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2月13日 星期四 环球扫描
责编：杨子岩 邮箱：guojihwb@126.com

正在科威特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日表示，
根据情报机构的报告，近日叙利亚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
示该国准备动用化学武器库。这个声明，让美国及其盟友
近期对叙利亚的动作看起来就是“找茬儿”之举。

查无实证的“危机”

有关叙利亚政府再次转移化学武器的传言，从 "日
起就甚嚣尘上。

美国媒体 #日引述一些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叙利
亚军方已将易制毒化学品装入炸弹中，目前正在等待阿
萨德总统下达命令，炸弹可通过数十架轰炸机投向叙利
亚民众。

诡异的是，就在前一天，这些官员刚刚表示，没有
证据证明叙利亚开始混合易制毒化学品。“改口”之
速，令人称奇。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没有考证几名官员话语真实性
的情况下就认定，“日益绝望的阿萨德政权”可能会使

用这种在国际上被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美国国务院副
发言人唐纳再次警告叙方勿跨越这条红线。
“化学武器”的消息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专门致信叙利亚当局，对于叙利亚化学武器
存在和使用的可能性予以严重关切。叙利亚政府对此回
应称，叙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叙民众使用化学武
器。

俄罗斯也力挺叙利亚，俄安全委员会官员发表声明
称，叙向俄保证，不存在化学武器扩散的威胁。

就连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从另一面“支持” （肯定
是不情愿） 了叙利亚，副总理摩西·亚阿隆 $ 日说，就
一些西方国家警告的化学武器问题，以暂时没有感受到
“直接威胁”。

贼喊捉贼的游戏

分析人士指出，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叙利亚政
府也不会轻易使用化学武器，因为这是自掘坟墓的行

为。巴沙尔如果做出此种决定，会把自己推向“孤家寡
人”的境地。

相反，%&&!' 日曝出消息称，据美国政府高级官
员透露，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防务人员正在培训叙利亚
反对派如何使用叙境内的化学武器。

看来，美国及其盟友只不过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游
戏。

在放出叙利亚要用“化学武器”消息的当天，美国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抵达叙利亚附近海域集结。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在地中海集结了 ! 万多名官
兵，('架战斗轰炸机以及至少 !(艘军舰。"'''名美军
也重返伊拉克与叙边境地区。

与此同时，土耳其在其与叙利亚的边境部署“爱国
者”导弹，英国宣布保留对叙实行军事干预的选择。

有分析认为，西方不断拿化学武器说事，是在为未
来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做舆论准备和提供合法性。

独立媒体 !' 日引述匿名消息源报道称，美国政府
及其盟友正在武装支持恐怖主义分子制造混乱，破坏叙
利亚稳定，再用“恐怖主义”的借口入侵叙利亚领土，
掠夺资源。

直接的军事干预？

美国及其盟友会就此为借口对叙利亚进行打击吗？
军事分析者认为，航母战斗群逼近，“爱国者”导

弹待命，“口头警告”响起，美式战争的标准化程序正
在叙利亚周边展开。

有不同看法认为，对化学武器的宣传是一场舆论战，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以此为借口，直接进行军事干预。

从帕内塔 !! 日的声明来看，似乎美国也不想现在
就对叙利亚进行打击，目前仍以施压为主。

美国及其盟友的策略可能还是寄希望于叙利亚反对
派。在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否认对叙反对
派提供军事援助，但叙利亚予以回击，指责美国为反对
派提供武器。

外界普遍猜测，美国在 !) 日的叙利亚之友会议上
会正式承认叙反对派“叙利亚全国联盟”为合法组织。

!'日，欧盟外长在会见叙反对派领袖后发表联合声
明称，反对派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向正式承
认叙利亚反对派迈进了一步。

舆论认为，如果美国和欧盟正式承认叙利亚反对
派，将为西方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打开大门。
那时才是叙利亚真正的危机。

欧盟领导人将于本月 !"日至 !*日召开布鲁塞尔
峰会，旨在探讨通过未来 #年加强欧盟预算、财政等
领域的一体化措施和方案，建立一个深入的、真正的
经济与货币联盟。这个宏大的欧元区“超级大联盟”
构想胎动于欧洲复杂的经济形势之下，最终究竟会重
获新生还是胎死腹中，取决于各方的考量。

联盟内部现裂痕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日前承认，当前欧
盟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即
便如此，欧盟却照旧稳拿 )'!)年诺贝尔和平奖。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
当天，标普欧洲、中东及非洲主权评级主管就宣称，
希腊政府未来有 !+" 的可能性做出退出欧元区的决
定。

上周六，意大利总理蒙蒂突然宣称将于明年预算
法案通过后辞职，媒体普遍认为此举很可能造成意大
利政局动荡，使欧元区变数丛生。

不过希腊和意大利并非欧元内部分裂谣言的始作
俑者，早在今年 ,月就有分析人士称，西班牙或将成
为首个退出欧元区的国家，言之凿凿，还列出了六大
理由。

鉴于以上情况，国际舆论出现“唱衰”欧元区的

声音也就不足为怪，关于欧元区行将分裂的预言也从
未停止。

困境中的乐观派

重重困境中的欧盟并未陷入悲观论调。德国总理
默克尔近日称，虽然欧元区内部的合作机制未达到应
有的水准，但她坚信前进的轨道是正确的，并表示对
此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执委瑞恩
日前也撰文称，欧元区必须深化经济货币一体化程
度。事实证明，这种乐观态度并非空穴来风。

欧盟峰会此前批准，在欧元区范围内实施以欧洲
央行为核心的单一金融监管机制，建立一个全面的银
行业联盟。这也是欧元区“超级大联盟”计划的首期
目标。此前一直对此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德国财政部长
朔伊布勒终于改变口风，承诺愿意做出妥协，并称领
导人正紧张工作以期在圣诞节前拟构出一个法律框
架。此番言论着实令分析师备感欣慰。

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欧元区并未被市场抛弃，
并且仍旧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最有力的证明来自希
腊股市 )'!) 年 , 月后出现的强势反弹，高达 (#-的
涨幅起码一半要归功于希腊首相萨马拉斯确定希腊留
在欧元区的声明。与此同时，欧洲央行维护欧元的承
诺也使得欧元区 !)月投资者信心指数持续回升。

纷乱之中冷眼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年度报告称，欧元区危机
持续时间之长，已超过了修复它所需的时间，而欧洲
领导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不了解如何修复危机，而是
一直未在政策上达成一致。

事实的确如此。分析人士指出，作为欧元区“超
级大联盟”之基础的银行业联盟极为复杂，不会一蹴
而就。要完成该项目的某些重要条款，就需要对欧洲
条约做出修改，而无意加入欧元区的英国和其他国家
必然不会赞同。

此外，欧元区各国正身陷泥沼不能自拔，大多不愿
在新的联盟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造成了银行业联盟
无法就基本的债务共担方案达成共识。新的欧盟峰会
必然会再次纠结于各方分歧的口水战中徘徊不前。
“超级大联盟”的另一个阻力来自欧猪五国国内，

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局动荡表明，民众已对当前欧盟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取的强硬救援措施深感不满。
由此观之，在欧元区尚未找到正确的合作道路之前，
欧元区“超级大联盟”的诞生，依旧迷雾重重。

人类真的有传言中的世界末日吗？如果有，末日会在 )'!)年
!)月 )!日到来吗？按照玛雅日历，这一天据说是一个完整的时间
循环宣告终结的日子。不论其是否存在，“末日说”着实让世界跟着
“沸腾”了一把。

据报道，本月 ,日，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公开在电视节目中声
称她相信世界末日真的就要降临。乍一听，确实有些末日的“惊悚”
感，不过不要着急恐慌。这只是吉拉德配合澳大利亚一家电视台的
“世界末日”专题节目作的一个恶搞演说。

这位一向以严肃面孔示人的女总理向澳大利亚民众好好秀了
一把幽默。在节目中，她用严肃的语调说：“不管最后我们是死在僵
尸、恶魔怪兽，还是韩国流行音乐的全面胜利之下，如果你对我有
所了解的话，那就是，我一定会为你们战斗到底。”据悉，这一次恶
搞让吉拉德的支持率提升不少。

政治家借“末日”恶搞获得民众的好感与支持，商家也不忘趁
此“良机”吆喝点儿生意。

近日，墨西哥企业家们推出了一款名为“以防万一”的“世界末
日”特别套餐。特别套餐兼顾生存必备、能量补充、记忆存储等等。
火柴、特殊刀具、巧克力、记录回忆的记事本、瓶装水都包括在内。
另外，诙谐的商家建议民众即使“大难临头”也不能忘了生活和艺
术，所以，再来一瓶墨西哥茴香烈酒吧。

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法国官员最近就有点因“末日”来临而
“烦”。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法国官员上月宣布封锁西南部一座
名为布加拉什的山，还出动 !''名警察和消防人员来控制山脚下
的同名村庄的入口。“末日说”即为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有大量
传言称该山将在 !)月 )!日那天炸开，隐匿在山中的外星人宇宙
飞船将把附近的人带往安全地带。随着传说中的日期临近，当地官
员担心太多人涌入带来安全隐患，无奈之下，不得不早作打算。

其实，欢也好，愁也罢，无论“末日”是确有其事，还是仅仅为人
们的想象，生活得向前看。

正如针对“末日说”在俄罗斯迅速扩散，所导致的不少居民抢
购粮食、蜡烛和火柴的风潮，以及远东地区一家监狱中因相信“末
日说”女囚犯集体出现了精神病症状的怪象，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
夫告诫民众道，“为了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我们应当为迎接岁末
好好做准备。”

“末日”也喜感
张 欣

一些关于叙利亚转移化学武器的谣言在关键时期四起。航母战斗群逼近，

“爱国者”导弹待命，“口头警告”响起，这是业内判断美式战争的三大标准。

如今战争的前奏似乎已经吹响，美国及其盟友真的要打？

美国“找茬儿”要打叙利亚？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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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重生还是幻灭
雷 蕾

新一届的韩国总统选举已进
入拉票决战阶段。目前，朴槿惠
的民意支持率相较文在寅而言略
胜一筹，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
断缩小，近期有可能演变成两极
势力之间的拉锯战。

相比“民生集中论”与“政权
交替论”的激烈交锋，两位候选人
在对朝政策及朝韩关系的争论方
面则显得有些“火力不足”，这与
往届的韩国大选形成了鲜明对
比。有分析人士指出，对朝过软过硬都无助于争取选民
支持，在朝韩关系空前紧张的大环境下刻意淡化这方
面的议题，也是出于保住选票、避免争议的考量。

不过，两位候选人在对朝政策的立场上还是有很
大差异的。作为韩国保守派代表，朴槿惠强调“国家安
全高于一切”，若朝鲜在“北方界线”实行军事“挑衅”，
韩国将不遗余力地进行还击。相比而言，韩国自由派候
选人文在寅则表示将从重启朝韩和平对话入手，适当
降低韩国“身段”以谋求南北间相互信任。

现年 ,'岁的朴槿惠在电视辩论中占尽优势，普
遍被外界看好，近日又荣登 《时代周刊》 亚洲版封
面，有望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年，重
返政坛的朴槿惠做出“惊人之举”，为当时的朝韩关
系吹来一阵“暖风”：她以平民身份访问平壤，并受
到金正日的亲自接待。

不过，朴槿惠在大选中却力图表现出在面对朝鲜
带来的危机时坚决、强硬的应对态度。她主张韩国应在
半岛局势上占据主导地位，试图通过有独裁色彩的军
事手段来保持“强有力的威慑”。然而，朴槿惠似乎并没
有估计朝鲜的感受，她提出的建立在“威慑”基础上的
“可持续的和平”、“受信赖的外交”未免过于天真，这种
强加于人的政治主张很可能最终化为泡影。

相比而言，文在寅的对朝政策则明显有“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的意味。他更侧重于预防可能发生的
危机，主张积极缓和双边关系，愿意无条件与朝鲜对
话。不过，目前剑拔弩张的朝韩局势并不能因韩国
“易主”而瞬间缓和下来，万一朝鲜不买他的账，文
在寅又该如何为可能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买单”，
他也没有做出明确承诺。

眼下，朴槿惠与文在寅排除重重阻力，力压群
雄，分居大选天平的两端。对暂居上风的朴槿惠而
言，未来究竟会如她设想的那样“努力构建基于信任
的南北关系”，还是会重走李明博的“铁血”道路，
外界不得而知。另外，文在寅支持率的步步紧逼，也
为朝鲜半岛局势增加了不确定因素。本来就不很明朗
的朝韩关系如今又笼罩上一层疑云，未来是晴是雨，
或许只能在大选结果揭晓以后再加以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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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

!)月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瑞典女王

储维多利亚（左）与丈夫丹尼尔参加为 )'!)年诺贝尔奖得

主举行的晚宴。

新华社记者 武 巍摄

瑞典王室出席
诺贝尔奖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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