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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但焦点已从基辅转移至克里
米亚。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军事干预推动了乌克兰紧张局
势的不断升级，美俄间的言辞交锋也在持续进行。美俄
此番较量将走向何处？克里米亚地区的战火会不会点
燃？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外乌克兰问题的专家对此进行解
读。

微妙的克里米亚局势

据外电报道，美国与俄罗斯于周三 （3月5日） 就缓
和乌克兰紧张局势进行对话，希望说服俄罗斯将部队撤
回克里米亚的基地，以避免爆发战争的危险。乌克兰临
时政府外长德谢茨亚也于当天表示，乌克兰希望和平解
决克里米亚危机。

而就在此次对话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上周
被派往俄西部和中部进行演习的俄军部队返回基地。这
一切似乎使处于胶着状态的克里米亚地区的态势有了缓
和的迹象。

然而，目前的缓和迹象是否意味着各方的基本诉求
已经改变了呢？

3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就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
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他破坏了国际法，并警告说
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干涉乌克兰，将对其进行制裁，并以
美国中止参加八国峰会预备会议相威胁。而欧盟成员国
对此也基本持同一立场。

俄罗斯总统普京 4 日对上述威胁和质疑给予了强硬
回应，他表示，俄罗斯军演已酝酿多时，并且俄方并不
准备吞并克里米亚，但是，俄罗斯将保留动用“一切手
段”保卫在乌公民的权利。

在基辅发生政权更迭以后，俄罗斯族占主体的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也加快了自治的脚步。该国总理谢尔盖·
阿克谢诺夫于当地时间3月4日表示，该共和国将成立自
己的国防部，以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和安全。

美欧与俄的较量

美联社3月2日发文称，尽管奥巴马和欧盟国家领导
人已向俄发出了直言不讳的警告，但他们尚缺乏对俄出

兵克里米亚的有效反击手
段。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东
欧、俄罗斯和中亚研究室主
任陈玉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她表示，由于之前美国经历
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并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所
以他们能有多大能力采取相
应的手段来回应俄罗斯的行
为很值得怀疑。

站在欧盟的立场上，欧
洲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IN-
SEAD） 政治学教授道格拉
斯·韦 伯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表
示，“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
同样向其他前苏联国家释放
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不利于
俄与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发
展。俄方此举还使欧盟成员
国认为军事力量在当代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已无立足之地
的观念受到挑战，并且有引发欧洲大陆上演新一场“冷
战”的危险。

而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专家马修·罗詹
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指出，亚努科维奇被驱逐以
后，国家大部分权力已经落入反对派手中，乌克兰东部
和南部说俄语的人们会认为目前的变化是西方支持的乌
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胜利，而这些民族主义者对俄语公民
的利益怀有敌意。这也是俄军在克里米亚受到当地政府
和人民广泛欢迎的原因。

战争还是和平？

尽管普京多次表示只有在“最极端情况下”才会对
乌克兰使用军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于 5日发表声
明称，莫斯科将尽全力不使乌克兰境内发生流血事件，
不发生伤害乌克兰公民人身安全的事情，然而目前乌克

兰动荡的局势还是牵动着各方神经。俄罗斯是否会向这
个已经自顾不暇的东欧国家开战呢？

对于这类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一份特别声明
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该声明指出，美国方面要对俄罗斯
进行制裁的威胁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

克里米亚半岛在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领土，为庆祝
乌克兰与俄国结盟 300周年，1954年时任苏联最高领导
人赫鲁晓夫主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将克
里米亚划归乌克兰。苏联解体以后，当初的领土变更令
克里米亚当地大多数居民与俄罗斯人一样感到不快。

此前，俄罗斯领导人已经表示目前没有对乌克兰开
战的打算，因为两国是兄弟民族。俄军近期的行动，只
是为了警告基辅的极端主义者不要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

有分析指出，要恢复国内局势的安定，乌克兰各方
必须注意到本国历史和文化的多元特征，基辅的当权者
尤其需要尊重包括大多数克里米亚人民在内的俄语公民
对自身权利和国家宪法秩序的关切。

3月3日，在乌克兰辛菲罗波尔，民众在克里米亚政府大楼外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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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雅尔塔、特
拉布宗、敖德萨、塞瓦斯托波
尔，这些黑海沿岸的名城，每
个名字的背后都有关于文明交
汇与冲突、人类战争与和平的
惊心动魄的故事。

黑海里海一带，所谓“五
海三洲”之地，自古就是人类
迁徙的十字路口，无数民族在
这里经历成功与失败、繁荣与
衰落。这里见证过埃及、巴比
伦、希腊、罗马、波斯、阿拉
伯、蒙古、土耳其、俄罗斯、
英国、法国、德国等等大国崛
起时的权力与阴谋。这里也是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无数名
人曾在这里留下名篇。出使大
秦的甘英据信来到了波斯湾与
黑海之间，却在安息的忽悠下
折返，使得康有为在 2000 年后
还在抱怨。

多次战争拉锯导致领土变
更和民族混居，上世纪末改革
又比较失败，这就造成了今天
乌克兰东西两边对于地缘政治
和发展道路的不同认知。乌克
兰历史上是基辅罗斯的核心地
域。10 世纪前后，东斯拉夫各
部落在今乌克兰地区结合形成
古罗斯部族，并建立了基辅罗
斯国家。12—14 世纪，由于封
建割据，古罗斯部族逐渐分裂成俄罗斯人、乌克兰人
和白俄罗斯人3个支系。17-18世纪，这里更是围绕土
地和出海口发生了10次俄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
被认为是俄土战争的延续。这样的民族发祥地，这样
苦心孤诣得到的土地，俄罗斯自然不会轻易放手。而
欧盟自然也想把这块重要的地域纳入自己的轨道，以
求得和平与发展的保证。

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动荡与发展，乌克兰与俄罗斯
似乎走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欧美与俄罗斯之间也已
经走到了制裁与反制裁的边缘。由于历史矛盾，乌克
兰曾有部队在二战中加入德军作战。据俄新社3月5日
消息，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尤里·舍格耶夫在联合国
会议上否定确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纽伦堡审判，俄
方震怒并严厉谴责。

普京称八国峰会谁不想来可以不来、联合国秘书
长顾问在克里米亚遭威胁后离开、乌克兰法院裁定逮
捕克里米亚总理议长，一系列事件让形势急转直下，
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与敌对似乎已经升级到了二战后
的最高点。俄罗斯股市之前的大跌充分说明该国经济
在战争面前的脆弱。

路透社报道，巴黎时间3月5日夜，欧美与俄罗斯
在当地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美国国务卿克
里称，讨论将会持续几天，他也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在罗马再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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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橙色革命”爆发——2004 年总统选举中，
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微弱优势获
胜。维克托·尤先科称选举舞弊，不承认选举结果，发动
了橙色革命，最后再次大选投票，维克托·尤先科赢得选
举。2005年1月23日，尤先科宣誓就任乌克兰总统，季
莫申科于2月出任总理，橙色革命结束。

2005 年 9 月 8 日，尤先科解散季莫申科政府，任命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叶哈努罗夫为代总理。尤
先科同时还解除了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波罗申科
的职务，总统第一助理特列季亚科夫也被暂时停职。此
举引发了尤先科担任总统以来针对乌权力机构进行的一
次“大手术”。

2006 年 3 月 26 日，乌克兰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3
月 30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5个党派进入
新一届最高苏维埃，其中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获得 186
席，在职总理季莫申科的竞选联盟129席，维克托·尤先
科的我们的乌克兰 81 席，社会党 33 席，乌克兰共产党
21 席。亚努科维奇与尤先科携手，由地区党、社会党、
共产党和我们的乌克兰 4党联合组成执政联盟，把季莫
申科赶下台，8 月 4 日，亚努科维奇出任新一届政府总
理。

2007 年 4 月 2 日，总统尤先科解散了国会，因为他
所属的我们的乌克兰党的议员加入了反对派。对手称尤
先科此举违宪，但季莫申科表示支持。此案诉至乌克兰
宪法法院后，总统尤先科以腐败罪名解除了宪法法院18
名法官中的 3人的职务。季莫申科接任亚努科维奇担任
总理。

2008 年 9 月 3 日，尤先科指责议会企图建立“总理
专政”，威胁解散议会。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再度交恶。俄

罗斯开始支持季莫申科，普京公开称赞她“加强了乌克
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2010年总统大选，尤先科与季莫申科成为政敌。尤
先科在支持率极低情况下，仍然拒绝退选，分化了反亚
努科维奇的选票。结果亚努科维奇以 48%的得票率战胜
了季莫申科 （45%得票率） 与尤先科 （6%得票率），当选
总统。

2011 年 8 月，亚努科维奇逮捕季莫申科，2011 年 9
月11日，法庭判处季莫申科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滥用
职权。

2013 年 11 月 21 日，乌克兰政府决定暂停有关乌克
兰-欧盟一体化协议的准备工作，同时表示将加强与俄
罗斯等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此后，欧洲一体化
支持者随即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
下台。乌克兰内务部特种部队则展开强行驱散行动，造
成40余人受伤。乌克兰社会和政治危机自此爆发。

2014年1月28日，亚努科维奇接受总理阿扎罗夫当
天早些时候递交的辞呈，并于当天签署了关于总理辞职
和解散政府的总统令。次日，乌最高拉达 （议会） 通过

执政党地区党议员提出的大赦法案。此举被视作继总理
辞职、政府解散后，当局为缓和国内局势而向反对派及
其支持者作出的又一让步。

2014年2月18日，数千名示威者举行号称“和平进
军”的示威活动，要求议会恢复2004年宪法。而次日乌
克兰安全局则决定在乌全境开展反恐行动。随后，示威
者与军警激烈冲突，截至2月20日，冲突已造成75人死
亡，数百人受伤。

2014年2月21日，经过彻夜谈判，乌克兰总统亚努
科维奇和反对派代表在基辅签署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协
议，力争结束自独立以来最为血腥的冲突。协议内容包
括提前进行选举、组建联合政府，并修改宪法等。

2014年2月22日，抗议仍在继续，亚努科维奇被迫
离开首都。乌克兰议会选举反对党祖国党第一副主席图
尔奇诺夫为新议长以取代辞职的地区党籍议长。随后，
议会通过包括解除亚努科维奇总统职务、释放前总理季
莫申科等在内的决议，并宣布将于5月25日提前举行总
统选举。

2014 年 2 月 26
日，俄总统普京宣
布提升西部军区和
中央军区的戒备等
级。3 月 1 日，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总
理阿克谢诺夫发表
声明，请求俄罗斯
提供帮助，以保障
克 里 米 亚 的 和 平 。
俄军随后进入克里
米亚半岛，在亲俄
民众和武装人员的
配合下基本控制了
这一地区。

乌克兰问题的前世今生
——“橙色革命”以来的大事纪

董涵潇 孙奉赛

各方表态

波兰：

2014年3月1日深夜，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发表
电视声明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向俄议会上院提议
在乌克兰领土上动用军事力量，“使 （乌克兰） 局势变
得前所未有的严重和悲剧性”，“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
上动用军事力量，让作为乌克兰邻国的波兰感受到威
胁。”

美国：

3月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
对乌克兰“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行径”，威胁要与盟国
一道对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3日，美国总统奥
巴马表示，美方正在考虑在经济和外交上采取“全系
列”措施“孤立”俄罗斯，以回应俄方向乌克兰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派兵之举。

德国：

3 月 2 日傍晚，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通电话，称俄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有违国际
法，认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活动“不可接受”，要求
俄罗斯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普京接受默克尔建议，将
即刻着手建立可能由欧安组织领导的旨在调查乌克兰紧
张地区局势真相的“调查团”，以及旨在开展政治对话
的“联络小组”。

俄罗斯：

3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
廖沃官邸出席记者会，宣称乌克兰正在发生“违宪政
变”，俄罗斯只有在“最极端情况下”才会对乌克兰使
用军队。他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国家是在

“用老鼠做实验”，俄罗斯保留动用武力的权利。

3月5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法国巴黎的俄罗斯
大使官邸举行会谈，这是自亚努科维奇被解除乌克兰总统职务后两人的首次
面对面会谈。

左图：在法国巴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左一） 和美国国务卿克里
（右一） 举行会谈。上图：3月5日，武装人员封锁位于乌克兰塞瓦斯托波
尔港的乌克兰海军司令部。 法新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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