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动态 总第 期 2024 年 7 月第二期

1

沿海东南亚的宗教与生态变迁 | 东南亚地区《区域动

态》7 月第二期

本期东南亚区域动态分为“学术动态”及“时事动态”两大板块。“学术动

态”推介法伊扎·扎卡里亚《樟树与大象：沿海东南亚的宗教与生态变迁》（The

Camphor Tree and the Elephant: Religion and Ecological Change in Maritime

Southeast Asia）一书，其特别之处在于对宗教与环境的交叉研究。“时事动态”

汇编了近一月内泰国、越南、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整体

的大事要闻，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

------------------------------学术动态-------------------------------

编者按：沿海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与生态关系错综复杂，展现出一种深刻的相

互依赖和影响。宗教信仰不仅深深植根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还通过各种仪式、神

话和传统，积极塑造并保护着生态系统。同时，自然界的变化也不断重塑着宗教

实践和信仰体系。在沿海东南亚地区，樟树与大象不仅是自然界的象征，也成为

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见证。本期区域动态，我们通过《樟树与大象：沿

海东南亚的宗教与生态变迁》一书中，深入探讨沿海东南亚地区宗教与生态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通过生动的叙述和翔实的案例，展示了人类如何通过宗教

仪式、神话传说以及日常实践，与自然界建立起深厚的联系。无论是对历史文化

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关心生态保护的朋友，这本书都将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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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于 2023年 10月发布新加坡国

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蒂莫西·P. 巴纳德（Timothy P. Barnard）关于法伊扎·扎卡里亚（Faizah

Zakaria）所著《樟树与大象：沿海东南亚的宗教与生态变迁》（The camphor tree and the

elephant: Religion and ecological change in Maritime Southeast Asia）的书评文章。原书作者法

伊扎·扎卡里亚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和马来研究系助理教授。蒂莫西·P. 巴纳德的

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马六甲海峡是一个由众多复杂社群组成的地区，这些社群分布在河流、海岸和山坡间，

中间有一条重要的水道穿过。19世纪，海峡两侧的社群分属英国和荷兰两个殖民政权，这

两个政权将生态系统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历史学家已对帝国统治前后该地区的个别政体

进行了研究，而《樟树与大象》则首次将这一转变置于更为宏大的环境和宗教视野下，从而

生动地重新审视了东南亚历史。

法伊扎·扎卡里亚通过对巴塔克（Batak）社会的研究，讲述了人们环境观念转变的故事。

巴塔克人位于苏门答腊岛的脊梁——巴里桑山脉的北部地带，是一个分散的族群，他们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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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对珍稀林产品（书中主要用到的例子是樟脑）的了解和获取，进入了更加国际化的海峡

贸易世界和苏门答腊岛西海岸贸易港口。巴塔克社群与这些森林资源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成

为了这部作品的关键支点。

该书的导言和结论之间有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先设置背景，然后提供更广泛的分析。

第一部分“结构”包括两章，主要关注苏门答腊高地巴塔克社会的传统结构。这部分中的大部

分材料取自于民间故事和医药/精神手册（pustaha），这些材料让人们了解到一个几乎没有

留下任何传统历史文献的社会。十九世纪初，巴德里战争（Padri War）将现代伊斯兰信仰

从邻近的米南加保地区传播到巴塔克南部地区，并最终将荷兰殖民势力引入这片地区，此后

巴塔克社群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变化。这些宗教和帝国势力所造成的破坏是本书

其余部分的重点。

第二部分“再现”也包含两章，重点阐述了随着巴塔克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

将自己置于不断扩张的帝国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人们的读写能力在表述他们不断变

化的世界观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基督教传教士在多巴湖附近建立学校和社区的故

事，以及两部讲述巴塔克人向马六甲海峡东侧迁移的传记中。第一个传记的主人公是新加坡

的一名学生，另一部传记则是关于一个卷入 19世纪末英国在霹雳州扩大殖民统治和锡矿纠

纷的家庭。所有这些故事都反映出，随着个人采用更加客观和抽象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人们

与传统环境信仰和权力的距离越来越远。

第三部分“物质性”重点探讨了在信仰转变以及帝国主义到来后，人们对樟树和大象的理

解和利用如何反映了作者所称的“灵性人类世”（spiritual Anthropocene）中人们对环境理解

的广泛变化。这是该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扎卡里亚首先描述了樟树，这是一种生产树脂的树

木（冰片香），是前现代香水和香料的重要成分，后来也成为生产赛璐珞胶片的重要材料。

然而，生产树脂的树木很难辨认，因此，对信奉万物有灵论的巴塔克采摘者来说，他们的地

方性知识成为收集树脂的重要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种植园和木材采伐的出现，苏门答腊岛北

部的森林遭到了破坏。人们任意砍伐树木，无视当地用于识别高产树木的灵性体系，导致采

收的树脂数量急剧下降。安息香的生长更稳定，采伐也更系统，最终取代了樟脑在苏门答腊

北部经济中的地位。马来半岛的情况类似，大象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大型动物对于马来传统

政体的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霹雳州，许多巴塔克人在十九世纪移民到这里，

随着当地社群变得更加多样化，对这些动物的了解和使用也逐渐减少。而且，在一个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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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望与帝国权力体系和利润日益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维护这些野兽的工作也

变得越来越繁重。

随着巴塔克社群信奉一神论并融入世界生产体系，樟脑和大象的重要性及其相关知识，

以及它们与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关系逐渐衰落。这种去神圣化现象与人类世（即人类影

响环境的时代）相对应，反映了近几个世纪所有社会发生的更大变化。通过将一神论宗教的

作用与现代政府和经济结构的实施联系起来，扎卡里亚揭示了新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对东南亚

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了生态巨变时期相互交织的社会、宗教和政治发展，使其分析超

越了个别政体及其对帝国政治统治的反应。

这本书非常重要。虽然书中大量使用斜体来强调重点，轶事和论断显得太过个人化，读

来让我有些困扰，但我并不想在对该书写作和信息呈现的评价上显得迂腐教条。相反，应该

强调的是，法伊扎·扎卡里亚为我们看待东南亚的过去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她提供了一

个模板，开拓了研究领域并将其推向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她用新颖的方法

探讨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值得学者们关注和称赞。

（英文原文见：Barnard, Timothy P. “Southeast Asia. The Camphor Tree and the Elephant: Religion and

Ecological Change in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By Faziah Zakaria, Foreword by K. Sivaramakrishn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3. Pp. Xv + 254. Maps, Plates,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4, no. 3 (2023): 551–52. https://doi.org/10.1017/S0022463423000541，本文为开放获取）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办刊物《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于 2024

年 4月发布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性别研究教授莎伦·黄（Sharon A.

Bong）关于法伊扎·扎卡里亚所著《樟树与大象：沿海东南亚的宗教与生态变迁》的书评文

章。莎伦·黄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法伊扎·扎卡里亚的《樟树与大象》在出版商网站上获得了著名学者艾宏展（Johan

Elverskog，《佛陀的足迹》[The Buddha’s Footprint]的作者）和戴伯力（Bradley Camp Davis，

《育林》[The Cultivated Forest]的联合编者）的高度评价，称其“绝对精彩”和“对如此重要主

题的深刻见解”，这是实至名归的。这一“如此重要的主题”指的是对宗教与环境交叉研究的

欠缺，尤其是在以多元文化和宗教著称的亚洲背景下。在这方面，扎卡里亚的著作是对亚洲

研究、东南亚研究、环境研究、历史、环境史和后殖民研究等跨学科领域的宝贵学术贡献。

https://doi.org/10.1017/S00224634230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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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视角使本书的主题更加清晰：“宗教在塑造和构建自然界中人与非人之间的

互动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组织在该地

区的环境运动中通常不够强大？”（第 2页）。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是皈依。这首先体现在

苏门答腊高地的巴塔克人和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在漫长的 19世纪从万物有灵论转变，信仰了

（先是传统主义，后是现代主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预示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相互依存

转向疏离，从对可见和不可见世界中神灵的崇拜到祛魅。另一个皈依则体现在环境中：苏门

答腊和马来半岛的荷兰和英国殖民者及其当地盟友和精英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景观的改造

（如砍伐森林和种植经济作物）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导致樟树和大象（象征着原住

民的骄傲、传统和遗产）遭到破坏，正如本书标题“樟树与大象”所示。

当地人赋予这些非人类存在以能动性，将其视为充满灵性的生命，而非仅仅与亡灵共存

的无感存在。这种视角是去殖民化和去世俗化（第 3页）冲动的延伸。这反过来又挑战了通

常在保护话语中令人厌倦的二元框架，如文明的（有环境意识的）殖民主义者/未开化的当

地人；人类/非人类；神圣的和超自然的/世俗的和现实的；理性化的宗教和神学（谈论上帝）

/日常宗教，如当地习俗（adat）、民俗和迷信。扎卡里亚敏锐指出：“日常宗教反映了两种

皈依模式的纠葛——既皈依新的宗教，又进行内部改良——这是宗教对同样断裂和混乱的政

治和环境的回应”（第 8页）。皈依不仅需要从一种宗教到另一种宗教的意识形态转变，还

需要宗教实践中的物质改变，例如，从传统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伊斯兰教。

人类世，即人类对环境造成的不可磨灭、难以逆转的影响，反过来又在日常生活中从时

间轴和能动性的角度重构了相互交织的环境叙事和皈依叙事。这两种叙事通常被视为成反比

关系，当皈依叙事“明显上升”时，环境叙事则显著“下降”（第 6页）。但是，从人类世这一

视角来看，“环境叙事对人类如何通过信仰对非人类世界产生意义和影响物质领域而变得更

加敏感”（第 6 页）。皈依叙事超越了所有定义的“启蒙时刻”（第 6页），重视个体（如男

性地方精英、反殖民英雄、巫师）和集体（如北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和马来半岛的马来人）

意义建构的长期过程。在这方面，协商变化和改革既可以外化于动植物和灵性的生态系统，

也可以内化于它们。扎卡里亚推崇“灵性人类世”，它更忠实地概括了“灵性世界”（第 3页和

第 188页），因为这种灵性上的人类世立足于日常的物质性和混乱性，是环境和皈依叙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类世在日常、实践的宗教中通过个人和历史文物（如家族史、巫师符咒书和民间故事）

以及殖民和民族志档案资料（如日记）来表达。这些材料是《樟树与大象》三部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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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再现”和“物质性”——的叙事基础，每部分均有两个诗意的章节。第一部分的两章分

别名为“宗教之前的时代”和“皈依中的断裂与韧性”。第一章通过带领读者回顾巴塔克社会的

“出生、生命和死亡的轮回”，为第一部分的叙述做了铺垫。由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人类

和非人类的共存，以及印尼政治版图中的异质少数族群巴塔克人（考虑到他们的子群体）如

何获得“对当地环境的控制权”（第 13页）。这也使我们能够理解漫长的 19世纪这一时间背

景下等待他们的变化。第二章重点介绍了巴德里战争（Padri War），即 1793年至 1838 年

间爆发的内战，这场战争便利了荷兰的介入，荷兰人站在了西苏门答腊米南加保传统领袖的

一边，他们在与伊斯兰教徒的斗争中节节败退（第 14页）。西苏门答腊的殖民化是通过巴

德里战争领导人的忏悔手稿记录下来的，这些手稿描述了高地是如何通过种植咖啡经济作物

来适应殖民者的获取方式并从中获利。

本书第一部分强调了“地方灵性的流离失所”（第 14页），这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分离所

导致的。第二部分“再现”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三章“通过经文使‘能读会写的食人

族’世俗化”和第四章“山水与错乱”展示了新的写作体裁，如传记写作、本土教师编写的学校

教材和家族史。很明显，当时新兴的“环境视角”在当地人中变得“对非人类的能动性不那么

敏感了”（第 14页），而这种视角的进一步破裂是由于当地人一同合谋开发资源，即锡矿开

采和樟脑采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从万物有灵论到一神论（即基督教）的

转变，而且还预示着人类相对于非人类的优越地位，因为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它以人类为中心。

尽管作者声称在巴塔克史学方面“本书没有太大的雄心”（第 15页），但第三部分“物质

性”（包括第 5章“樟脑与祛魅”和第 6章“祛魅大象”）却非常出色。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讨论了非人类世界在其人类管理者手中的命运。非人类世界的衰退以樟脑树的毁灭为例，苏

门答腊的殖民经济偏爱安息香经济作物。作者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将土著灵性浪漫化的陷阱，

这是信仰—环境主义（faith-based environmentalism）中的常见误区，因为有证据表明当地人

也共谋参与了环境景观的改变。她断言，“将原住民的主张与原始森林和永恒的生态智慧联

系起来是有缺陷的”（第 154页）。在马来半岛，随着英属海峡殖民地河运的兴起，曾经用

于运输和作为马来领导者地位象征的大象，变得多余并濒临灭绝。苏门答腊岛高地和马来半

岛的伊斯兰化和基督教化——两者同样以人类为中心——逐渐取代了萨满教的影响以及人

类和非人类的共存，体现在人们遗忘了对“大象人格”的尊重（第 16页）。祛魅意味着“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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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去、内在价值降低，以及对生物本体能动性的否认”（第 156页），最终会无意中使人类

去人性化。

书的结论部分，恰如其分地命名为“人类世中的信仰—环境主义”，巩固了本书的论点：

在所研究的这些地区中，除非在追踪前所未有的早期生态破坏过程中形成一种协调一致的

（而非分散无效的）责任感和实践，否则“当今在该地区形成的各种伊斯兰和基督教环境主

义缺乏激进性”（第 16页）。这正是本书为我们带来的希望所在。结论以引用《愿你受赞颂》

（Laudato Si', 第 187页）开始。它表明，长期以来以人类为中心的信仰传统不仅有可能放

弃，而且有可能为其错误的教导而忏悔，即人类的管理权是对非人类的滥用统治权。在这方

面，这本书令人失望地忽视了性别问题。扎卡里亚的《樟树与大象》秉承了古老传统的精神，

为我们留下了预言性的声音：它邀请我们“（重新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人类的责任以及

生态想象力（第 194页）”。

（英文原文见：Bong, Sharon A. Review of The Camphor Tree and the Elephant: Religion and Ecological

Change in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by Faizah Zakaria.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3, No. 1, April 2024, pp.

169-172. DOI: 10.20495/seas.13.1_169，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尹一凡

编译：李庚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时事动态-------------------------------

【泰国】

曼谷—万象首班列车于 7月 19日正式通车

泰国至老挝的首班国际列车自 7月 10日开始售票，7月 19日正式通车。始发站为泰国

曼谷阿皮瓦中央车站，终点站是老挝万象坎萨瓦站。列车每天晚上 21点 25分从曼谷出发，

次日早上 7点 55分抵达廊开府。在廊开府，乘客有 40分钟的时间完成出入境手续，并于早

上 8点 35分再次登车。到达万象的时间是早上 9点零 5分。两处护照检查点分别设在廊开

火车站和万象坎萨瓦站。列车的票价总共分为三个等级，三等车厢票价为 281泰铢，二等空

调车厢票价 574泰铢，二等空调卧铺车厢，上铺票价是 784泰铢，下铺票价是 874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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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万象列车的开通，极大便利了泰老两国人民的出行。如今在老挝旅游，也可以像

在泰国一样使用移动支付，而不必携带现金。自去年 7月 5日起，泰国央行表示，泰国民众

购买商品时可以使用大城银行的应用程序扫描二维码。之后还将有包括盘古银行、泰京银行、

开泰银行在内的泰国银行开通类似服务。

新闻来源：Thai PBS/泰国公共电视台，2024年 7月 19日

【越南】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逝世

据越共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信息，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在一段时间患重

病，尽管已获得党、国家的关怀，接受各位一流专家教授和医生的精心治疗，家人的精心照

顾，但因年老、病重，医治无效，于 2024年 7月 19日 13时 38分在第 108号军队中央医院

逝世，享年 80岁。

阮富仲于 1944年 4月 14日出生，原籍河内市东英县东会乡，1967年 12月 5日参加工

作，1967年 12月 19日入党。曾获越南党和国家授予金星勋章以及党龄 55年徽章、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授予的“国家最高金质勋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列宁奖”、

古巴共产党和古巴共和国授予的“何塞·马蒂勋章”等。

新闻来源：越南通讯社/Vietnamplus，2024年 7月 19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加阮富仲吊唁活动

7月 27日晚，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率美国外交代表团前往河内阮富仲总书记官邸，

为其点香并向其家人表示哀悼。他强调，美国政府领导人、官员以及拜登总统本人始终将阮

富仲总书记视为朋友和可靠的合作伙伴，在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和领导下，美越两国的友好关

系得到了极大的培育和发展，达到了今天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最高水平。美国总统拜登在信

中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阮富仲总书记毕生为之奋斗的强大、自强、独立的越南。正如越南

伟大诗人阮攸曾写道：‘天让你我有今日，终得云开雾散时’，阮富仲总书记在驱散过去

50年曾经遮盖两国关系的云雾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让我们通过继承阮富仲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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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产并维持这一重要的合作关系来纪念他。”国家主席苏林请布林肯转达对拜登总统对阮

富仲总书记逝世的美好感情和深切哀悼的诚挚谢意。

新闻来源：越南通讯社/Vietnamplus，越南快讯/ VnExpress，2024年 7月 28日

【老挝】

老挝主办第 57届东盟外长会议

2024年 7月 24至 27日，老挝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成功于首都万象主办并主持了第

57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增强东盟互联互通和实力”。期间共

有 25场外长会议，有 31个国家的外长和代表到场与会。会议讨论了老挝担任 2024年东盟

轮值主席国的 9项优先事项，讨论了促进东盟一体化发展、落实《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

等事宜。

27日举办了一系列相关会议，包括第 25届东盟 10+3（中日韩）外长会议、第 14届东

亚峰会外长会议、东盟-美国外长会议、第 31届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等。其中，东盟

10+3外长会议着重讨论了应对疫情、金融危机、粮食安全、区域供应链互联互通等议题；

东亚峰会外长会议重点讨论了能源和粮食安全、教育、环境保护和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

等领域的合作；东盟-美国外长会议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合作领域；

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则侧重关注东盟地区反恐、跨国犯罪、救灾、安全领域等方面的问

题。

新闻来源：老挝通讯社/Lao News Ag，2024年 7月 27日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第 17任最高元首正式就任

2024年 7月 20日，马来西亚第 17任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梅尔在首都吉隆坡的国

家皇宫正式举行登基大典。马来西亚各州苏丹、州统治者或代表、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及其

内阁成员等出席登基仪式。易卜拉欣宣读誓词，强调将支持政府继续减轻人民生活负担，推

动国家发展，以实现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易卜拉欣生于 1958年，从 2010年开始担任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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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苏丹。2023年 10月 27日，马来西亚统治者会议召开特别会议选举易卜拉欣为新任最高

元首。2024年 1月 31日，易卜拉欣宣誓就任。他是独立后第二位出任国家元首的柔佛苏丹。

马来西亚首相安瓦尔在登基大典上发表了祝贺及效忠的演讲。安瓦尔强调，最高元首制

度是马来西亚国家及全民的核心支柱，该制度不仅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还确保所有

公民能够按照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的原则享受平等与公正。他进一步指出，国家元首在国内

外均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闻来源：联合早报/LIANHEZAOBAO，2024年 7月 20日；马来邮报/Malay Mail，2024

年 7月 27日。

马来西亚表示将努力敲定南海行为准则

外交部长拿督斯里·穆罕默德·哈山表示，马来西亚作为东盟与中国对话关系的协调国，

将加紧努力敲定南海行为准则（COC）。他说，今年接任协调国角色的马来西亚希望制定

一项得到各方采纳的行为准则。

他表示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南海问题。他说，总体而言，所有东盟国家都

表示南海必须不受任何形式的统治，特别是在国际航道上。“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中，

所有东盟国家都同意，任何有关南海的问题都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共

同努力，使‘东盟方案’成为（南海问题）的一个声音。”他说。

新闻来源：今日大马/malaysiakini 2024年 7月 26日

【菲律宾】

洪水淹没马尼拉，菲律宾首都进入“灾难状态”

7月 24日起台风“格美”加剧了季风降雨之后，菲律宾首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遇了强降

雨，数千人仍被困在不断上涨的洪水中，菲律宾首都遭遇了广泛的破坏。菲律宾当局 7月

25日表示，菲律宾各地持续的暴雨，大规模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至少 13人死亡，60多万人

流离失所，一艘油轮也在强风和巨浪中倾覆在该国海岸。

台风（当地人称为“卡里那”）并没有在菲律宾登陆，但其强大的外带在马尼拉地区和吕

宋岛的部分地区倾倒了超过 300毫米的雨水，促使官员周三宣布首都进入“灾难状态”并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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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了数万人。来自马尼拉的视频和图像显示，人们在齐胸深的水中涉水，一些人岌岌可危地

抓住架空电线，主要道路也变成了河流。带着孩子裹着毛巾或塑料雨披的家庭挤在小艇上，

救灾小组将他们从被洪水淹没的房屋中救出。据菲律宾官方通讯社报道，拥有 1300万人口

的马尼拉大都会部分地区报告了高达一层楼的洪水，一些居民被发现在屋顶上等待救援。当

地议员本·拉米雷斯·纳拉格则称，“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即使我们预见到了台风，我们

也无法预测降雨的规模。”

新闻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024年 7月 26日

美国将对菲提供“史无前例”的军事援助

美国正在向菲律宾额外拨款 5亿美元，并宣称这些援助旨在使菲律宾武装部队（AFP）

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现代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

汀三世在与菲律宾外交部长恩里克·马纳洛和国防部长小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在马尼拉举行

首次 2+2部长级对话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我们的武装部队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地方开展更多共同的优先事项。布林肯说：

“我们现在正在向菲律宾额外拨款 5亿美元，以加强与菲律宾在该地区最古老的条约盟友的

安全合作，以加强联盟。奥斯汀则说，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努力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

共同愿景，并共同采取大胆措施加强两国联盟。他补充说：“我们正在与美国国会合作，向

菲律宾拨款 5亿美元的 FMF，这种资金水平是前所未有的，它发出了拜登政府、美国国会

和美国人民对菲律宾支持的明确信息。会上还透露，美国将对《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

基地的投资增加一倍。

新闻来源：菲律宾星报/PhiStar 2024年 7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