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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 《独立报》 !" 日报道，英国总理办公室已宣
布，英国将为法国在马里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援。英国
首相卡梅伦已与法国总统奥朗德通话，呼吁国际社会携手
共同解决马里问题。

多国介入战局

自去年 "月 #!日军事政变后，马里便一直处于“南
北分治”的局面。今年 !月 $日，北方的反政府武装开始
攻打位于首都巴马科东北约 %&&公里的科纳重镇，并于 "

日后占据该镇。
马里过渡政府立即向法国及联合国寻求军事援助。法

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做出了积极响应。法国总统奥朗德 '!

日发表紧急电视讲话，宣布法国军队当日为马里政府军提
供了“军事支持”。

对此，西方世界一片摇旗呐喊。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巴罗佐对奥朗德此举表示赞赏，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考虑支
持法方军事干预的方式，而英国已决定向法国提供后勤支
援。

不止欧美各国反响热烈，西非各国也纷纷出兵马里。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轮值主席、科特迪瓦

总统阿拉萨内·德拉马内·瓦塔拉 !!日下令，依照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授权，向马里部署大约 ""&&人的西共体部队。

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以及塞内加尔随后分别宣布向马
里派兵 (&&人。

马里战火愈烧愈烈，多个国家开始介入其中。分析人
士指出，法国有可能动员更多的国家参与马里战局。

法国最“热心”

目前，法国在马里的军事行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曾于 )!日动用空中力量击退反政府武装。法国总理
艾罗 !*日发表电视讲话称，法国军事介入意在“阻止恐
怖主义势力的威胁”，因为“恐怖主义不仅威胁着马里和
非洲，也威胁到了法国和欧洲”。奥朗德在爱丽舍宫的讲
话中着重指出，法国军队展开协助马里的军事行动，目的

是保护马里人民和居住在马里的
%+&& 名法国侨民，这一行动的目的
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分析人士指出，法国如此“热
心”，说明法兰西对往日最大的殖民
地———非洲的政治“狂热”并未有丝
毫改变。法国此次出兵马里，首先是
希望继续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
力。

另外，分析还指出，此次军事行
动看似紧急，实际出于法国政府的缜
密考量。

一方面，打击恐怖主义师出有
名，可使法国国际影响大增。控制马
里北部的反政府武装包括诸如“西非
圣战统一运动”和“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等被西方定性为恐怖势力
的组织。法国宣布参与马里军事行动
以后，美国、英国和欧盟其他一些国
家都对该行动表示支持。

另一方面，出兵马里能够暂时让法国民众的目光由国
内转向国外，法国国内党派大多也赞成政府出兵。倘若此
次由法国牵头的军事行动能够取得“胜利”，对民意支持
率节节衰退的奥朗德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政治加分。

不过，分析普遍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马里的地区
稳定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法国未来极有可能不
得不在该地区频繁出现。

或越帮越忙

各国风风火火搞军事干预，尼日利亚和平与冲突解决
研究所负责人麦考利则称，联合国军事干预马里危机的行
动仍面临诸多困难。西非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本身国内安
全状况堪忧，自顾不暇，所谓“军事援助”只能是杯水车薪。

加拿大《环球邮报》分析称，面对马里严峻的国内现
况，诸多国际援助也是“治标不治本”。

有分析称，马里政变军领导人在政治上的策略一直十
分草率，曾于去年 !* 月迫使过渡政府总理迪亚拉辞职，
这样的举动不利于马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给反政府武装
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马里军队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据媒体报道，马里军
队在遇到反政府武装时，几乎毫无抵抗能力。

德国《明镜》周刊此前撰文称，作为西非内陆国家的
马里，很有可能在西方的不断干预下，成为下一个索马里
或阿富汗。而所谓的援助，有可能越帮越忙。

或许正如俄罗斯非洲事务特使米哈伊尔·马尔格洛夫
所说：“除了非洲人，没有其他人能够或者应当解决这片
大陆的难题。”

题图：由法国国防部 ! 月 !" 日提供的照片显示，!

月 !*日，一架法军“阵风”歼击机在法国圣迪济耶军事

基地做执行任务前准备。 新华社发

!*日，美国在伊拉克打了将近 ,年的战争，

在总统奥巴马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的共同宣布下

画下句点。这场耗费美国将近 )万亿美元、造成

近 -(&&名美军士兵阵亡的战争在奥巴马上台后

逐步终结。奥巴马已经陆续撤出 )( 万美军，最

后一批 %&&&人将在今年底前全部撤出。

奥巴马正一步步“逃离中东”。

几乎在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的同时，奥

巴马明确表达了他急于抽身阿富汗的态度。在这

个国家，超过 *&&&名美军士兵失去了生命。与来

访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会晤后，奥巴马宣布，美

国决定把向阿富汗安全部队移交作战任务的期限

提前到今年春季，并强调，*&)-年后的美国驻军

必须享有司法豁免权。双方还未就司法豁免权达

成一致。*&)-年以后将有多少美军驻留阿富汗？

双方均未给出具体数字。据阿富汗和美国媒体估

计，卡尔扎伊的理想大概是 ).(万名美军，奥巴马

青睐的数字或许只有 "&&&名美军，甚至是零。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共同特点是资源丰富。伊

拉克为世界第四大油气资源国，而据评估，阿富

汗拥有总价值超过 "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抛开

所有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国发动两场战争的

背后应该离不开对资源的考虑。

只是，当年，没有人想得到，这两场战争变

成了困扰美国多年的“泥潭”，让美国民众一次

次地想起不堪回首的越战岁月。数千名美军的鲜

血和生命让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高涨。该留多少

美军在阿富汗？《赫芬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布雷

迪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一个都不能留！

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初，就明确提出战略重心

东移。对于多年来占据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中

东，奥巴马政府采取了“轻脚印”战略。利比亚

动荡，法国充当“急先锋”，美国甘当“配角”。

叙利亚乱局持续近两年，美国在“巴沙尔当局动

用化学武器”这一所谓“红线”问题上扭捏再

三，宁肯“出尔反尔”也绝不表态要军事介入叙

利亚问题。在最让奥巴马政府头疼的伊朗问题

上，尽管以色列再三跳脚，不断放狠话，奥巴马

政府就是不画“红线”。于是，“谨言慎行”成

了对奥巴马政府在中东行为的最好描述。

奥巴马政府“逃离中东”的最新注脚无疑是奥

巴马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特立独行的哈格

尔。这位强烈反对布什政府增兵伊拉克的前共和

党参议员因为其对以色列强硬、对伊朗柔和的态

度招来非议。他的提名已经在参议院引发了激烈

争论。或许，如哈格尔所说，在这些问题上，他

真的被误解了。不过，作为奥巴马的“盟友”，

这位越战老兵对奥巴马中东政策的支持应该是没

有问题的。

正如《时代》周刊网站文章所指出的，对哈

格尔的任命标志着美国 *&年的干涉行动的终结，

这些干涉行动始于索马里，止于伊拉克及其后的

阿富汗。对哈格尔的任命也表明了，美国防务开

支将会被决定性地削减至 *&&& 年之前的水平或

更低。

逃 离 中 东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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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咚 雷 蕾

本月 )) 日，关塔那摩监狱设立 )) 周年。上百名抗
议者聚集华盛顿最高法院门前，他们身穿囚服、高举标
语，要求总统奥巴马兑现承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虐囚暴行骇人听闻

自“,·))”恐怖袭击后，美国在古巴东南部设立关
塔那摩监狱，并将大批“基地”组织及塔利班成员关押
于此，对他们实施最严酷的审讯。

关塔那摩因频频爆出的虐囚事件而臭名昭著。早在
去年 (月底，英国 《每日邮报》 就报道称，该监狱利用
美国经典儿童歌曲“芝麻街”对犯人实施虐待。他们使
用超大音量、反复播放歌曲，摧残囚犯精神意志，迫使
其招供。

曾在监狱中服刑 %年的苏丹人萨米·哈吉说：“他们
虐囚的手法多种多样，例如不让我上洗手间，有时把空
调的温度开得很高，强迫我呆在蒸笼一般的房间里不能
出来。他们还会放狗咬我，或是把我吊到天花板上，强
迫我 %天 %夜不能睡觉。”哈吉曾是一名记者，被指控替
车臣武装工作、协助“基地”组织，遭美军逮捕后被移
送到关塔那摩监狱。

国际舆论一边倒

关塔那摩监狱频现虐囚事件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去年 ) 月 )) 日，美国人权机构就在迈阿密、

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以及首都华盛顿等地举行过抗
议活动，人权组织代表弗丽达·贝瑞甘称这天为“极为耻
辱的一天”。

不仅美国内部反对关塔那摩的呼声高涨，国际舆论
也一片沸腾。联合国早在 *&&% 年的调查报告中就指出，
关塔那摩的美军基地监狱中确实存在虐囚行为，并呼吁
美国政府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并公平审判或者释放在押
人员。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此前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关
塔那摩监狱对犯人实施无限期关押是错误的，并呼吁其
尽快关闭。

在外界呼声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年 )月 **日签署行政命令，下令一年内关闭关塔那
摩监狱。同时，他还要求所有美国
政府人员在审讯恐怖犯罪嫌疑人时
严格遵守陆军作战手册中的审讯条
例，禁止酷刑。

关闭监狱遥遥无期

从 *&&, 年至今，奥巴马曾多
次承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他特地
制定了时间表，并成立了政策小
组，可这一行动实则“雷声大，雨
点小”。
《华盛顿邮报》 曾评论说，从

*&&, 年到 *&)& 年年初，奥巴马
几乎把心思都用在如何推动医疗
体系改革法案上，无暇他顾。另
外，国会的强硬反对也是一大阻
力。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白宫
从未就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一事认
真地进行过内部讨论，而且只要

一遇到政治压力就马上做出让步。比如，在 *&&,年 (月
*&日，参议院以 ,&票赞成、%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拒绝拨
给政府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所需的 /&&&万美元经费。但白
宫方面却没有立即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反而让坚决反对
关闭这一监狱的共和党人掌握了话语权。更为重要的一个
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意环境。奥巴马上任之初的一项民调表
明，赞成保留这一监狱的比例达 "(!。*&))年 ))月的一次
民意测验则显示，(*!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继续开设关塔
那摩监狱。

*&))年 )*月 ")日，奥巴马最终签署了禁止将关塔
那摩囚犯转移到美国本土受审和限制遣返关塔那摩囚犯
的法案，正式标志着关闭关塔那摩的计划已经告吹。种
种迹象表明，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计划仍遥遥无期。

在古代中国的诗句里，冬天之景是“千树万树梨
花开”，夏天则是“映日荷花别样红”。但是对于现在
的地球来说，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让各地的民众体味
着迥异的“冰火两重天”，人们怕是无暇欣赏冬季与夏
季之美了。

美国近日公布的一份政府报告警示称，未来几个
月，由于气温的上升，美国可能面临更频繁的极端天
气，包括热浪和风暴等。

事实上，不论是已经过去的 *&)* 年，还是刚刚开
始的 *&)"年，高温和热浪的身影都无处不在。

据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晨报》 / 日报道，从进入
*&)"年起，澳大利亚全国就陆续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
热浪的侵袭使澳大利亚火灾频发。

而澳大利亚气象局数据显示，未来几周，澳大利
亚的温度将只增不减。为此，澳大利亚气象局特意对
其天气预报图进行了改进，增加深紫色来代表 (&摄氏
度以上的高温地区。

路透社报道称，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高温使原本
潮湿的夏季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也使里约热内卢海滩
和泳池的人数爆增。

夏天的南半球酷热难耐，与此同时，正处于冬季
的北半球经受着严寒的折磨。据报道，法国、德国等
欧洲国家的人们几周前是在零下 *&摄氏度的气温下欢
度圣诞的。俄罗斯今年冬天格外寒冷，乌克兰也大雪
不断，最低气温已降至零下 "&摄氏度左右。

寒冬在北方的肆虐或许还情有可原，位于热带亚热
带地区的南亚诸国频受寒灾，就绝非正常情况了。

印度北部自 *&)"年伊始便笼罩在罕见的极寒天气
中，孟加拉国出现了近 -(年来的最低温度，寒冷的侵袭
也同样出现在尼泊尔，各国都因此造成不少人员伤亡。

一面是冰冻，一面是热浪，极端天气已经引起了
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关注。

一个多月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 《世界气候状况
年度临时声明》 称，*&)* 年是极端天气现象频发的一
年。该组织去年初便预测，随着全球变暖，未来极端
天气现象会更加频繁，影响地区也更为广泛。

美国于本月 ))日公布的《美国国家气候评估》 草
案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该草案认为，过去半个
世纪中可观测到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
特别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

科学家们担心，未来极端天气可能会成为一种新
的常态。虽然全球变暖在政治上存在争议，但大多数
研究人员公认的事实是，使用化石燃料带来的二氧化
碳排放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地球陷入“冰火两重天”
羽 修

澳大利亚一家人为躲避山火跳入水中。（资料图片）

) 月 )" 日，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

市，一名选手带着孩子参加狗拉雪橇比

赛。

当日，下诺夫哥罗德举行俄罗斯狗拉

雪橇锦标赛的选拔赛，共有超过 (& 名运

动员参赛。

安德烈摄（新华社发）

狗拉雪橇公开赛

图为抗议者在华盛顿最高法院门前举行集会。（资料图片）

关塔那摩，说再见真的很难
邢若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