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2年第32期新闻稿：我们能就中国进行成熟对话吗？
 

《无题》王秉秀（中国大理白族自治县 双廊白族农民画社）作于2018年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zhongguo-xinxi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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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当美国立法机构领导人南希·佩洛西窜访中国台北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她的访问是一种
挑衅行为。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之后，美国政府已在1978年12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了之
前与台湾的条约义务。尽管如此，卡特总统还是在1979年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允许美国官方人
员与台湾保持密切联系，包括对台军售。这一决定是值得玩味的，因为台湾在1949年至1987年处于戒
严状态，需要固定的武器供应来源。

佩洛西台北之行是美国对华持续挑衅行动之一。这一行动包括前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前
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争”、建立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军事同盟（AUKUS）等安全合
作关系、将北约逐步改造为对付中国的工具等。这一行动仍在继续，因为拜登总统认为必须削弱中国，
因为它是“唯一能够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科技力量”对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
竞争对手”。

中国没有动用军事力量阻止佩洛西等美国国会领导人窜访台北。但是，等他们离开后，中国政府宣布
将停止与美国在八个重要领域的合作，包括取消军事交流、暂停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事项的政府合作。
这就是佩洛西之行的后果：对抗增多，合作变小。

事实上，在西方媒体，在南方国家的亲西方媒体，任何支持与中国增进合作的人士都会被抹黑为中
国“代理人”或者“虚假信息”传播者。2022年8月7日，我在南非《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
撰文回应了其中一些指控。本期新闻稿在此转载该文。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N8Ri9M-x5U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2758(XXVI)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77-1980/china-policy
https://www.congress.gov/bill/96th-congress/house-bill/2479/all-info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the-imperialism-of-finance-capital-and-trade-wars/
https://asiatimes.com/2021/03/biden-continues-conflict-with-china-through-the-quad/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9/22/clear-away-the-hype-the-us-and-australia-signed-a-nuclear-arms-deal-simple-as-that/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ukraine-2/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xwfw_665399/s2510_665401/2535_665405/202208/t20220805_10735706.html
https://www.timeslive.co.za/sunday-times/opinion-and-analysis/opinion/2022-08-07-can-we-please-have-an-adult-conversation-abou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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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卡姆》 哈孜·艾买提（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作于1984年

 

一种新的怪现象正在全球政治话语体系中弥漫，这是一种扼杀理性思考的毒雾。这种毒雾由白人至上
主义、西方优越主义等丑陋思想酝酿已久，正在蒙蔽着人类的思想。这种毒雾引发的普遍症状就是对
于中国的深深疑虑及仇视，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政府、领导人乃至政治制度，而是对中国这个国家、中
华文明乃至与有关中国一切的仇视。

这种怪现象使我们无法就中国进行成熟对话。“专制”“种族灭绝”等各种判词满天飞，却无人在意
求证事实。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自1839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后，遭受
了百年屈辱（与全球南方一样），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坚定地宣布，中国人
民已经站起来了。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利用其社会财富解决饥饿、文盲、困苦、
父权制等古老问题。正如一切社会实验一样，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但这是任何集体行动都会
产生的问题。但如今的怪现象不是在讨论中国的成就和问题，而是将中国简化为一种东方主义的讽刺
画形象——一个意图进行种族灭绝、觊觎全球霸权的专制国家。

这种怪现象有其明确的源头。它主要来自美国，其统治精英对中国人民取得的进步，特别是在机器人、
通信、高铁、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进展感到极为担心。对于那些坐享几百年殖民掠夺成果、受到知识
产权法保护的西方企业来说，中国的这些进步对它们长期享有的优势构成了生存威胁。西方担心自身
的脆弱，担心欧洲融入欧亚经济发展计划，因而对中国发动了信息战。

这股意识形态浊浪侵袭着我们，影响了我们就中国的世界角色进行认真、均衡对话的能力。比如，在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6-twi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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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着长期残酷殖民史的西方国家如今经常叫嚣“中国在非洲殖民”，却丝毫不承认自己的殖民史
以及法、美两国在全非洲盘根错节的军事存在。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总是指向全世界的有色人群，
比如苏丹的达尔富尔、中国的新疆，却从未指向对伊拉克发动非法战争、致使逾一百万人死亡的美国。
深受欧洲中心主义浸淫的国际刑事法庭接连起诉非洲领导人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却从未控诉
过一个西方领导人发动无休止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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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德珍（中国西藏自治区）作于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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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一新冷战的毒雾笼罩着我们。最近，南非《独行者日报》（Daily  Maverick）、《邮政卫报》
（Mail & Guardian）指责我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助力，与“中国的党国体系”联系紧密。这些
指控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西方知识界一些人企图将对西方攻击中国的任何异议都说成是虚假信息和宣传手段。比如，我
在2021年12月来自乌干达的报道揭穿了一个虚假指控：中国对乌干达的一项贷款旨在控制其唯一的国
际机场，是一种用心险恶的“债务陷阱”。这种说辞多次受到美国一些知名学者的抨击。通过与乌干
达政府官员的交谈以及财政部长马蒂亚·卡萨伊贾的公开声明，我发现，乌干达政府对此项交易缺乏
了解，但所谓中国霸占恩培德国际机场的说法绝无可能。尽管彭博社关于这项贷款的报道完全基于谎
言，他们却没有背负“替华盛顿办事”的骂名。这就是信息战的威力。

第二个关于我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指控，其依据只是我与中国学者有来往，在北京的知名智库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担任一个无薪职务。然而，很多对我进行这类荒唐指控的南非媒体的主要资助来
自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索罗斯给基金会取的名字源自卡
尔·波普尔1945年所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波普尔在该书中
提出了“无限宽容”原则，主张最大限度的对话，用“理性争论”来应对反对意见。在不能容忍我与
中国学者对话，却热烈欢迎与美国官员交流的抹黑活动中，所谓的理性争论何在？南非的自由派鼓
吹“文明冲突”而非“文明间对话”，造成了多大的文明隔阂？

全球南方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学到很多东西。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根除了绝对贫困，受到
联合国的盛赞，启发我们应对各自国家中的类似顽疾（为此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布了关于中国扶贫方
法的详细研究报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但制造针对一个国家的偏执态
度，用美国式围墙将其孤立，这在全社会是危险的。我们不应竖起高墙，而应推倒它们。美国煽风点
火的根源是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焦虑，我们不应该像傻瓜一样被利用。关于中国，我们应该进行
一种成熟的对话，而不是与我们无关的强权利益强加给我们的话术。

 

https://mg.co.za/opinion/2022-08-03-three-writers-respond-to-drew-forrests-opinion-piece-in-the-mg-and-rebecca-daviss-article-in-daily-maverick/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12/08/theres-a-nonsensical-propaganda-campaign-to-make-china-look-bad-in-uganda/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1-socialist-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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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杨光期（中国大理白族自治县 双廊白族农民画社）作于2018年

 

我在《星期日时报》的文章并未涵盖涉及中美冲突的所有问题，但希望借它引发一场对话。关于这类
问题，如有任何见解，请电邮我。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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