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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长 Lloyd Austin 上周宣布成立“繁荣卫士行动”联盟，以应对伊朗支持的也

门胡塞叛军在红海对“与以色列相关”船只的袭击，捍卫“航行自由”。以色列与哈马斯

的加沙冲突因此而面临外溢的风险。这有悖于美国专注对华竞争的初衷。拜登政府已

明确表示，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挑战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对手，而美国将集

中力量应对中国挑战。 

想要在全球领导权的博弈中获胜，华盛顿可用的一个大手段是让中国以某种方式卷入

战争，而自己置身事外。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一战和二战初期美国的熟练经验以及

在与前苏联竞争中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教训便是其正反面的例证。 

然而，现在放眼望去，人们会发现实际上是美国陷入战斗，而北京则是坐山观虎斗、

收渔翁之利。 

在乌克兰战场，俄罗斯正扭转局面。普京总统下令轰炸敖德萨港口、封锁乌克兰，而

美国及其盟国对泽连斯基政府的支持则明显转弱。 

任何有心人都会发现，在莫斯科已被美国为首的联盟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在战

场上之所以能够保持韧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强大的工业实力被动员起来支

持它。要看到这一支持的至关重要性，只需留意一下这一数据：两国贸易额在去年年

初乌战爆发以来，急升至今年的超过 2180 亿美元 ——单是今年中国对俄出口就同比

上升了 50%。 

随后，美国发现自己困在了中东。它曾试图从中抽身，“转向东亚”；而哈马斯 10 月初

对以色列的袭击又把它拉了回来，因为它现在声称，为了“民主对独裁”的斗争（对中

俄的竞争也使用了这个说法），它别无选择，只能全心全意支持民主的以色列。现

在，捍卫红海的“航行自由”口号听起来同样使美国不得不在那里采取行动。 

挑动北京卷入代理人战争，以使其像当年的苏联一样“流血和崩溃”——华盛顿应该说

是有成算，甚至有朝野共识。然而，美国自身被卷入欧洲和中东战事而北京却像没事

儿人一样，这令人吃惊。 

称它为“霸权诅咒”吧 ——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使得

华盛顿很难不把世界重要地区发生的冲突看作它不得不处理的事务，于法于情合当如

此。然而，如果把它们加在一起，就会看到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的“帝国过度扩张”，他在 1987 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对这一

主题进行了著名的探讨。 

悖论就在这里。华盛顿深感在已锁定中国为头号问题的情况下，自己火头处处是最糟

糕的局面。但似乎事态正向这个方向发展。 



在本专栏中，我一直担心华盛顿对中国的持续施压会导致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竞争发

展为热战，比如，在不远的将来爆发台湾战争——有些人严肃地猜测这会在 2027 或

2030 年发生。 

然而，11 月中旬旧金山举行的中美峰会使人们不禁感觉双方都在认真地宣称，希望确

保这场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从而使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一直保持和平，直到游戏结

束。 

现在，在加沙和红海发生的事正带来这一可能性的变种情形：尽管华盛顿在台湾问题

上以及最近通过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不断，但中国决心不被诱入一场热战，而美

国却被各个地区的热点问题缠住，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面临“流血和崩溃”的命运，而北京则坚决超脱于任何地缘政治热

点、和平接管世界霸权？ 

如果你采信国务卿 Blinken 和国防部长 Austin 的说法，上述推测可能显得匪夷所思—

—他们两位都信誓旦旦地声称，同时应对乌克兰、中东和东亚的挑战，美国仍然可以

“游刃有余”。 

拜登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到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战争是否超出了美国可以同时应对的

能力，他更是回答说：“当然不是，我的老天我们可是美国啊，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不只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整个历史上世界最强大的。我们可以在兼顾这两场

战事的同时，还保持我们的整体国际防务。” 

这些论断无疑是充满信心，令人印象深刻。然而，正如我们从肯尼迪教授那本关于帝

国过度扩张的书中所看到的，以往那些大国的决策者们在面对严峻现实、悔之晚矣之

前，也曾是同样地自信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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