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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晚，青年教师吴迪下班回到宿舍，打开电子信箱，一封标题为

“Presidential Correspondence”(总统信函)的邮件立即引起他的注意。打开邮

件，看到落款处的署名巴拉克·奥巴马。吴迪知道，自己写给美国总统奥巴马

的信终于有了回音。

吴迪登录美国商务部、美中贸易协

会、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等多个部门和组

织网站，查找自己需要的数据和报告。20

多天里，他利用空余时间进行研究。10月

初，吴迪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通过分

析，他得出了关于美国经济的3点结论：第

一，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不在

于与任何一国的贸易或汇率问题，而在于

常年性的低储蓄率；第二，美国就业的增

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商品和服务商品市场

的发展，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资本商

品，而这些资本商品则主要流入了中国的

制造行业。如果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制

造业受到冲击，美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受

到阻碍；第三，美元的地位衍生出了美国

金融业的强势和制造业的劣势，导致各种

资本向华尔街倾斜。

据此，吴迪提出，中美货币战和贸易

争端对两国都是一个打击。

吴迪把自己的结论整合后，写成了致

奥巴马的信件，提交至白宫网站上一个总

统信箱的链接。吴迪还辗转找到美国财政

部长和商务部长的邮箱，请他们向奥巴马

转交。与此同时，他还把文章投稿至《华尔

街日报》社评版。“当时我想，我就是一个普

通公民，这封信可能会经过很多秘书和部

门审查，不知道奥巴马能不能看到”。

致信美国多名高官

中国小伙建言获奥巴马回信
担心美民众反华情绪

公民外交从我做起
正当吴迪焦急等待回音时，《华尔

街日报》社评版主编通过邮件联系到

他，表示非常欣赏他的报告。10月8日，

吴迪的文章《美国贸易战必败》在《华尔

街日报》A19版刊载。这篇文章刊出后

反响不错，这让吴迪看到了文章被奥巴

马总统读到的希望。

12月15日，一个普通的周三，吴迪

下班回到宿舍后，看到电子邮箱内回信

的落款处写着“你诚挚的巴拉克·奥巴

马”，顿时被吓了一跳。随后他仔细阅

读了回信。奥巴马在信中主要就美国

的就业问题和华尔街改革的问题进行

了回应。吴迪说，奥巴马对自己提出的

中美贸易战问题避而未谈，他觉得这是

出于保密需要。

“我以前觉得，我只是一介草民，

我的观点对世界可能产生不了任何影

响，但为国举鼎，虽不可能，亦勉力为

之。”吴迪把自己与奥巴马通信看做一

种公民外交。在他看来，公民外交具

有非正式、灵活性高等优点，可以作为

官方外交的补充。他希望有更多人参

与到公民外交当中，为祖国外交尽一

份力。 据《京华时报》

两年前，吴迪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取

得商务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某

私立学校担任经济学讲师。由于自身专

业和工作都与经济有关，吴迪一直都保持

着对《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等国外媒

体的关注。

今年9月，吴迪觉察到这些主流媒体

的报道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将美国就业率

低等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的贸易和汇率

政策。

吴迪发现，美国大部分民众也相当赞

同这种论断，他开始担心这种局势会造成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孤立，从而使美国民众

的反华情绪上升。如果美国国会进一步

对中国经济采取限制措施，将会造成不可

估量的影响。

想到这点，吴迪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些

什么。几经考虑，他决定运用自己的经济

知识向美国人证明将美国经济问题归咎

于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并打算将研究结

果告知美国总统奥巴马。

忧虑西方主流舆论

●2003年，英国国王学院学生汗尼

弗和萨拉夫曾参与以色列特拉维夫一

个酒吧的自杀式袭击。

●2005年7月7日，伦敦发生连环爆

炸案，其中的一名“人弹”坦维尔经查为

利兹城市大学的毕业生。其埃及裔主谋

埃尔纳什尔爆炸前于英国利兹大学任教

化学，并于2005年5月获得博士学位。

●2006年8月10日，伦敦城市大学

的毕业生阿里在希斯罗机场被查出携

带液体炸弹。 2007年3月，国际民航组

织要求所有成员国发布规定，禁止旅客

随身携带液态物品。

●2009 年 12 月 25 日，伦敦大学学

院学生、23 岁的尼日利亚青年奥马尔·
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企图炸毁

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美国底特律的

班机。 星报综合

英国高校近年频频“培养”出恐怖分子
年轻学生为何会被“洗脑”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日前遭到

恐怖袭击，随着袭击者身份的曝光，人

们注意到，这又是一名在英国上学期

间被激进分子“洗脑”的年轻人，而此

前也有不少恐怖袭击案的嫌犯被曝曾

在英国学习。这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

疑问：英国高校难道已经成为恐怖主

义的温床了吗？中英反恐专家表示，

这样的话言过其实了，而恐怖主义的

网络化和本土化才是欧美各国面临的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无论是斯德哥尔摩爆炸事件嫌疑人

阿卜杜勒·瓦哈卜，还是去年美国圣诞炸

机案嫌犯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

塔拉布，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而且都受

过高等教育，很难让人理解他们会被“洗

脑”成为恐怖分子。

“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很多恐怖分子都

是年轻人和学生，‘塔利班’就是学生军的

意思，”英国白金汉大学安全与信息研究中

心主任安东尼·格里斯教授说，“年轻人社

会阅历不深，对各种思想都充满好奇，容易

被诱导，他们更容易被说服通过革命和暴

力解决对现实的不满。”

格里斯表示，高等教育有时候反而使

得一些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极端思想。“很多

学者都不相信这样的事。但是激进分子宣

讲时，一般人可能一听到极端思想就会产

生抵触情绪，但教育让人喜欢思考，一些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会因为好奇和深入研

究，即使很多人最后都反对，但只要一两个

人相信就能构成威胁。”

学生阅历不深容易被诱导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潘光

指出，近年来，大量移民涌入英国，主要

来自原英联邦国家。这些人虽然在英国

求学，就业，甚至加入英国国籍，但并不

容易融入英国的主流社会，成为一个社

会问题。

潘光指出，虽然表面上这些移民和其

他英国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实际

上，他们确实受到歧视。因此他们也有不

满情绪。再加上近十年来，欧美国家对伊

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两场战争彻底激化

了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此外，英国社会本身自由化程度很

高，很多极端组织都能在那里堂而皇之地

设立办事处。直到伦敦发生连环爆炸案

后，当局才开始对这些组织加大了管理和

监控力度，但不可能面面俱到，它们的活

动依然很活跃。

留学生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潘光认为，不能仅从几个案件就认定

英国高校成为恐怖主义温床。他指出，恐

怖组织确实会进入校园招募学生，但这些

力量有限，网络才是他们招兵买马的主要

途径。现在全球主要的恐怖主义网站就

有5000多个，这些网站不仅宣扬激进思

想，还教授制造爆炸物和策划袭击等技

巧。他说：“面对面地宣扬激进思想毕竟

受到人力的制约，一个人一次最多只能对

几十个吧。但网络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他们甚至不用进入一个国家，就能对

这个国家的人产生影响，就能使恐怖主义

本土化，让人防不胜防。”

格里斯表示，英国安全部门已就这些

问题开展行动，破获了不少企图发动恐怖

袭击的案件，但难免留下漏洞。潘光也表

示，像这次袭击瑞典的嫌犯一样，在英国

变得激进，却在瑞典发动袭击，两国很难

监控到。因此以后各国间加强合作的必

要性也越来越高。

网络宣传让人防不胜防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