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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土伊领导人举行第四次会晤讨论叙局势，但各方均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

普京、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伊朗总

统鲁哈尼 14 日在俄罗斯索契举行会

晤， 商讨实现叙利亚局势长期正常化

的共同措施。 这是继 2017 年 11 月索

契峰会、 2018 年 4 月安卡拉峰会和 9

月德黑兰峰会后， 三国领导人第四次

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直接对话， 也是美

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撤军叙利亚之后，

阿斯塔纳进程领导人的首次峰会。

谁能填补美国撤军后
的 “权力真空”

2018 年 12 月 19 日 ， 特朗普在

推特上宣布美国撤军叙利亚， 一时引

起国际舆论哗然。 之后特朗普又改变

语气称， 自己从来没有设置美军撤离

的时间表， 但也不会让美军在叙永远

滞留， “缓慢” 撤离是特朗普的主要

策略。 2 月 8 日， 《华尔街日报》 援

引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美军将在

3 月中旬撤走大部分部队， 4 月底前

完成全面撤离工作。 如果消息属实，

所有震惊、 恐慌或是兴奋的情绪都将

渐渐平息， 接下来要酝酿的是美军撤

离之后的 “权力真空” 由谁来填补？

说是 “权力真空” 其实有点言过

其实， 因为在叙利亚的战局和政局上，

美国顶多是一方不容忽视的存在， 但绝

对谈不上主导力量， 撤军本身也说明了

这一点。 不过， 美国的离去为 “蠢蠢欲

动者” “腾出” 一方天地。

首先是土耳其。 可以说， 美国撤军

除了基于自己的中东政策外， 由于卡舒

吉事件来自土耳其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 面对埃尔多安的步步紧逼， 特朗

普至少在形式上抛弃了叙利亚库尔德

人， 把天平倾向于土耳其一方， 这不仅

缓和了当时紧绷的美土关系， 也让土耳

其对于叙利亚的政治版图有了进一步的

想法。

2018 年 9 月 17 日， 普京和埃尔多

安商定在伊德利卜省沿线叙反对派与政

府军的接触线上建立一个宽 15-20 公

里的非军事区， 这块区域某种意义上是

得到特朗普 “背书” 的， 如今土耳其想

要在此掌握更多主导权。 为此， 埃尔多

安与普京频频会晤 。 1 月 23 日 ， 两人

在莫斯科见面， 不过根据会后记者会的

调门来看 ， 埃尔多安似乎在普京那里

“碰了钉子”： 后者坚持叙利亚的所有领

土应当由自己支持的巴沙尔政权掌控，

对土耳其抢地盘的做法不置可否。

其次是法国。 近日有消息传出， 法

国也将从叙利亚撤军， 不过根据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 12 日的报道， 法国驻俄大

使贝尔曼表示 ， 是否撤军还在讨论当

中 。 当特朗普的撤军风声刚刚传出之

时， 法国整体上持批评态度， 并表示自

己将作为 “重要力量” 留在叙利亚， 作

为国际联军的一部分 ， 承担 “特殊义

务”。

这份 “特殊义务” 在去年 7 月就有

所体现。 当时埃尔多安曾邀请法国和德

国作为欧洲国家的代表， 加入到叙利亚

政治进程的谈判框架中来， 后来还特地

举行了一次四国峰会， 当时土耳其的这

一做法有平衡俄罗斯之意。 受美土关系

的制约， 在叙问题上土耳其一方面离不

开俄罗斯， 另一方面又想与阿斯塔纳进

程保持一定距离。 但没想到， 四国峰会

并未取得实质成果， 归根结底， 还是法

德对于由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不

信任， 想要重新回到日内瓦进程的谈判

机制当中。 事与愿违， 俄罗斯在叙利亚

的主导地位已经难以撼动， 可预见的一

个未来是， 法国最终也将不得不随美国

盟友 “黯然离去”。

俄利用美撤军缓冲期平
衡土伊力量

对俄罗斯来说， 美国的离开意味着

其事实性主导地位的确认， 普京对特朗

普的这一决定持欢迎态度。 不仅如此，

对于 “缓慢撤离” 的策略， 俄罗斯竟也

乐见其成。 一方面， 一个在此地力量逐

渐 “式微” 的美国总好过数个跃跃欲试

的 “新贵”； 另一方面， 这段缓冲期也

有助于俄罗斯加紧排兵布阵。

不过， 俄罗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还

是平衡与土耳其的微妙关系， 就这涉及

当前叙利亚的战局。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在 13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伊德利卜

冲突降级区问题将是俄土总统会晤的主

要议题之一， 目前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

利卜省的势力越来越大， 其控制的土地

面积几乎增加了两倍， 这是俄罗斯目前

最关注的一个方向。 拉夫罗夫想刻意淡

化叙东北地区的库尔德人问题， 这也是

与土耳其的龃龉所在。

其实， 库尔德人问题和伊德利卜局

势的解决有其内在逻辑联系： 如果想要

联合土耳其支持的温和反对派一举攻击

沙姆解放组织， 解决伊德利卜的心头之

患， 并使埃尔多安承认政府军对土叙非

军事区的实际控制权， 普京就要在叙库

尔德人问题上作出让步。

不过这项“交易”似乎进行得并不容

易。 沙特《中东报》1 月 5 日透露，叙库尔

德武装 “人民保护部队” 最高指挥官曾

“秘访”莫斯科和大马士革，并向双方提

交了一份“秘密协议”。根据协议，库尔德

武装将把它控制的边境地段交还给政府

军，换取政府军支持库尔德人自治。也就

是说，叙库尔德人采取“联俄”的策略，

实际上是为了“抗土”。 所以俄土之间

能否达成妥协， 达成何种妥协会是本

次会晤的焦点所在， 也将是俄土长期

博弈的着力点。

另一个俄罗斯需要平衡的对象是

伊朗 。 1 月 28 日 ， 伊叙签署了长期

经济合作备忘录， 伊朗要在叙境内建

造数个发电厂。 伊朗的强势让俄罗斯

有所警醒， 很快便有了反制措施， 近

期的两则消息说明了这一点。 一是阿

盟峰会将于 3 月 31 日举行， 届时将

就叙利亚重返阿盟的问题作出决定，

俄罗斯对此表示支持； 另一则是 2 月

21 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访问

莫斯科， 并与普京讨论伊朗在叙利亚

的角色问题， 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反

对伊朗立足叙利亚的企图。 这两条消

息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即俄罗斯采用

包括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内的诸多

力量， 来平衡和敲打伊朗， 以分化伊

朗在叙的力量比重。

如今看来， 尽管克里姆林宫称本

次会议是为叙利亚局势长期正常化做

协调 ， 但遗憾的是 ， 随着美国的撤

离， 阿斯塔纳进程国和域外国家各自

的算盘， 叙利亚的政治版图已经高度

碎片化， 协调机制能经受几个轮回还

有待观察。

■本报记者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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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对强硬，日韩对峙不断升级
在“慰安妇”、火控雷达照射、要求天皇道歉等问题上龃龉不断

日本政府 12 日抗议韩国国会议
长文喜相涉及天皇的言论， 要求其收
回言论 。 文喜相 7 日呼吁天皇就
“慰安妇” 问题向韩方道歉。 这是日
韩关系近期持续恶化的最新表现。 此
前， 因二战韩国劳工赔偿判决、 “慰
安妇 ” 和解基金解散 、 火控雷达照
射等一系列事件 ， 日韩紧张关系不
断升级。

为缓解紧张局势， 日韩外长于 1

月会面， 但磋商无果。 据日本媒体报
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可能在即将举
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 与韩国外
长康京和举行第二轮会谈， 以期打破
两国对峙局面。

分析认为， 近来日韩关系因历史
问题、 海上摩擦等持续恶化， 背后原
因非常复杂， 要想解决绝非易事。 不
过， 两国都是美国盟友， 在美朝第二
次首脑会谈即将举行的形势下， 日韩
出于对朝关系和维护东北亚地区局势
稳定的考虑， 应该会相互表达出一定
的善意。

围绕历史问题 ， 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

此次日韩关系趋紧的直接导火
索 ， 是去年 10 月 30 日韩国法院就
劳工诉讼案作出赔偿判决， 要求日本
企业向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制劳动的
韩国劳工支付赔款。 对此， 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表示， 在 1965 年两国签署
的 《日韩请求权协定》 中已经最终解
决了劳工问题， 韩方此次判决并没有
根据国际法来进行判断。

韩国总理李洛渊则认为： “政府
对被强制征用的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
感到遗憾， 我们将努力治愈受害者的
伤痛。” 除此之外， 李洛渊还补充道：

“希望韩日两国关系可以面向未来发
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去年 11 月
21 日， 韩国政府宣布解散此前依据
《韩日 “慰安妇” 协议》 设立的 “和
解与治愈基金会”， 这引发日方强烈
不满。 安倍晋三等多名日本政府高官
指责韩方不遵守双方的有关约定。

今年 1 月 28 日 ， 韩国 “慰安
妇” 受害者之一的金福童老人离世，

享年 93 岁。 截至目前， 韩国政府登记
备案的 238 名 “慰安妇 ” 受害者中仅
有 23 人健在。 金福童生前一直在为恢
复 “慰安妇” 受害者的名誉和敦促日本
政府道歉而抗争。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社
交媒体上表示， 金福童老人不仅是一名
受害者， 她在敦促日本承认罪行并承担
法律责任、 解决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方面
一直走在最前列， 并付出毕生努力。

韩方认为 ， 《韩日 “慰安妇 ” 协
议》 没有切实体现受害方意愿， 无法真
正解决 “慰安妇” 问题， 希望日方正视
历史真相， 为恢复受害人的名誉、 尊严
和治愈心灵伤痛继续付出努力。

在日韩关系不断紧张的情况下， 韩
国国会议长文喜相要求日本天皇就 “慰
安妇” 问题道歉的言论， 让两国关系雪
上加霜 。 据韩联社报道 ， 文喜相 7 日
表示， 只要日本首相或即将退位的明仁
天皇握住 “慰安妇” 受害者的手并真诚
道歉， 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文喜相的此番言论激起日方强烈
不满 ， 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

议 。 安倍晋三 、 河野太郎和官房长官
菅义伟等要求文喜相道歉并撤回相关
言论 。 安倍在 13 日国会答辩中表示 ：

“我想很多 （日本） 国民对此感到震惊
和愤怒。”

火控雷达照射事件 ， 两
国各执一词

除历史问题外， 日韩还因海上摩擦
龃龉不断。 1 月 23 日下午， 韩国 “大
祚荣” 号军舰在东海海域遭日本海上自
卫队 P-3 巡逻机贴近飞行 。 据统计 ，

这是近一个月来日本巡逻机抵近韩舰的
第四次近距离接触 ， 前三次分别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 、 2019 年 1 月
18 日和 1 月 22 日。

在去年 12 月 20 日的事件中 ， 日
方称自卫队 P-3 巡逻机被韩国军舰的
火控雷达锁定， 并发出警报声。 韩国方
面则称 “仅通过摄像头进行了追踪， 并
未发射雷达电波”。 此事件引发安倍内
阁对韩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也导致了后
续一系列海上摩擦事件。

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 1 月 26 日
表示， 韩国海军今后将坚决反制日本巡
逻机威胁韩军的一切行为。 韩国联合参
谋本部长在事后的记者会上也强调， 若
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韩方将 “依据军事
行为准则强力回应”。 韩军 1 月 24 日
公布的影像截图和雷达画面显示， 日机
当天低空飞行高度约为 60 至 70 米 ，

距离韩舰右弦仅有 540 米 。 韩方强烈
谴责日本 “低空威慑飞行， 是明显的挑
衅行为”。

日本防卫相岩屋毅辩驳称： “(日
本) 没有威胁的意图 ， 也没有理由进
行威胁。 对方是军舰， 我方是巡逻机，

要说威胁也应该是巡逻机会受到威胁。”

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长河野克俊在该日
记者发布会上也发表声明， 根据飞行记
录， 巡逻机飞行高度至少在 150 米以
上， 距离韩方军舰 1000 米之外， 并认
为日方符合飞行的安全距离， 但他表示
不打算公开该数据。

根据双边表态可以看出， 对于火控
雷达照射事件， 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海上

对峙， 韩日各执一词， 采取了以 “强
硬” 对 “强硬” 的态度。

二次外长会谈在即， 回
暖尚待时日

1 月 23 日， 日韩外长在双边关
系紧张后举行首次会谈， 但未能达成
共识。 为打破两国僵局， 日本外务省
相关人士 2 月 13 日透露， 两国政府
正在展开协调， 拟于 15-17 日在慕
尼黑安全会议期间， 举行河野太郎与
康京和的第二次外长会。 消息称， 此
次日韩外长将讨论包括劳工诉讼判
决、 文喜相要求天皇道歉等议题， 以
期寻找打破紧张关系的突破口。

分析认为， 日韩紧张关系升级，

除长期存在的历史认识和领土主权问
题外， 其主要原因在于， 韩国文在寅
政权不同于以往朴槿惠等保守政府的
执政理念。 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
是韩国中左进步势力代表， 其政治倾
向是重视传统历史， 主张缓和南北关
系， 推动韩朝和解， 实现和平统一。

而朴槿惠等为右翼保守党， 更加重视
韩美同盟和希望加强韩日合作。

文在寅在历史问题上持 “真相”

至上立场， 并清算殖民色彩， 比如在
2017 年 5 月他指示教育部废除有亲
日倾向的 “国定历史教科书 ” 。 在
“慰安妇” 问题上， 文在寅认为朴槿
惠在 2015 年 12 月与日本达成的
《韩日 “慰安妇” 协议》， 没有充分听
取受害人及其家属意见 。 文在寅表
示， “这份协议解决不了 ‘慰安妇’

问题”， 并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正
式宣布解散 “和解治愈基金会”。

表面上看， 文在寅上台后， 日韩
关系呈现出由 “量变” 到 “质变” 的
变化特征 。 但由于日韩都是美国盟
友， 美日韩构成了三国互助体系。 由
于美国在日韩关系上的 “平衡 ” 作
用， 虽然因二战遗留问题等引发的日
韩争端屡见不鲜 ， 但都在可控范围
内。 同时， 在美朝第二次首脑会谈即
将举行的情况下， 日韩出于对朝关系
和维护东北亚地区局势稳定的考虑，

也会相互表达出一定的善意。

然而， 在外交风波不断、 不信任
感增加的情况下， 舆论对两国关系在
短期内改善并不乐观。 第二次日韩外
长会谈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 尚需拭
目以待。

（本报东京 2 月 14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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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委内瑞拉事务特使表示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3 日电 （记

者朱东阳 刘品然）美国负责委内瑞拉事

务的特别代表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 13

日说， 美国目前不倾向对委内瑞拉采取

军事行动。

艾布拉姆斯当天在出席国会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作出上

述表示。 他说， 对委动武不是美国的政

策，美方将寻求通过人道、经济、外交等

手段处理涉委事务， 但美国仍保留对委

内瑞拉的所有选项。

艾布拉姆斯说， 美国已经取消了委

最高法院数名成员赴美的签证， 未来将

继续对马杜罗政府施压。他还透露，美国

和俄罗斯已就委局势进行了几次对话，

但成效不大。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

发言说， 他对总统特朗普屡次暗示不排

除对委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感到担忧，

但国会不会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委内瑞

拉。根据美国法律，美对其他国家采取军

事行动需得到国会批准。恩格尔还说，白

宫必须思考对委国家石油公司的制裁可

能给委民生带来的影响， 美须继续评估

制裁措施的效果。此外，白宫当前的移民

政策可能加剧委难民危机。

当天， 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被问到美国是否会

对委动武时， 特朗普重申不排除任何选

项。

欧盟庇护支援办公室 13 日发布报

告，显示庇护申请数量 2018 年连续第三

年下降，不足 2015 年、2016 年移民危机

高峰期时的一半。

依据报告所列数据，欧盟 2018 年大

约收到 63.5 万份庇护申请，略低于 2014

年的 64.1 万份。 西方所谓“阿拉伯之春”

2011 年席卷北非和中东，带来战争和动

荡。那以前，欧盟每年庇护申请人数通常

在 30 万左右 ，2015 年陡增至 140 万 ，

2016 年达到 130 万。 这些庇护申请者抵

达欧洲的主要路径之一是海上经土耳其

到希腊， 但 2016 年很大程度遭封堵；另

一条从利比亚到意大利的路径 2018 年

受到严格控制。

报告说， 欧盟庇护申请获批率正在

下降，2018 年拒绝和批准比例为 2 比 1，

而 2015 年获批数过半。 另外，来自哥伦

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庇护申请者去年大幅

增加。

大量移民涌向欧洲引发人道主义危

机， 每年数以千计人员命丧大海。 德国

2015 年、2016 年接收当时大部分前往欧

盟的庇护申请者。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

主联盟新任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

卡伦鲍尔本周宣布打算收紧移民政策。

意大利、 奥地利等多个欧盟国家如今由

反移民政党掌权。

陈丹（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13 日电 （记

者谭晶晶）美国航天局 13 日宣布，由于

历经 8 个多月也没能“唤醒”失联的“机

遇”号火星车，“机遇”号任务正式终结。

12 日晚，任务团队最后一次尝试向

“机遇”号传输指令，但依然没有任何回

应。“机遇”号项目经理卡拉斯 13 日在美

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举行的记者会

上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尝试了

所有可能恢复‘机遇’号通信的方法。 我

们认为，再次收到‘机遇’号反馈的希望

已经极其渺茫，因此决定结束任务。 ”

“机遇”号与地球的最近一次联络是

在去年 6 月 10 日。

去年 5 月底，火星上刮起强烈尘暴，

覆盖了火星表面的四分之一。 “机遇”号

的太阳能电池板无法接收到足够光照，

随后进入休眠状态，与地球失联。

过去 8 个月里， 地面团队一直尝试

联系“机遇”号，向其传输了上千条任务

指令。上月底，科研人员针对几种可能的

故障向“机遇”号传输一系列新指令，但

均未得到回应。

“机遇”号和其“孪生兄弟”“勇气”号

火星车于 2004 年登陆火星，设计工作寿

命 3 个月， 任务包括找寻火星上水和生

命的迹象等。

“勇气” 号已于 2011 年结束使命。

“机遇”号实际工作时间近 15 年，在这颗

红色星球上的总行驶里程超过 45 公里，

创造了人类探测器在外星的最长行驶距

离纪录，获得了包括火星上曾存在“可饮

用的水”等重要发现。

2月1日，韩国民众在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慰安妇”受害者金福童的告别仪式。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