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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对于这次叙利亚问题和谈，各方都寄
予厚望。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上周称，阿斯塔纳和谈
应该成为叙利亚和平之路上的新里程碑，为所有有关
各方开展建设性工作、恢复日内瓦政治进程提供动力。

德米斯图拉也在本月初做出肯定表态，认为和谈
将巩固目前十分脆弱的停火协议，为联合国主导的计
划于2月8日举行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铺平道路。

“各方都有通过和谈巩固停火协议的意向，这本身
是一个好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
李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如果此次和谈能够
如期进行，对于维持目前叙利亚的停火肯定有所帮助。

对此，中国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所研究员殷罡也
持乐观态度。“参加停火的都是俄罗斯、土耳其以及伊
朗能够控制的力量，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反对‘伊斯兰
国’极端组织。”殷罡向本报记者指出，阿斯塔纳和谈
对大幅减弱反伊斯兰国联盟内部的“厮杀”将发挥重
要作用。

当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过近7年的发酵，如
今叙利亚面临的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内战，存在的矛

盾也不是几次谈判就能轻易解决的。
在殷罡看来，此次阿斯塔纳和谈要想维持停火不

难，但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尽快过渡到打击消灭“伊
斯兰国”的进程中。“目前，仅有反伊斯兰国联盟内部
的停火是不够的，各方在各个战场还缺乏相互配合。”

就在本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再次对叙利亚东部
城市代尔祖尔展开猛攻，给叙利亚军方造成很大压力。
分析认为，就叙利亚目前局势来看，如何应对“伊斯兰
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将成为此次和谈的一个重要议题。

此外，阿斯塔纳和谈还面临一个不可忽视的变
量，那就是美国新政府的态度。1月20日，美国候任总
统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誓言严
厉打击恐怖主义，并称将与俄罗斯加强合作。和谈举
行之时，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是否会派代表参
会，将对此次和谈做出怎样表态，又将与俄罗斯进行
怎样形式的具体合作，这都有待观察。

“和谈实际是一个利益划分的问题。叙利亚各方势
力背后的支持力量将在和谈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将影
响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李伟认为，这次和谈有助于叙
利亚问题的解决，但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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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效 20多天后，最新
一份叙利亚停火协议还能持
续多久？一定程度上，答案
将取决于两天后在哈萨克斯
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叙利
亚问题和谈。

日前，叙利亚政府、叙
利亚反对派最高谈判委员会
以及联合国等方面都表示，
将派代表参加定于 1月 23 日
举行的阿斯塔纳和谈。不同
以往，这次和谈的主导者是
俄罗斯和土耳其，而非美国
和欧洲。

即将举行的阿斯塔纳和谈目的非常清晰。如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所说，此次和谈最重要的目的之
一在于巩固叙利亚停火成果。

最新一份停火协议是在当地时间2016年12月30日
零时开始生效的。叙利亚军方在此前一天发布的声明
中称，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停火是在政府军多条战线取
得胜利的背景下实施的，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
机创造条件。叙最大温和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对
此表示支持。

事实上，这次停火的主要促成者是俄罗斯和土耳
其。去年12月20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外交
部长、国防部长在莫斯科就合作解决叙利亚危机举行
会谈并达成共识。今年1月4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
卢宣布，叙利亚和谈定于1月23日在阿斯塔纳举行。

“那些希望参加会议的人理应得到机会。”拉夫罗
夫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这次和谈将为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机会，以通过政治进程结束流

血冲突。
目前看来，阿斯塔纳和谈得到了不错的响应。据

悉，大部分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已同意参会。联合国秘
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办公室也表示收到邀
请，并将派代表团与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这给
予组织这次谈判、为终止近6年来叙利亚冲突而努力的
俄罗斯和土耳其鼓励。

两位组织者同样向即将迎来新任总统的美国递出
“请柬”。拉夫罗夫 17日称，俄方已邀请下届美国政府
代表出席和谈，这将成为俄与美新政府“首次正式接
触”，为今后双方磋商如何高效反恐铺平道路。恰武什
奥卢此前也表示，“不否认美国在整个 （叙利亚） 和谈
中的作用”。对此，美方还未做出明确回复。

去年2月和9月，美国和俄罗斯曾两次就叙利亚停
火达成协议，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次，阿斯塔
纳和谈能否为新的停火协议“保驾护航”，为叙利亚带
来更为持久的平静？

为了持久停火

只是一个开始

乱局之下，解锁的钥匙究竟在哪里？
李伟指出，目前叙利亚局势至少存在三个关键点，一

是叙利亚政府和叙温和反对派之间能否延续停火，二是
双方能否在共同打击叙境内极端组织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三是今后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和平进程中的走向。

“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叙利亚内部自己
的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李伟说。

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自 2015 年俄罗斯宣布直
接参与打击“伊斯兰国”以来，叙利亚这盘乱局背后
的国际“棋手”正在悄然变化。此前占据主导的美国
及其欧洲盟友“存在感”不断减弱。欧洲困扰于自身
内部的种种麻烦，自顾不暇。特朗普坚持的“美国优
先”主张，也让外界普遍认为，他在上任之后将减少
对中东事务的干预。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称，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日
前表示，在此次阿斯塔纳和谈中，美国不是谈判主
体，而只是受邀参加，这是意义重大的，俄罗斯在中
东胜过美国，成为主要玩家。

事实上，不只是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

伊朗等国都在叙利亚问题中逐渐展现更为活跃的姿
态。特别是此前长期选择旁观的土耳其，近来表现出
尤为明显的态度转向。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联邦空
天部队与土耳其空军 18日还在叙利亚阿勒颇省首次共
同进行了打击“伊斯兰国”的空中军事行动。

“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的‘北约
无用论’及‘美国优先’主张可能进一步加深美欧之
间的裂痕，导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国际事务尤其是
在中东地区的介入减少。相应的，中东地区外部以俄
罗斯、土耳其为主的力量，以及地区内部以沙特阿拉
伯、伊朗为主的力量将进一步凸显，由此可能在叙利
亚问题上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李伟指出，这种变化
意味着叙利亚等中东地区问题的解决将更多由该地区
自身力量来主导解决。

分析普遍认为，正在形成的新力量格局对于叙利
亚乃至整个中东而言未必不是好事。“地区国家以及对
该地区有兴趣的国家多发挥一些积极正面的作用，对
于解决当前叙利亚最为主要的打击‘伊斯兰国’问题
以及中东整体局势是有利的。”殷罡说。

或成三足鼎立或成三足鼎立

图为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前左）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前右）。
资料图片

环 球 热 点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走完了他在白宫的8年。在他任

内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像8年前甚至十几年前一样，他表达了对未来的乐观
与希望。他说：“如果能够继续让所有人得到机遇，未来将会出现首位女总统、
拉丁裔总统、犹太裔总统或印度裔总统。”

可能吗？
曾经，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出现让一部分人相信，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主

义”时代。然而，正如奥巴马在告别演讲中所说，“这样的愿景其实是不现实
的”。如今，种族问题仍然是美国社会中一股“强大而且具有分裂性的力量”。

就在几天前，在美国多地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活动中，枪声响起。在佛罗
里达州的活动中，枪击导致8人受伤。警方称，受伤者均为非裔。

最近，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黑人教堂枪击案中开枪杀死9人的
鲁夫成为首位因为仇恨犯罪而被判死刑的罪犯。2015年6月17日，鲁夫进入查
尔斯顿一间黑人教堂，向正在研读圣经的信徒开枪。鲁夫接受盘问时曾表示，
希望开启一场种族战争或种族隔离。

本月初，芝加哥当局以仇恨犯罪、绑架等罪名起诉4名非裔美国人。他们涉
嫌绑架并殴打凌辱一名白人智障男青年，还逼迫后者咒骂当选总统特朗普。

……
或许，的确如奥巴马在告别演讲所说，相比10年前、20年前和30年前，美国

现在的种族关系更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横空出世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回首过去的8年，人们发现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却是更加凸显了。从

弗格森到芝加哥，从纽约到巴尔的摩，一个个黑人青年在白人警察的执法过程
中重伤甚至被枪杀，一波波游行抗议震动着美国社会。如今，“黑人的生命也是
命”等运动开始在美国各地蓬勃兴起。

当然，美国的种族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凸显的背后原因众多，包括整体经济
低迷对少数族裔影响更大、警察过度执法等，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无疑加
重了失落感。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奥巴马的当选让黑人和少数族裔有了更高的预期。但是，事实上，奥巴马
成为美国总统本身就已经是他所能推动的美国种族融合的顶峰。之后的路注
定是下坡路。奥巴马的成功说到底是个体的成功，并不代表他所在的群体从此
拥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前景。

奥巴马在最后一场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需要让来自不同行业、拥有不同
信仰、分属不同族群的人都获得发展机会，这是美国的力量之源。

将来，美国会再出现一位少数族裔总统？的确是可能的。只是，这并不意
味着种族主义这条鸿沟会随之消失。美国要实现真正的种族融合，显然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美国还会出现美国还会出现
少数族裔总统吗少数族裔总统吗？？

张张 红红

据韩国《民族日报》1月18日报道，韩国京畿道议会
下属的“爱独岛—爱国土会”所属议员们日前表示，已经
开启了在“独岛”（日本称“竹岛”）建立和平少女像的募
捐仪式，并制定了最快于今年年底在“独岛”竖立“和平
少女像”的方针。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韩日因日驻釜山领事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引发的

外交争执尚未平息，韩国京畿道又宣布在两国有领土争
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上设立慰安妇少女像。《日
本时报》认为，此举预计会进一步惹恼日本。东京曾召
回驻韩大使并采取其他措施，抗议韩国日前在日本驻釜
山领事馆前建造的慰安妇雕像。然而，近日，韩日矛盾
开始从慰安妇问题扩大至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
的领土纠纷问题。

据日本共同社17日报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针对此
事表示，“竹岛”（独岛）原来不管是在国际法上，还是在历
史上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从这样的立场上来看，无法
接受（韩国在“独岛”设立少女像）。

与此同时，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 17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就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妄称“独岛”（日本称

“竹岛”）是日本领土一事表示，韩国政府敦促日本立即
停止主张对韩国固有领土“独岛”的主权。

冲突升级 原因何在
“独岛”（日本称“竹岛”）的领土问题与“慰安妇的历

史性问题”，两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日韩关系走向“崩
塌”边缘的推动力。

在“独岛”（日本称“竹岛”）设立慰安妇少女像是
韩国民主党议员闵敬善于去年12月13日最先提出的。

“此时提出慰安妇和领土问题，韩国民主党可能是在为下届总统选举做筹
谋，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而迎合民众的爱国情怀。”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
授周永生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与此同时，日本私底下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日本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现的强硬态度，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在国际上的实
力，同时也是为掩饰安倍首访亚太四国失利的窘态，更是为了提高国内的支持
率，是做给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看的。”

突破难寻 关系堪忧
领土和慰安妇问题是韩日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周永生表示，日本是以

“否定具体来否定全局”的错误历史观看待这些问题。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
并没有进行国家道歉，同时也未承认强征慰安妇，只是以居高临下、同情慰
安妇的心态付予韩国支援金。未来，韩日双方可能不会推翻之前关于慰安妇
问题的协议，但是在领土问题上双方都不会妥协让步。

“朴槿惠政府在执政后期是靠近日本的，新政府执政后韩日关系可能会出现
两种局面：一是在美国的拉拢下，继续靠近日本；二是韩日关系就此止步，处于不
温不火的状态。未来两国关系会走向何方，还得看国际形势的变化。”周永生说。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韩国政府对少女像问题还没解决、又遭遇了
领土纠纷，感到不知所措。一名熟知相关内情的外交人士担忧地指出，由于慰
安妇问题是韩日两国国民在感情上最为敏感的历史问题，而“独岛”（日本称

“竹岛”）是领土问题，两者结合在一起，可能将很难找到外交上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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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温哥华国际船展开幕加拿大温哥华国际船展开幕
第 55 届温哥华国际船展日前在

加拿大温哥华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
250多个参展商携产品参展。

图为人们在船展上参观。
梁 森摄 （新华社发）

图为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团集会现场图为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团集会现场。。 来源来源：：韩联社韩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