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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与子冈、徐盈：心声共识
（之二）

这一时期， 子冈的小说作品也在沈
从文所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刊登，沈
从文常常是耐心地对她的文章进行修
改，确保呈现出作品最好的状态。

子冈来自苏州， 在文中自然会谈及
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女士， 此时张兆和
正带着两个儿子在苏州娘家暂住。 沈从
文就子冈在文中以他与《浮生六记》人物
做比喻做了一点小小的“澄清”。“谢谢你
对我那位太太的好意。 我想下个月她来
时，一定会和你能谈得来。她和丁玲就一
见如故。 她是个相当家常可又一脑子理
想的人物， 样子比文坛消息上传说得坏
一点，头脑却比传说更稍好一点。学什么
都快， 糟的是嫁给我那么一个生命永远
不成熟的人， 因此除在家事中被称为好
妻子，别方面发展都滞住了。即手中一支
笔， 也像是照俗话说的 ‘一山不能藏二
虎’，搁下了。你们听说我每天写一二信
给太太，太太也来信，以为有趣，也有点
好笑。可是那一年若发表出来时，却一定
出人意外，因为内容完全不是诗，是大堆
讨论， 就像给朋友信一样， 谈的是 ‘问
题’。 我们的家完全和你说的沈三白相
反，我们商量的全是廿岁头脑所旋转的，

比你那位老弟还幼稚得多！”

这是沈从文当时写给子冈的信，但
却未曾寄， 直到三十多年后沈从文在整
理物品时才发现这封信，并寄给了子冈。

沈从文在信文中“澄清”他们的生活是不
同于《浮生六记》的。《浮生六记》是苏州
一对普通夫妻寻常生活的自传， 虽然家
境贫寒，但却恩爱如初，以对琐屑生活的

热爱抵御着悲郁无望的前景。 而沈从文却
不认同这一比喻， 他与张兆和虽然也是身
处窘境，但却始终怀着极大的希望和憧憬，

从不绝望。当然，子冈显然是想隐喻他们夫
妻情感的和睦， 不管沈从文本人是否承认
生活中有着《浮生六记》的影子，但子冈的
这一提法却是新鲜的、值得玩味的。

从沈从文致子冈的信中可知， 沈从文
与子冈夫妇已经很是熟悉了， 相互多有来
往， 沈从文还认识了子冈
的弟弟彭华， 彭华当时为
中共北平方面的军事干
部。

沈从文对于朋友的兴
趣专业也很了解， 他常常
会读读徐盈有关工商经济
方面的文章， 他不让子冈
和徐盈对他以老师相称，

甚至还说要向他们学习才
是：“我倒正想用徐盈作老
师， 从他一切观点上来取
得一点做人、 应世、 看社
会、测未来的真正知识，好
来着手用用这一支笔，切
切实实作点事……” 沈从

文此说并非谦虚和恭维， 他渴望着能够通
过与子冈、徐盈的交往，从而多了解社会不
同阶层、不同界别、不同信仰的人物情况，

以充实自己的认知和写作。

同时， 沈从文更希望结交社会各界的
新朋友，彼此不必专业相像，更不必是同一
领域，当然前提是真诚，是坦诚，是从一而
终的将心比心。

1971年， 年近七旬的沈从文下放在湖

北双溪艰苦劳动时， 还没有忘记二十多年
前子冈采写的那篇小文， 他乐观而幽默地
回复子冈和徐盈，说自己吃得还算好，生活
的环境清静，“虽头发还经常一二月才理一
次，表面上还不算太狼狈”。

在抗战结束后回到北京的二十多年
中，沈从文与子冈、徐盈的友谊一直紧密维
系着， 这也是沈从文身处逆境时愿意与子
冈夫妇保持书信交往的原因之一。

1947年 10月，沈从文身处历史变革之
中，疾病缠身仍继续坚守文学岗位，常常半
夜呛血，胸闷难忍。子冈和徐盈得知后，很是
着急，当时子冈因为脚伤不便外出，徐盈上
门为沈从文送上珍贵的营养品———奶粉和
鱼肝油。 朋友的关怀让沈从文感激不已，他
在心里默默记着这份友情，但对于送来的礼
物，却是坚决送回，并说这只是自己的习惯
而已，他希望把这份礼物代为送给其他患病
的作家，且不要提及“沈从文”三个字。

在与沈从文的交往中， 子冈和徐盈的
长子徐城北也认识了沈从文， 并在早期时
就建立了联系， 徐城北一度跟着沈从文做
“学徒”。

1969年，从北京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工作多年的徐城北感到些许孤独而茫
然，在此期间，他曾与沈从文保持着书信联
系。 沈从文在回信时对徐城北分析当时毕
业生下乡大势， 鼓励他安心在边疆工作，

说：“比起留在北京，无事遛街玩牌，有天渊
之别！”

在信中，沈从文为让徐城北放心家里，

尽可能告知徐城北家中一切情况， 如徐家
大妹妹已经学会针灸，又如子冈、徐盈一切
都好。并说，三年来，社会人事变化空前，不
少熟人已经作古。 欣慰的是北京已经结束
了“武斗”，各单位也在释放被揪斗的人员，

而沈从文本人就是被释放的一位。

（十一） 连 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道 著

友 朋

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图为沈从文与家人在北京留影

新闻分析

把皮球踢给巴勒斯坦

如果作秀的成分大于严肃的政治擘画，

对利益的算计超过对和平的关心，“世纪协
议”能走多远恐怕就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分析人士也不看好 “中东和平新计划”

的实施前景。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主任
内坦·萨克斯表示，这份计划凸显的“成功”

只会停留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美国和以色
列在共同处理巴以问题上的核心逻辑就是
以色列需要赢过巴勒斯坦。但实际上，“和平
计划”并不会带来稳定，巴勒斯坦将彻底分
裂成一个由高速公路连接的国家。

“从各方反应来看，新和平计划只具有
象征意义，根本无法落实。而且这份计划只
是倡议，不具法律效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说，事实上，美以也明
知巴方会拒绝，所以故意设个套，把皮球踢
给巴勒斯坦，让巴方陷入被动、两难局面。因
为巴勒斯坦的反制措施很有限，拒绝意味着
政治、经济两头都捞不到好处，但是又不可
能接受“主权换援助”“割地换和平”。

“新计划不会改变现状，因为它不会得
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不会上升为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巴以僵局将维持下去。”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李伟建
表示，至于阿巴斯声称将寻求新方案也绝非
易事，因为巴勒斯坦有心无力。

而且，大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如今在中
东地区，巴以问题正在逐步被边缘化。

孙德刚说， 这一局面由多个因素造成。

一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巴勒斯坦民族解
放运动（法塔赫）和哈马斯各自割据一方，一
个在加沙，一个在约旦河西岸，无法形成合
力；二是，以强巴弱趋势愈发明显。现在特朗
普如此偏袒以色列， 以色列将更加有恃无
恐；三是，阿拉伯世界也四分五裂，各国自扫
门前雪。除了给予巴方道义上的支持，无法
提供实质帮助，与以色列抗衡的力量已变得
很弱。沙特、阿联酋等国更是把与美国合作、

遏制伊朗视为头等大事，对于新和平计划实
际上是持默许态度。未来，巴勒斯坦想重回
1967年的边界划分将更为艰难，而以色列则
会通过扩建定居点不断蚕食巴方土地。

特朗普公布“中东和平新计划”政治方案，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反对

一边倒偏袒以色列，美“世纪协议”引质疑
继去年 6 月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的经

济方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又宣布政治方
案，由此，一拖再拖、半遮半掩的所谓中东“世
纪协议”终于完整露出“庐山真面目”。

特朗普说巴以会“双赢”，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说这是“世纪机遇”，巴勒斯坦却斥之为
阴谋协议并断然拒绝，阿盟也不予接受，欧洲
和联合国则“冷淡”回应。

一边是美以“一唱一和”自卖自夸，一边却
是阿拉伯世界的齐声唾弃。这份“中东和平新
计划”真能给中东带来“和平”吗？

“厚以薄巴”极不公平

1月 28日， 趁着内塔尼亚胡访美之机，特
朗普在海湖庄园给这个超级盟友送上一份“隆
重”的见面礼———宣布“中东和平新计划”政治
部分内容。

这份长达 50页的政治方案，绝大部分内容
都撞在内塔尼亚胡心坎上———重申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国未来将
在东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建立首都； 承认以色列
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 同意让巴
勒斯坦控制领土范围扩大至西岸的 70%，但必
须满足条件，包括巴勒斯坦先实现“非军事化”，

并要求巴勒斯坦放弃约旦河谷等重要地区；要
求以色列在未来 4年停建定居点， 并在此期间
与巴勒斯坦展开谈判。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最后
一条是以色列作出的“唯一让步”。

以色列开心满意了， 巴勒斯坦却被激怒
了，第一时间表达强烈抗议，严词拒绝。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1月 28日当天便怼
回去：要对这个计划说一千个不，“耶路撒冷不
可买卖”。2月 1日， 他还誓言将断绝与以色列
和美国的“一切关系”。在巴勒斯坦，成千上万
的民众上街声讨抗议。

事实上， 这是巴勒斯坦第二次表达愤怒。

去年 6月经济方案出台时，就有露骨的交易之
嫌。 美国拟联合多国向巴勒斯坦等国投资 500

亿美元。这一方案被指用金钱买和平，以经济
援助为筹码对巴勒斯坦政治施压。当时，哈马
斯怒称，巴勒斯坦没有廉价待售。

分析人士指出，巴勒斯坦的愤怒缘于这份
所谓的“世纪协议”极不公平，违背了联合国与
国际社会公认的“两国方案”。

“两国方案”是指以色列归还在 1967年中
东战争后吞并的巴人土地， 最终建立以 1967

年战争前边界为基础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

而且巴勒斯坦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
全主权。但是“世纪协议”却在耶路撒冷地位、

巴国首都、两国分界、巴方控制领土范围等事
项上大做手脚，并试图以“投资换和平”取代
“土地换和平”。

“美方新计划是‘两国方案’的一大倒退，

严重偏袒以色列，与国际社会共识大相径庭。”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说。

经济方案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核心
原则，把“土地换和平”改为“主权换援助”，要
求巴勒斯坦放弃政治诉求，以此换取 500亿美
元援助，改善民生福利。

政治方案一味满足以色列的诉求，而无视
巴勒斯坦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这种“厚以薄巴”

的行径表现在：一，在复杂敏感的建国定都问
题上，巴勒斯坦的首都从东耶路撒冷“缩”为东
耶路撒冷部分地区；二，承认以色列对巴被占
领土的主权， 包括约旦河谷和犹太定居点，这
是前所未有的。有评论称，这意味着巴勒斯坦
人将放弃约旦河西岸的部分领土，而原本应被
赶走的以色列人反而将成为“合法居民”；三，

在巴难民回归问题上， 规定每年仅 5000人能
回归巴勒斯坦， 而巴方则希望几百万人回归；

四，要求巴必须实现非军事化，这意味着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伊
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都要解除武装，并且未

来巴勒斯坦不能有军队， 只能有安全部队，维
护国内治安和反恐。

由阿拉伯国家埋单？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李伟建说， 巴以
问题的当事方是巴以两国， 但是新计划只是
美以在谈， 巴勒斯坦却被撇在一边，“这在结
构上不对称”。

有人更是讽刺这份“世纪协议”是有史以
来最“奇葩”的交易，拥有者是巴勒斯坦，卖家
是美国，买家是以色列，埋单的是阿拉伯国家。

李伟建说，这可谓一针见血，被占的是巴勒斯
坦的土地，美国却“卖”给以色列，付钱的却是
阿拉伯人———忽悠阿拉伯国家筹措 500 亿美
元援助资金，美以都不亏。

虽然在政治方案中，巴勒斯坦被允许“有
条件”获得更多土地，但是分析认为，这点甜头
只是画饼充饥，何况给的都是以色列不要的贫
瘠之地。

孙德刚说，约旦河西岸本来是一片完整的
土地，但现在已被以色列所建的定居点蚕食得
支离破碎， 如今连约旦河谷也要划给以色列，

美以不得不给巴勒斯坦作出一些补偿。 于是，

将靠近埃及西奈半岛的两块荒漠之地划拨给

巴勒斯坦，支持其建金融区、高科技区、工业
区。而约旦河西岸的肥美之地早就被以色列的
定居点占据。虽然补偿土地的面积与巴方的失
地面积大致相当，但是质量却相差很大。

国际舆论为之哗然

美以联手“坑”巴勒斯坦，国际社会也看不
下去了，“世纪协议”差点被全球口水“淹死”。

阿盟紧急开会后表示拒绝接受。伊朗称这
一方案为“世纪背叛”，且“注定失败”。土耳其
说美国的所谓“和平方案”是抹杀“两国方案”

及掠夺巴人土地的吞并方案。联合国、法国、德
国、欧盟、中国均坚持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
问题的立场。

国际风评太差，内塔尼亚胡似乎也不淡定
了，想找“外援”。访问美国后，他在 1 月 30 日
又前往俄罗斯，寻求俄总统普京对“世纪协议”

的支持。但从俄方之前力挺“两国方案”的态度
看，以色列想拉莫斯科给自己背书恐怕够呛。

外界抨击 “世纪协议”， 特朗普却自信满
满，“我的构想是为双方提供双赢的机会，这是
一个现实的两国解决方案。”

出于国内政治考量

但是，在一些媒体眼中，与其说这是一份
严肃的解决方案，还不如说是一场“海湖庄园
秀”，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因利而合”的产
物。眼下，两人可谓“患难与共”———在承受国
内政治压力的同时，都在为大选操劳。

《纽约时报》评论，“世纪协议”不是一份严
肃的和平蓝图，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它由一名正
在接受弹劾审判的总统和一名受刑事指控、即
将面临一年之内第三次选举的总理协同完成。

赶巧，当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喜提”特朗普
的政治版“世纪协议”之际，后院失火，以色列
总检察长向内塔尼亚胡发起受贿、欺诈和背信
三项指控。内塔尼亚胡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
首个在任期间被起诉的总理。

“以色列大选即将来临，内塔尼亚胡却面
临贿赂和欺诈指控， 特朗普似乎试图助内塔
尼亚胡一臂之力。 对于面临参议院弹劾审判
的特朗普来说， 也想获得亲以色列的福音派
选民的支持，帮助自己实现大选连任。”英国
《卫报》说。

李伟建也认为，特朗普选择这个节点推出
“世纪协议”政治方案，很大程度出于国内政治
的考量。一来化解弹劾审判压力，转移国内视
线；二来继续笼络犹太裔选民，备战大选连任。

■本报记者 廖勤

■本报记者 廖勤

首相约翰逊今将就“脱欧”后英欧贸易关系发表讲话

英有意与欧盟达成松散型贸易协定？

新华社特稿 英国日前正式“脱欧”并进入过
渡期，过渡期将于 2020年 12月 31日结束。专家
认为，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英国要与欧盟、美国等
主要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定挑战巨大。一名英国
政府官员 2月 1日透露，在贸易关系方面，首相
约翰逊有意考虑与欧洲联盟达成一项较为松散
的贸易协定，从而不必完全遵守欧盟的各项贸易
规则。

“只有两种结果”

英国 1 月 31 日正式“脱欧”，在成为这一地
区一体化组织成员国 47年后退出。约翰逊 2月 3

日预计就英国与欧盟贸易关系发表讲话。

按这名官员的说法，“谈判只有两种可能的
结果，一种是（欧盟）与加拿大一样的自由贸易协
定， 另一种是与澳大利亚一样的松散型协议，我
们乐见谈成任何一种。”

约翰逊先前说，在“脱欧”过渡期年底结束
前，他的主要目标是与欧盟达成像加拿大一样的
自贸协议。不过，英国官员 1日表态显示，约翰逊
似乎转变态度，越来越不愿屈从压力用让步换取

与欧盟达成交易。

无论如何，过渡期结束后，英国企业向欧
盟出口商品和服务，将不再像从前那样完全享
有无障碍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便利，转而必须
向欧盟成员国纳税。 一些欧盟领导人有言在
先：一旦“分手”，英国不能继续享受欧盟“会
员”待遇。

欧盟分管英国“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
表米歇尔·巴尼耶正与欧盟成员国协商起草谈
判计划，为今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贸易制定规
则，预计 3日发布谈判计划草案的各项目标。

巴尼耶过去一直牵头与英国谈具体的“分
手协议”。如今，在欧盟看来，英国与加拿大或
新加坡一样都是“第三国”。

有分析认为，约翰逊政府一直寻求更大的
自主权和灵活余地，不愿绑死在欧盟这一个贸
易伙伴身上。

在加拿大与欧盟的贸易协定中，加方不必
遵守欧盟的贸易规则。只是，鉴于欧英之间庞
大贸易额和紧密的贸易关系，一些欧盟成员国
不愿给予英国类似待遇，从而让英国在劳工和
环保标准上自行其是。

按照路透社说法，英国在一些领域的标准
实际上大幅超越欧盟标准， 比如最低工资、产
假和禁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基本自贸协定？

不过也有专家预测，英欧有望在年底前达

成涉及货物零关税、零配额的基本自贸协定。

英国经济学前沿咨询公司国际贸易政策
专家阿马尔·布雷肯里奇认为， 英国与欧盟在
年底前的谈判目标将是达成一项基本自贸协
定，给予对方免关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涵盖
海关措施、原产地规则等。除基本自贸协定外，

英欧还需通过协议等形式来解决其他更复杂
问题。双方在渔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存在较
大分歧，在有限时间内达成全面贸易协议的可
能性较低。

欧洲改革中心高级研究员山姆·洛韦认
为，年底前达成自贸协定是可能的，但英国可
能面临一系列先决条件，包括允许欧盟进入其
捕鱼水域、承诺不降低环境和劳工标准等。

1月 28日，在美国华盛顿，特朗普（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会谈。新华社 发

1月 31日， 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
部，工作人员取下英国国旗。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