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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拥抱了。”这是《纽约时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上周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热烈会晤的第一句话。这是他 2015 年以来的首次对俄访问，他称普京为“我亲爱的

朋友”，并获普京颁发最高荣誉勋章。 

该报道称，他们之间的“愉快场面” “揭露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并引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

和平基金会的 Andrew Weiss 作了注脚：“俄罗斯没完没了的暴行已经持续了两年半，但世界

上大部分地区依然与莫斯科保持某种常态的交易，并没有为此感到害怕或不安。俄罗斯原来依

然拥有持续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真令人悲哀。” 

与此同时，有 3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华盛顿，庆祝北约成立 75周年，更重要的是重

申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越来越依赖北约来对抗俄罗斯）。莫迪和普京的拥抱无疑让这些人

觉得大煞风景。 

美国副国务卿 Kurt Campbell 甚至曾于早前特地联系印度外务秘书 Vinay Kwatra，试图说服

印度方面重新安排莫迪和普京峰会的时间，以免让北约峰会尴尬。 

华盛顿对此老生常谈的解释是，印度知道美国必须专注进行与中国的对抗，因此它必须容忍印

度的机会主义的、甚至不道德的行为（比如与莫斯科眉来眼去并从中获利）。 

然而在我看来，在对俄关系上，新德里采取这种行为模式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莫迪对此

毫不畏惧、毫不避讳，这一态度充分说明了国际关系的沧桑巨变。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顶级地缘政治大师布热津斯基在他晚年提出了“全球

政治觉醒”这一概念。在 2008年，他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几乎所有人都在政治上活

跃起来，拥有了政治自觉和政治互动性。”他还补充道：“在受过殖民或帝国统治的创伤的世

界中，全球行动主义正在掀起一股追求文化尊重和经济机遇的热潮。”  

印度之例在这里尤其贴切。1947年，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后不久，便成为不结盟运动

的旗手，希望在随后的美苏冷战时代发挥影响力。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印度对现状的不满正在发酵，并发展为要努力进入全球的大国博弈。它以

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为榜样，并充分利用华盛顿视现在的中国为全球主要竞争对手这一有利态

势。 

华盛顿对印度极尽拉拢之能事，使得新德里外交自主游刃有余，成为美国经济投资和技术转让

的受益者；不惟如此，它还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的领导者。 

因此，印度的“全球政治觉醒”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机会主义这个词，而布热津斯基的相关观点

也值得注意。他指出，“全球政治觉醒在历史上是反帝国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西方的，在情

感上是日益反美的”，在此进程中，“全球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这“反过来正在改变全球

的权力分布，这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产生重大影响”。 

巧合的是，正如一周前本专栏提到的，《纽约时报》上个月的一篇专栏文章直截了当地质疑了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角色。根据该文作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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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theim的观点，“冷战后几十年以来，现在是美国最不像世界领袖的时候，它更像一个帮

派的头目——为了保护自己偏袒的一方而与逐渐结盟的对手对抗，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观

望，不明白美国人为何认为自己还是老大。” 

不过，华盛顿当局显然不这么认为。当拜登总统两周前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脱

口而出“这个世界我说了算”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真诚的。 

那边厢，印度却不由分说、决心满满地享受着自己的独立地位。 

去年年底，加拿大克制地指责印度参与杀害一名加拿大锡克活动家，而新德里公开表现出激烈

的反应，称加拿大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 

今年年初的一场研讨会上，印度外长 S. Jaishankar 被质疑不顾华盛顿的相左立场，在与俄关

系上“拥有多种选择”，还购买俄罗斯石油。对此他显得不屑一顾，笑答：“如果我足够聪明

能有多种选择，你们应该佩服我，而不是批评我。”言谈间他转向坐在身边的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后者尴尬地微笑表示赞同。 

总之，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毫不掩饰其野心，希望通过战略自主、在中美之间纵横捭阖，进而像

以前的中国一样跻身超级大国之列。  

很少有人认为这不合逻辑。这就意味着华盛顿可能需要认真审查其相关政策，即使华盛顿可能

已经在中俄问题上已焦头烂额。 

在 2008年进行“全球政治觉醒”的思考时，布热津斯基警告美国“不可固执井蛙之见” ——

他认为美国公众“昧于世界大势、殊为可悲”。他强调，“只有认同人类普遍尊严的理念——

其基本要求是尊重文化多元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形态——美国才可能克服全球政治觉醒将对其

带来的风险”。 

然而，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似乎并没有听进去。他们无法像布热津斯基那样思考印度现象，只

是出于对抗中国之需而暂且容忍和利用这个任性的印度——时不时伴随着沮丧的爆发，比如美

国驻印度大使 Eric Garcetti 上周就抱怨新德里不应将美国的友谊“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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