但这种独属于城市的

“烟火气”让人无限向往。
夜幕降临，约上三五好

友，小板凳一坐，要一把烤
串，来一杯啤酒，唠一唠近
期遇到的琐事，一天的疲惫
感在嬉笑怒骂中消失，这或
许就是地摊的魅力吧。

近年来，随着城市治理
不断完善与外部经济环境
的变化，我市对“路边摊”经
营限禁逐步放宽。“地摊经
济”作为一种创业门槛低、
投资风险小、机动灵活的经
济形式，瞬间激发了广大群
众的参与热情。

“每天下午下班，从和平
东街经过，看着路两边的烤
面筋、怪味鸡、浆面条、擀面
皮等小吃，真的是走不动。”
市民刘女士家住山阳路力士

小区，她说，自己回家的过程
就是买买买，边走边买已经
成为她的习惯。各种小吃也
丰富了家里的餐桌，一家人
围坐一起吃得不亦乐乎。

说起路边摊，许多人都
表示很喜欢，究其原因，除
了价格因素外，大家更喜欢
那种可以随意挑选的感觉。

市民张强说，坐在饭店
吃饭，贵不说，大家都不好意
思大声说话，更不要说猜拳
行令了。坐在街头吃地摊食
品，思想放松，也不用在意别
人的眼光，氛围特别好。

“节约了时间，拉动了
消费，何乐而不为。”市民王
江国说，城市发展经济要多
元化，地摊经济比不上店面
经济，更不能和大型企业相
提并论，但它解决了困难群
体的就业，有利于社会稳
定，还满足了工薪阶级的消
费需求。

几天前，记者特意到摩
登街、天河集市等地逛了逛
夜市。这些地方的夜市有
各种小吃，还有卖手工艺品
的，地摊的经营者也多是年

轻人，他们有的是创业，有
的是体验生活。对于逛夜
市的年轻人来说，许多人认
为逛夜市很时尚。

在和平街、塔南路、东
苑路等地段，夜市以店外
经营为主，成片的桌椅连
在一起，颇为壮观，也非常
吸引人。相对于高端餐
厅，朴实无华且喧闹的路
边摊，散发的“烟火气”则
更令人向往。

小摊位，大民生。一个
摊位背后，往往维系着一个
家庭的生计。地摊经济、小
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
来源，地摊经济蓬勃发展对
于疫情后提振百姓生活信
心、刺激消费、带动就业有
着积极作用。

当代作家汪曾祺说过，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
火。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
街头巷尾那叫卖声、喧闹
声，就是城市活力的象征，
他们也最“接地气”。留住

“烟火气”，对城市文明有更
高要求，彰显了城市以“人”
为本的温度。

买榴梿先学会看“面相”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地摊“小经济”人间“大烟火”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关于美食的记忆，能温
暖人一辈子。美食记忆在服
务楼包子里，在甜食店里，在
烤鸭店里，在……对于我市
很多“80后”“90后”来说，美
食记忆或许就在我市百货大
楼中心店附近的焦作商业街
美食小巷里。

焦作商业街是我市的老
商圈之一，位于我市老城区
中心地段，西临民主路，南临
解放路，北临学生路，与市百
货大楼相连，交通便利，多路
公交车均可顺利到达。焦作
商业街最东侧，有一条专门
经营各种小吃的商业街美食
小巷。十几年前，这里的人
流量很大，进入商业街像赶
大集一样，到美食小巷购买
小吃更需要排队。

市民张菲菲今年36岁，
对焦作商业街美食小巷的印
象极为深刻。十几年前，20
岁出头的她在和平街市场经
营一家服装店，几乎每天中
午、晚上她都要到商业街美
食小巷吃饭。“小巷南口的烧
饼夹豆腐串，小巷北口的奶
茶，是我最喜欢吃的食品，每
天吃也不烦。”她说。在她的
印象中，这条小巷从南到北
也不过一分钟路程，但因为
摊位多、顾客多，得侧着身从
人群中挤过，小巷东侧是一
间间靠着墙的固定店铺，中
间是一排移动摊点，留给顾
客通过的道路并不宽敞。可
正是因为这种拥挤的经营环
境，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商业街不允许车辆进
入，到此逛街的市民都
是步行，逛累了走两步
就能买到中意的美食
小吃，整个人都十分放
松。”张菲菲说。

据了解，2005年，焦
作商业街美食小巷正式走进
焦作人的视野。短、平、快的
就餐方式，经济实惠、方便快
捷、省时省事。18年来，这条
美食小巷满足了附近居民、
学生、顾客的饮食需求，成为
一个时代的美食记忆。“十几
年前，我居住在学生路，特别
喜欢穿过这条美食小巷到解
放路上，小巷里的章鱼小丸
子、鸡蛋灌饼、裹凉皮、炒凉
粉、奶茶等随买随带走的各
种美食，陪伴了我好多年。”
市民周女士说。

5月 28日下午，记者来
到焦作商业街美食小巷，初
夏的雨水让小巷透露出几分
静谧。由于不是人流高峰，
小巷显得有些冷清。“逛街的
人不多了，小巷里的生意也
不像前些年那么火了。顾客
以附近居民、学生为主，中
午、晚上生意相对好点。”一
家小吃店的工作人员说。记
者注意到，虽不是饭点，仍不
时有顾客进入小巷购买自己
喜欢的美食。

用味道记住一座城市，
用美食传承一方文化。对于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来说，美
食不仅是用于果腹的食品，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
人交流方式的体现。“虽然现
在的生活圈距离商业街美食
小巷很远，但有时候仍会不
由自主地想起这个地方，想
起曾经的生活方式，就想再
走进去看看。”张菲菲说。

上图 焦作商业街美食
小巷。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