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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媒体5日报道，尽管德国总理朔
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局势持
不同看法，朔尔茨确认，在他与普京的多
次通话中，普京从未威胁过他本人或德
国。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5 日刊发对朔
尔茨的专访。朔尔茨上述说法引起媒体
关注缘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近

期对普京的指认。
在英国广播公司1月30日开始播出

的纪录片中，约翰逊说他与普京曾经在
去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前通电话，普京
在电话中威胁他。约翰逊称，普京说可
以用导弹袭击他，“只要一分钟”。同一
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说，约翰逊的说法不真实，他要么在

撒谎，要么没有理解普京的话。
朔尔茨在5日刊发的采访中说，他与

普京多次通话，两人对乌克兰局势的看
法大不相同。就德国最近转变立场、决
定向乌克兰提供“豹”式主战坦克，朔尔
茨反复强调德国已同美国协调一致。

朔尔茨说，西方国家领导人已同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达成一致，乌方同意
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只能用于乌克
兰领土，不会用于攻击俄罗斯领土。

据新华社

“不受摆布的硬角色”
穆沙拉夫1943年8月11日出生于印度首都新

德里。18岁时，他进入巴基斯坦军事学院学习。在
2006年出版的自传《在火线》中，穆沙拉夫提及他在
军事学院的生活。他说，自己正是在那里学会了斗
争，“人们意识到我是不能被人随意摆布的硬角色”。

早年穆沙拉夫征战沙场，军功显赫。1995年，
52岁的他被提升为陆军中将，镇守与印度接壤的旁
遮普省。仅仅3年后，他火速升为上将，同时任巴
基斯坦陆军参谋长。1999年4月，穆沙拉夫在军队
登顶，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席。

时任总理谢里夫对穆沙拉夫说：“我选择你，是
因为在所有中将里，你是唯一没有为了谋求这个职
务而讨好我的人。”

然而随着形势变化，谢里夫突然宣布解除穆沙
拉夫所有职务。不甘失败的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
变并解散谢里夫政府，谢里夫被迫流亡。从此，军
队强人走向政坛，开始了前途坎坷的政治生涯。

政治强人 施展“铁腕”
2001年6月20日，穆沙拉夫宣誓就任巴基斯坦

总统并兼任陆军参谋长。在随后7年时间里，穆沙
拉夫两次连任，长期掌握大权，充分展示自己“铁腕”
的一面。穆沙拉夫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自己
亲任巴总统，成为巴历史上集总统、首席执行官、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陆军参谋长于一身的第一人。

与以往军人统治不同的是，穆沙拉夫实行“军人
掌权，文官治理”的策略，让军队以某种对等身份与文
官机构并存，监督其工作，而不是凌驾其上。在他的
领导下，巴基斯坦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增长率2005年
前后一度接近9%，GDP翻了两番，国家实力增强。

移交指挥权 含泪脱军装
谁也没有想到一度被认为政治生涯已结束的

谢里夫在2007年回国，并在议会组建了反对党还赢
得了大选。2007年10月，反对派在总统大选前向
最高法院起诉，认为穆沙拉夫作为总统兼任陆军参
谋长违反宪法，并表示军职在身的穆沙拉夫不能参
加新一届总统选举。尽管指控被法院驳回，但也让
穆沙拉夫面临巨大压力。

不久后，穆沙拉夫迫于局势做出“若连任就脱
去军装”的承诺。当年11月24日，穆沙拉夫再次当
选总统，他履行承诺辞去了陆军参谋长职务，并移交
了军方指挥权。在告别仪式上，当穆沙拉夫讲到要
离开战斗了46年的军队时，声音哽咽，眼眶噙泪。

跌落谷底 自我流亡
然而，含泪脱下军装并未能换来长久安稳。很

快，穆沙拉夫就从政治生涯的巅峰跌落谷底。
2008年，谢里夫所在的巴执政联盟决定启动对

穆沙拉夫的弹劾程序。当年8月，穆沙拉夫称“为
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辞去总统职务，并从2009年开
始“自我流亡”。2013年3月，穆沙拉夫回国打算参
加大选，但是被法院禁止。2014年3月，巴基斯坦
法庭起诉穆沙拉夫犯有“叛国罪”。

曾经的政治强人遭遇命运的一再“反转”。被
捕、重获自由、再次被捕……2016年3月，巴基斯坦
最高法院才同意穆沙拉夫前往迪拜就医。

但关于他的争议并没有就此平息。2019年12
月，巴基斯坦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穆沙拉夫死
刑。但不到一个月后，巴基斯坦拉合尔高等法院又
裁定，穆沙拉夫死刑判决违宪。

如今，在遭受病痛的长期折磨后，穆沙拉夫在
迪拜去世，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据中新社

起底美西方“舆论战”套路

“美国充当全球霸主的时日已经不
多了，但它拒绝接受这一现实。于是，美
国就像章鱼般伸出触手，在经济、贸易、
科技、政治、卫生、媒体、情报等多个领域
攻击中国，破坏新疆等地区稳定，支持分
裂势力，并利用其军事优势恐吓中国。”
加西亚分析道。

加西亚曾在西班牙语世界影响力最
大的通讯社埃菲社工作了20多年，常驻
过巴勒斯坦、委内瑞拉、德国、中国等
地。在他看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无
非是美国政府试图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

“鬼把戏”。
在美国发起的多条对华“战线”中，

加西亚对美西方“舆论战”套路最为熟
悉。他指出，美国政府与媒体利用其强
大的议题设置和主导能力，“引领”着其
他西方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发起针对中
国的“舆论战”，其做法是“好的一律不
报”“不好的添油加醋”。

在书中，加西亚历数了西方媒体的
“套路”：中国富裕的企业家不是“企业
家”而是“寡头”；中国腐败官员不是“被
解职”而是“被清洗”；中国对外投资不是

“投资”而是“债务陷阱”；中国追踪新冠
确诊病例活动轨迹的行为不是“流调”而
是“监视”；中国部分城市宣布“封控”不
是“防疫需要”而是“侵犯人权”……

当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诋毁
中国时，西方媒体又发明了一种“万能句
式”：“中国经济在增长，但代价是……”

“中国加大环保力度，但代价是……”“中

国城市变得更加智能，但代价是……”“北
京冬奥会还算成功，但代价是……”“中国
拉动柬埔寨经济增长，但代价是……”

“美国媒体设置议题后，其他西方媒
体很难跳出这一既定框架，导致每天都
有成百上千的媒体重复着几十条非常类
似的涉华新闻。”加西亚说。

亲历多元、迷人的中国

2018年，加西亚被埃菲社派往中国常
驻。这给了他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让
他发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不同于西
方媒体塑造的中国。他对中国在消除贫
困、生态保护、节能减排、共同富裕、科技
创新等领域取得的成就非常赞赏。

“到中国后，我尝试抛开所有偏见，
保持清醒开放的头脑，客观地观察中
国。我惊喜地发现，中国并非是西方媒
体所描述的中国，它非常多元，非常迷
人。”加西亚说。

洋溢在中国普通人脸上的幸福感，
让加西亚深受触动。而一些西方媒体罔
顾事实、刻意抹黑中国的做法，则令他生
厌。2021 年 9 月，他在推特上连发 14 条
推文，宣布将放弃从事30余年的新闻工
作，因为“令人厌烦的反华‘信息战’几乎
耗光了我的新闻职业理想”。

加西亚说，西方媒体总是宣扬所谓
“新闻自由”，但一用到中国报道上，就成
了“逢中必反”的套路，他们“只会说一模
一样的话”“从不脱离既定剧本”。

在下定决心辞职的同时，加西亚也
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写一本关于中国
的书。

著书反击西方媒体抹黑

为了写好《中国：威胁还是希望》，加
西亚到新疆、深圳等地开展了田野调查
和深度访谈。他在书中细数了中国开展
精准扶贫脱贫的做法和相应成效，阐明
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带来的希望和鼓
舞；介绍了中国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的有益尝试，探讨中国传
统文化在共同富裕等理念上的传承和延
拓；澄清了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民主、人
权、防治污染等问题上的错误引导，感叹
中国在实践中试错并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的智慧和高效。

谈及中国的防疫政策，加西亚认为，
中国在病毒致病性减弱后优化调整疫情
防控措施，是尊重生命的表现。“任何一
个政府都应优先保障国民的生命权。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防疫政策无疑
是成功的。”

在加西亚眼里，中国不仅不是威胁，
反而代表着一种希望，因为“中国崇尚多
元发展，从不强人所难”，这意味着“中国
势不可挡的崛起将成为构建更加公正、
和平的全球新秩序的关键性支柱”。

针对一些国家炮制所谓“中国威胁
论”、欲将世界拉入“新冷战”陷阱的图
谋，加西亚非常不满。在他所憧憬的世
界里，所有人都和平相处，所有商品都自
由流通，商品、知识和文化交流取代武器
和炸弹横飞，有限的资源被用于增加所
有人的福祉，而不是仅让少数人致富。

“这正是中国想要的。”加西亚说
道。 据新华社

穆沙拉夫：
戎马与流放
荣耀与囚禁

无罪之“罪”
——西班牙记者起底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套路

“西方主流媒体以及一些政府和政客每天都在恐吓我们：中
国崛起对世界构成威胁，对西方尤甚。”西班牙资深记者哈维尔·
加西亚在他的新书《中国：威胁还是希望》中写道。

加西亚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纯属无中生
有。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崇尚和平的国家，从未试图征服谁，
也未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谁。”

朔尔茨：普京没威胁过我

巴基斯坦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5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迪拜去世，终年79岁。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天发表声明说，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及三军参谋长对穆沙拉夫去世表示哀悼。

据阿联酋《海湾时报》报道，穆沙拉夫于 5 日上午在迪拜去
世。此前，他已长时间入院接受治疗。 据新华社

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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