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有关部门
和单位”委托，春
节该怎么放假，也
就是说从除夕开始
放，还是从年初一
开始放的调查充斥了各大互联网站。我
们认为这样的调查很无聊，它撩拨起人
们的一些希望，到头来又让很多人搓
火，不舒服。如此“聆听大众呼声”算
不上什么走群众路线。

最重要的是，春节 3 天假期 （加上
倒休一共 7天） 的长度是固定的，除夕
这天放不放假，已经变了两次。当初除
夕是不放假的，2008年改为从除夕休到
初六。去年假日办又改了回去，2014年
春节长假再次变成从初一休到初七。这
个安排刚施行一年，“有关部门和单
位”又开始折腾，问大家“想怎么放”。

这不真成“朝三暮四”了！问题是
公众又不是猴子，从早三晚四改成早四
晚三大家就开心了。说实话，从除夕到

初六和从初一到初七这两个方案怎么选
都带不来“增加”的欢愉，而是“割
肉”的难受。

中国应当认真研究是否可以增加法
定节假日的问题，这是老百姓真
正期盼的。在现有节假日总天数
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具体安排
应尽可能固定，而不是变来变
去。法定节假日不仅是传统文化
的重要支点，也是社会生活和家
庭生活节奏感的标记。它们一变，从公
共空间到人体中的很多“钟”都要多少
跟着变。要变只能变得更加舒展、宽
松，不增加只挪动带来的不适感大多是
最突出的。

环球时报长期呼吁国家考虑增加法

定节假日一到两天，用来恢复五一长
假，它比增加春节假期的长度更有价
值。我们的理由如下，一是中国一年
115 天的法定节假日总数自 2008 年以

来，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增加，而
115 天是“极限”的说法缺少论
证。二是中国现在最缺的是内
需，而不是产能，恢复五一长假
可以强有力拉升消费，促进旅
游。三是没有什么比多一天假期

对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感更有效了。这样
的理由还可以举出很多。

由于中国是否增加法定假日要由人
大决定，我们寄希望于这个话题能在
2015年两会期间受到更多代表委员的关
注。

在现有节假日总
数固定的情况下，除
夕问题还是以不再变
动为宜，这里另有一
个原因，那就是从初

一休到初七只要稳定下来，除夕成为隐
形假日会越来越流行。当下，除夕大规
模上班的以公务员为主力，政府机关不
妨恢复除夕上半天班或者大半天班的传
统。学校那天都在放寒假，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也较灵活，民企提前放假的很
多。但如果国家法定从除夕休到初六，
初七“蹭着休”就难了。

或许，只要守住了从初一到初七这
7 天，年三十国家不法定休，民间的休
息热情会逐渐“攻克”这一天，使它在
越来越大范围和程度上成为“不是假日
的假日”。中国人活得很累，加班现象
对社会日常生活的侵蚀十分严重，除夕
的时候大家纷纷“想开点”，不会成为
中国人勤劳文化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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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从“谁是我
们 的 敌 人 ， 谁 是 我 们 的 朋
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切入，很有意思。这句话是
毛泽东主席的话,后面还跟着一句：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
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我们
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
里有一个关键词，即“革命”。对一
个革命者来说，他要推翻一个秩序，
当然需要这样的思维。而问题的关

键是，今天的世界各大国和当今国际
体系是不是一种革命的关系？今天
的世界大国是不是要推翻当前的国
际秩序？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当今世界大国之间固然有各种
各样的矛盾，但是大家都受益于目
前的国际体系，从中获得了发展和
尊重。如果不是以革命者的姿态来
对待现存国际体系的话，就没有必
要采用非敌即友的对抗性思维来处
理外交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国之间没
有矛盾。即将过去的 2014年，乌克
兰危机把美俄关系拉到了新冷战边
缘，使它具备了某些冷战的逻辑。
美俄间部分人员往来的限制，政治
关系的恶化，经济上的制裁，军事

上的对抗性、遏制性的部署，这些
都是冷战边缘的表现。欧洲和俄罗
斯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对俄罗斯
来说，美欧对东欧的政策不仅是苏
联的影响能否恢复的问题，而是现
在俄罗斯的国土能否不解体的问
题。对欧洲来说，俄罗斯对东欧的

政策意味着冷战的结果能否被尊
重，欧洲人认为如果回到历史上找
边界的话，那整个欧洲就将没有和
平可言。美欧关系由于美国对欧洲
盟友的监听而变得更加复杂，美欧
是最重要的盟友，但是盟友都如此
缺乏互信，双方的矛盾也在增加。

中国与美欧俄的合作关系是全
面深化。习奥会晤不仅确认了新型
大国关系的理念，而且在具体方面
有很多的合作。中国和俄罗斯互动
频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
巩固。习主席访问欧洲，第一次访
问欧盟总部，提出来中国和欧洲成
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
伙伴关系，中欧关系全面推进。中
日关系是“乍暖还寒”，习主席在北

京 APEC 会议期间应约与安倍晋三
首相进行简短会晤，中日双方达成
四点原则共识，尽管这四点共识双
方还各有解释，但毕竟首次确认要
建立机制、采取措施来预防不测事
件的发生。

在亚太地区，有两种安全思路。
一种是以结盟为基础，就是你的
绝对不安全才是我的绝对安全，
这一思路造成恶性循环。中国主
张另一种思路，即新安全观，综合

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
安全。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建立有针
对性的同盟体系，这给中俄带来了不
安全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之间
进行战略协作。但两国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理念，即我们在捍卫自己国家
的安全和主权独立发展上有共同点，
但不是结盟也不能结盟。中国主张
包容和共赢而不是结盟与对抗。因
为如果中俄结盟来对抗欧美，那么世
界真的就可能会有新的冷战。

总之，尽管大国之间有很多矛
盾，但没有国家想推翻现有国际秩
序，所以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外
交问题时，不存在非敌即友
的问题。▲ （作者是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前年的这个场合，我发言
的主题是中华不自乱，无人能
乱华。今年我想强调实现中华
复兴这个核心战略利益，再续

延安路，咬定青山不放松。
当前的中美关系可以被概括成两句话。第一

句：做敌人难，做朋友更难。因为经济全球化及核
武器这两大要素，中美两国做敌人几乎不可能。然
而，因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和独特的发展道路正在削
弱美国对世界的支配权，同美国做朋友也会越来越
难。第二句：有限的伙伴关系和无限的竞争关系。
而今，中国与美欧日谁都付不起反目成仇的代价。
中国原来有廉价劳力，而今更有了廉价资本和廉价
技术。于是我们在世界的一些重要问题领域进行战
略合作及战略交易，比如全球经济景气问题、核扩
散问题、签证问题、货币问题、气候问题，等等。
但是，支配与反支配的问题领域却无限宽广、持
久，将持续半个世纪以上。西方与俄国关系的急转
直下再次证明恃强凌弱是世界的通行规则。崛起中

的弱者不会轻易接受被打压和欺凌的现实。所
以，除非中国停滞或崩溃，合作是有限的，竞争
是绝对的、无限的。

如何应对上述两句话构成的大形势？我认为
有三个要点。

第一，中华的政治安全是底线。与近代史不
同了，而今的我国已经强大到了“中华不自
乱，无人能乱华”的地步。然而，中华若要
不“自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
趋于平等的社会经济政策来获取社会团结。
百姓养小送老不能越来越难，而要越来越容
易。我指的是医疗和教育要走向均等化而不
是相反。少数人的现代化不是中华全民族的

现代化。
第二，要警惕对外过度用力。与前苏联不

同，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若人均富裕程度相
当，中国能力就是美、欧、日总共 10亿人的能力
之合。反之，对付中国崛起，美欧日也是潜在同
盟。当年的苏联误判己方实力，对外过度用力，
不仅与美欧日为敌，而且与中国为敌。现在看，
与中国交恶对前苏联最为致命。如果意识到竞争
对手的潜在同盟，清醒地意识到我国6千多美元的
人均收入对 4万-5万美元的美欧日人均收入处于
绝对劣势，就要准备持久战，深耕固本、稳扎稳
打，切忌急于求成，特别在对外投资和对邻邦政
策上要非常谨慎、谦虚。

第三，继承我党“延安道路”的光荣传统。
在八年抗战中，弱势的延安从“剿匪”对象变成
了抗战胜利时的百万雄师。那时，我党的成功经
验被概括成三条“延安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而今，中华民族强国富民的伟大复兴是我们

坚定的政治方向。为保障这个核心利
益，我们要重新强调艰苦朴素的工作作
风，还要不断精确地盘算收益和成本，
随时准备调整战略战术，尽可能减少敌
人，尽可能增加朋友。▲（作者是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再续延安道路，咬定青山不放松
潘 维

当今大国不是国际体系的革命者
曲 星

造成当前大国之
间关系紧张的一个主
要因素就是现在唯一
的超级大国美国。冷
战结束后，美国推行战略扩张，试
图一统天下，通过接触和扩张的方
式把前对手的势力范围拿下来，想
将中国和俄罗斯改造成美国的伙
伴，所以我们看到了北约在欧洲的
东扩、在亚洲美国同盟体系的重新
调整。美国这样顺风顺水做了 20
年。现在美国的接触和扩张战略遭
遇一个空前的挑战，即俄罗斯的战
略复兴和中国的强势崛起。所以美
国调整战略，加强对中俄的战略防
范和挤压，并重新动员自己的盟友
为其战略服务。这就是当前国际形
势的大背景。

即便如此，现今世界划分敌友
与冷战时期的敌友有很大区别，第
一个区别就是今天爆发全面军事对
抗的可能性小了。第二，经济的相

互依赖使得敌友划分很困难。第
三，今天的意识形态对抗减弱了。
美国还在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但
俄罗斯不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坚持意
识形态阵地，中国也不在国际上推
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第四，美国、
中国、俄罗斯一面在开展战略竞
争，同时也在很多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合作，这跟冷战的时候很不一
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外交
不要落入美国式陷阱。在美国四处
找敌人的时候，中国一定要到处交
朋友。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
越少越好。美国要巩固同盟并争取
更多的安全伙伴，中国则要有更多
的伙伴。我们让美国的很多盟国在
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的伙伴，这样

一来让美国想
划的线变得模
糊不定，让它没有办
法把这个区分固定下

来，这样一来我们的空间越来越
大，资源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态
势就越来越积极主动，这就是中国
的大国外交比美国更高明的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政治
出现一个新概念，即中等国家同
盟。日本希望跟澳大利亚、印度、
印尼结成一个中等国家同盟，在美
国力量相对下降、影响力衰弱的背
景下，通过中等国家同盟的合作来
牵制中国的崛起。中等国家通过同
盟的作用，可以弥补大国互动中大
国的某种力量的缺失。因此对中国
来讲，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跟美
国、俄罗斯这些大国的互动，对与
这个地区一些中等国家的互动，也
要越来越在意。▲（作者是复旦大
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外交不要落入美国式陷阱
吴心伯

大国外交是否重回区分敌友时代

朝三暮四折腾春节假，实在没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