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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土“针锋相对”

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1 月 21 日
宣布，针对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的库
尔德武装，发起代号为“橄榄枝行动”
的地面军事行动。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作为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第二大军队，土耳其军方会
对阿夫林地区进行空袭和炮击，其士兵
和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进入
叙境内，向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推进。

库尔德人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土耳其
国内的焦点问题。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
人党成立于 1979 年，一直在寻求通过武
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
界地带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一个独立
国家，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和分裂势
力。因此，土耳其担心库尔德武装在叙北
部发展壮大之后，会与土境内的库尔德分
裂势力联合，威胁国家安全。

而美国此前作出的扶持叙境内库尔
德武装的决定，无疑是促成此次土耳其军
事行动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月 14 日，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
兰国”多国联盟证实，将与“叙利亚民
主军”共同组建一支“边境安全部队”，
为其提供武器、训练、顾问等支持，以
维护叙边境安全。而库尔德人武装“人
民保护部队”正是“叙利亚民主军”中
的主导力量，长期以来都被土耳其政府
认定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
分支。

此举引发土耳其极大不满，认为美国

此举是在“合法化”“人民保护部队”，使这
支武装“长期存在于这一地区”。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有义务将（美国
的这一做法）扼杀在摇篮里”，土耳其军队
将“采取迅速和坚决的措施”，击溃来自

“恐怖主义部队的安全威胁”。
对于土耳其的行为，叙利亚外交部发

表声明，强烈谴责土耳其对阿夫林地区发
起的军事行动，称这次行动是对叙主权的
再一次“野蛮侵犯”。

两国各有考量

事实上，这并不是土耳其第一次对库
尔德武装势力采取行动。2016 年 8 月，土
方就曾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名进入叙利
亚境内，开展了代号为“幼发拉底盾牌”的
军事行动，切断了库尔德武装在叙北部的
控制区。

有分析认为，通过此次“橄榄枝行
动”，土耳其将在“幼发拉底盾牌”行动
占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库尔德武
装在叙北部的势力范围。

对于土耳其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土耳其此次在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问题上，摆出的是
一个不妥协的、非常强硬的态势，且在
美国宣布相关决定之后立刻展开行动，
就是为了向美国警示土耳其在库尔德武
装问题上的底线。

在土方军事行动开展后，美国方面的
表态却相对克制。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1 月2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敦促土耳
其在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和言论中保持
克制，并要求土方确保其军事行动限定在
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避免造成平民伤亡。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甚至表示，土
耳其在叙利亚北部有其合理的安全担忧。

在明知支持叙库尔德武装会触怒土
耳其的情况下，美国此前为何还要做出
这一决定？

美国 《华盛顿邮报》 分析称，美国
把叙利亚库尔德人看作是与伊斯兰国家
作斗争的重要盟友，而且在解决叙利亚
内战问题的过程中，库尔德人也是针对
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一项长期资产。

李伟建认为，在支持叙库尔德武装
的问题上，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可能是美国的一个借口，背后还有更主
要的目的。“在叙利亚问题进入到新的一
轮谈判或者对话时，关于叙今后的政治
进程如何安排、战后重建如何展开等问
题，各方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以
帮助自己占据更主要的位置。”李伟建指
出，现在的叙利亚反对派、库尔德人，
包括美国宣布要成立的这支部队，都是
美国可以拿来和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在叙
利亚问题上进行博弈的棋子和筹码。

疏远不至决裂

此次美国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外界对于两国关
系的诸多猜测和担忧。

不过，在公开的声明中，这两个北
约盟国还是给彼此保留了面子。除美国

声称理解土耳其的担忧之外，土耳其官
员也向外界强调，美国官员向土耳其保
证阿夫林地区没有美国军队，两国不可
能在该地区发生直接的冲突。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也声称，这次行动将在“很
短的时间内”完成。

李伟建认为，过去几年中，美国和土
耳其的关系逐渐走向疏远。他分析称：“此
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问题事关土耳其
的核心利益，所以土方不惜同美国关系恶
化，也要争取这一部分利益。此外，土耳其
近年来将外交政策重点转移到了中东地
区。为了增强影响力，土耳其就必须在耶
路撒冷等问题上，站在中东国家的立场上
发声，很多时候和美国的论调不一致。但
是，土耳其也没有想过和美国彻底决裂，
这并不符合它的利益。”

而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从地缘政
治的角度进行权衡。以色列 《国土报》
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如果美国必须在
土耳其和库尔德人之间做出决定，它将
选择土耳其——而库尔德人也明白这一
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要求美国
与土耳其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考虑
到土耳其与俄罗斯及伊朗有合作。”

“美国如果跟土耳其较劲，只会把土
耳其进一步推到俄罗斯这边，而俄罗斯是
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大的竞争对手。”李伟
建指出，“此外，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也有
库尔德人的问题，美国如果坚持扶持库尔
德武装，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国家就
有可能联合起来，并且进一步地在叙利亚
问题上改变立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美
国可能会在中东问题上更加孤立。”

昔日盟友“急眼”美土谁将退让？
张永恒 张晓晓

近日，土耳其宣布开展针对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的“橄榄枝行动”，此举回击了美国此前公布

的、利用库尔德武装在叙建立“边境安全部队”

的决定。库尔德人问题一直是土耳其的心腹大

患，而美国却不顾土方利益实施自身计划，意见

相左之下，两国关系将走向何方？

环 球 热 点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
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
之良知。”

良知，本应是人立于天地之间
的最基本素质之一，然而，就有那
么一些人，却总罔顾事实，否认历
史。

用稚嫩的儿童进行活体解剖、
用鲜活的人进行细菌实验……那些
731部队曾经在中国人身上进行的实
验惨绝人寰，相关描述令人不忍卒
读。而且，731部队中那些本应治病
救人的医生接受的是当时日本政府
的巨额援助。731这组数字从此成为
中国人心中的痛。

这些只是日本侵华期间犯下的
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中的冰山一
角。有关史诗铁证如山。但是，多
年来，就有那么一小拨人，坚决否
认事实，拒不为曾经的罪行道歉认
错。甚至在修宪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全然不顾中国和其他亚洲受害
国人民的感情，任由军国主义的幽
灵的亚洲上空游荡。

幸运的是，这世界从来不缺有
良知的人。

近来，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纪
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
展开的》，上下两集共约 110 分钟，
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
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
武器的丑陋罪行。这是NHK继去年
之后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
罪行的纪录片。

“这才是‘大日本帝国军队’的
真面目。他们对中国人做出了非常
残忍的行径。这就是日本右翼所鼓
吹的‘美丽的’日本。”这是日本网
友的呼声。

22日，日本举行 2018年的例行国会，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再次表示了推进修改宪
法进程的意向。国会外，风雪中，约600名日本民众
高呼“反对安倍修改宪法第九条”等口号。

“日本必须选择和平主义”，这是马来西亚 《星
报》 的声音。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要世界承认和
尊重日本为军事大国。经历过让人不寒而栗的日据
时代的幸存者及后代不会答应。

直面历史，需要真正的勇气。
27日至2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的访华行程已

经确定。事实上，一段时期以来，因为特朗普“美
国优先”带来的焦虑以及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
量，日本安倍政府已经三番五次表达了与中国走近
的愿望。

只是，光喊不练显然不行。真抓实干才能落到
实处。对于执念于修宪的安倍政府而言，我们衷心
希望那些有良知的声音能够入他们的脑，入他们的
心。

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
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
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
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
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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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自由党日前就组阁
谈判达成一致。这意味着未来5年两党将联合执政，奥
地利将成为西欧唯一一个政府内阁包含极右翼政党成
员的国家。

这一结果，让不少人捏了把汗。欧盟伙伴担心，
奥地利政府未来内政外交政策整体向右转的趋势恐将
不可避免。

2017 年是欧洲大选年，荷兰、法国、奥地利、德
国等欧洲多国举行选举，欧洲主流社会力量虽然竭力
扛住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但也被迫收缩了防线。
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未像支持者们所期盼的那样全速
前进，相反却显得有些跌跌撞撞。

在诸多掣肘因素中，来自右翼民粹主义的干扰尤
为显著。“亲欧”的荷兰自由民主党保住第一大党头衔
让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们稍稍松了口气，但荷兰极右
翼自由党赢得 20个议席，超出预想；作为欧洲一体化
的“法国动力”，年轻的马克龙当选总统让人欣喜，但
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获得近 34％的选
票；在作为欧洲一体化重要“发动机”的德国，总理
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拔得头筹，但

因在难民问题上失分，所获议席大幅减少，目前仍然
陷在选举后的组阁困境之中。

在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全球
化仍未摆脱“逆风”的背景下，欧洲内部社会分化严
重，“反欧”“疑欧”右翼民粹政党借机强势崛起，其
支持者阵营不断扩大，与主流民意发生激烈碰撞。这
股“反精英主义、反多元主义”的思潮在被难民危
机、排外主义环伺的欧洲不断做大，今后将继续在至
少三个方向上“拉扯”欧洲一体化的步伐。

“拉扯”的第一个方向来自海峡那边的英国。虽然
英国“脱欧”谈判一波三折，英国内部也不断传出

“后悔”的声音，但英国并未就此停下离开的脚步。
“拉扯”的第二个方向来自欧洲一体化的发祥地

“老欧洲”。在荷兰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自由党成
为议会第二大党；在法国总统选举中，极右翼候选人
勒庞尽管败选，但仍有不少拥趸；德国大选中，极右
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第三大党头衔，历史性地进入
联邦议院。

“拉扯”的第三个方向来自波兰、匈牙利等所在的
“新欧洲”。与“老欧洲”相比，“新欧洲”发展速度快，也有

巨大的发展需求，但长期以来在欧盟内却难以与“老欧
洲”国家“平起平坐”。匈牙利等国一直不满欧盟在基础
设施投资等方面偏袒“老欧洲”，这种不满孕育了反欧盟
的土壤，也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口实。

虽有上述掣肘因素，但是应该看到，欧洲一体化
的体制机制和民意等方面的基本面未被撼动，一体化
带来的和平、合作、发展等方面成就仍是欧洲形势的
主要方面。另外，还有更多积极的变量在不断出现。
英国“脱欧”谈判的波折对欧盟其他成员国来说既是
警示也是启示；“老欧洲”经济的逐渐复苏和“新欧
洲”的快速发展或将为欧盟改革提供动力；世界经济
整体向好的态势也会助欧洲一体化一臂之力。

总体看来，尽管步履比较艰难，但一体化在欧洲
国家已经深入人心，反欧思潮和势力眼下难成大气
候，一体化进程将会继续向前推行。进一步看，如果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能在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预警
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正视各成员国不同的发展
需求，不断凝聚共同的意愿，扩大合作空间，那么欧
洲一体化就能破除右翼民粹主义的羁绊，迈开更加有
力前行的步伐。 （据新华社电）

7.9级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 1月 23日测定，阿拉斯加州科

迪亚克岛东南280公里处海域当天凌晨发生7.9级地震。目前尚
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的公告，震中位于北纬
56度、西经 149度阿拉斯加湾海域，震源深度约为 25公里。地
震发生后不久，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即发出海啸预警。

目前，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取消海啸预警。

4月底
委内瑞拉制宪大会 1月 23日讨论通过了于今年 4月 30日前

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的决议。
委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第一副主席、制宪大会成员卡韦略

1月23日向制宪大会提交了在今年4月底前提前进行总统选举的
议案，以回应西方国家对委内瑞拉不断发起的制裁行为。他强
调，委执政党内部没有分裂，总统马杜罗将作为执政党唯一的
候选人参选。

制宪大会随后讨论通过了卡韦略的议案，并形成最终决议
提交国家选举委员会。

根据委内瑞拉宪法，马杜罗任期至 2019 年 1 月 10 日结束，
总统选举本应在今年12月举行。

去年7月底，委内瑞拉举行制宪大会选举，随后成立制宪大
会。委政府希望通过重新制宪解除反对派占多数的议会权力。
选举遭到委反对派的抵制，认为其严重违宪。此后，美国和欧
盟先后出台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措施。

第30届
第30届非盟峰会系列会议1月22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

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举行，会议将重点关注非洲国家的反腐败
问题。

本届非盟峰会的主题为“赢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一条非
洲转型的可持续之路”。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表示，将反腐作为
今年非盟峰会的主题，是因为非洲大陆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对
于经济发展、社会融合、政治秩序造成了破坏。

本届非盟峰会系列会议将持续至1月29日。
（均据新华社电）

3203万美元
近日，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重大合同签约公

告，公司近期成功签约德国莱茵河大桥和瑞典斯鲁森大桥两个
海外钢桥项目，合同额分别为3203 万美元和962万欧元。中铁
工业凭借世界一流的技术和装备实力，以及卓越的海外业绩受
到总包方青睐，成为通过业主审查的唯一中国企业，取得了钢
桥业务在欧洲市场的又一次重要突破。

数 字 天 下

右翼民粹势头凶，欧洲一体化艰难行
田栋栋

达沃斯大雪
迎年会

近日，达沃斯持续降雪，给当地交通造成

影响。世界经济论坛 2018 年年会于 1月 23日至

26 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主题为“在分化的世

界中打造共同命运”。

图为 1 月 22 日，在瑞士达沃斯，人们走进

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主会场会议中心。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图为 1月 21日，在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的基利斯城郊外，当地居民观看军车运送坦克。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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