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2月9日 星期五4 编 辑/刘 畅 顾文俊 国际 公告

2月7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参

加了在南部城市达沃举行的多个政

府项目交付活动，副总统莎拉 · 杜特

尔特一同参加。但包括莎拉父亲、前

总统杜特尔特在内的多名要员缺席，

这让杜特尔特与马科斯的矛盾进一

步公开化。

近日，杜特尔特与马科斯围绕修

宪等议题的“骂战”持续升级，甚至公

开互指对方涉嫌吸毒及滥用药物，在

菲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也让外界不免

生疑：曾在2022年携手赢得大选的马

杜联盟怎么这么快就破裂了？

修宪运动是两大家族矛
盾激化的导火索

杜特尔特与马科斯家族最新一次

决裂发生在1月28日。杜特尔特当天

出席在达沃市举办的反修宪群众集

会，并在讲话中火力全开，首度公开将

矛头对准总统马科斯。杜特尔特指责

马科斯是“吸毒者”，声称他的名字还

在菲律宾缉毒署的吸毒者名单上。在

同一场集会上，杜特尔特的次子、达沃

市现任市长塞巴斯蒂安批评马科斯懒

散、软弱、治国无能，并公开呼吁马科

斯辞职。两天之后，杜特尔特再度表

示，如果马科斯继续实施修宪计划，达

沃市和棉兰老岛应当寻求独立。

1月28日，马科斯在首都马尼拉

出席了主题为“新菲律宾”的修宪造势

活动。次日，在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的

马科斯回击称，杜特尔特是对止痛药

芬太尼成瘾才说出这样的话，“他已经

服用这种药物很长时间……已经有五

六年了，肯定会有影响”。马科斯还督

促医生“更好地关照”这位前领导人的

医疗问题。杜特尔特办公室随后澄清

称其从2016年起就不再服用芬太尼，

并建议杜特尔特和马科斯二人均接受

毒品检测以自证清白。

修宪运动是两大家族矛盾激化

的导火索。这一运动表面上由多年

来推动修宪的民间组织“人民倡议”

发起，但有迹象显示马科斯家族才是

背后主导者。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

都认为当前的 1987年宪法应当修

改，以推动菲对外开放，吸引外国投

资。但以杜特尔特家族为代表的反

修宪派认为，所谓修宪只是借口，真

正意图是改变总统制，转而实行议会

制，从而实现马科斯家族长期执政的

野心。杜特尔特称，“当前宪法完好

无损，没有任何问题”，并敦促菲律宾

人“捍卫”宪法。

马科斯阵营多次给杜特
尔特家族“使绊子”

在2022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莎

拉 ·杜特尔特在被普遍看好当选总统

的情况下选择支持马科斯，作为搭档

一起参加大选，两人最终均以超过

3000万票的高票当选总统、副总统。

菲律宾媒体称，为报答莎拉的支持，马

科斯家族承诺在2028年大选中支持

莎拉竞选总统。

但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年半

时间，马科斯、杜特尔特家族已经势同

水火。在此次公开“互怼”之前，马科斯

及其表弟众议长马丁 ·罗慕尔德兹已经

多次给杜特尔特及其盟友、前总统阿罗

约“使绊子”。去年5月，曾被阿罗约视

为义子的众议长罗慕尔德兹突然出手，

将阿罗约的高级副众议长职务降级为副

众议长，并在几周后再度免去其副众议

长职务。

莎拉在成为副总统后也受到罗慕尔

德兹阵营排挤。去年8月，菲律宾众议

院部分议员突然发难，声称莎拉办公室

在2022年未经国会授权挪用1.25亿比

索（1人民币约合7.8比索）机密经费，随

后更酝酿发动针对莎拉的弹劾案。莎拉

不得不在压力之下宣布放弃2024年度

约6.5亿比索的机密经费预算。

罗慕尔德兹主导的攻击杜特尔特家

族的行动没有停止。去年11月，众议院

立法特许权委员会宣布对亲杜特尔特的

国际媒体SMNI进行调查，理由是该媒

体节目中有嘉宾宣称众议长在过去一

年中仅公务行程就花费超过18亿比

索，涉嫌制造假新闻误导公众。一个月

后，菲国家电信委员会宣布暂停SMNI

运营30天。

更加触动杜特尔特家族敏感神经的

是，杜特尔特自卸任以来，一直面临着国

际刑事法院对其任内发动“禁毒战争”、

涉嫌法外处决的指控。对此，马科斯一

方面声称不会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杜特

尔特的调查，另一方面却表示“没有理

由”阻止调查员进入菲律宾，其模棱两可

的态度令杜特尔特的支持者十分不满。

菲媒体认为，如果杜特尔特与马科斯家

族的矛盾公开化，不排除马科斯会与国

际刑事法院配合。

马科斯与莎拉还能和平
相处多久？

对杜特尔特家族而言，马科斯主导

的修宪运动才是真正的威胁。莎拉作为

家族中的中坚人物，在现行宪法框架下

很可能赢得2028年大选，成为下届总

统；而一旦修宪成功，在议会制的情况

下，莎拉通过议会当选的可能性就大幅

降低。菲律宾最新民调显示，在主要领

导人中，莎拉以77%的支持率高居榜

首。据此看来，莎拉或将在未来菲律宾

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成为马科斯家族

继续掌握国家权力的有力挑战者。

在两大家族的对垒中，莎拉的态度

非常微妙。迄今为止，莎拉与马科斯关

系仍较为融洽，并始终参与后者主持的

各项活动，而马科斯也多次在公开场合

为莎拉背书。有分析称，马科斯一方面

感恩莎拉在2022年支持其竞选总统的

义举，另一方面，仍想拉拢莎拉，未来如

果她真当选总统，马科斯家族不会因为

目前对杜特尔特的打压而遭到清算。

只是目前两人的和平局面能延续多

久已成最大悬念，毕竟两大家族一旦火

拼，终有一方将被击溃。根据现行菲律

宾宪法，菲律宾总统任期为6年，在总统

任期的第三年，将举行中期选举。中期

选举被视为对现任总统满意度的一次

“公投”，选举的结果将对未来菲律宾国

内外政策走向，以及2028年大选产生重

大影响。杜特尔特与马科斯的“骂战”表

明，两大家族布局2025年中期选举的

“拉票战争”或已提前打响。

（本报马尼拉2月8日专电）

前总统杜特尔特向现总统马科斯公开叫板，双方“骂战”持续升级

菲律宾两大家族为何势同水火
■本报驻马尼拉记者 张松

瑞典检方7日以“瑞典缺乏管辖权”为由，

宣布结束持续16个多月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爆炸事件调查，并表示已将相关调查材料移交

德国，但未就事件的责任认定给出结论。

分析人士指出，瑞典草草结束调查并将

责任转移给德国，是因为“北溪”爆炸事件高

度敏感，公布真相会让其处于尴尬境地，且可

能影响其加入北约。但这样的政治考量恐将

使事实真相被埋没。

瑞典检方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初步调

查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瑞典公民是否参与了这

一破坏行为，以及是否冒着损害瑞典利益或

瑞典安全的风险，利用瑞典领土实施这一行

为。经初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瑞典或瑞典

公民参与了在国际水域发生的袭击事件”。

“北溪”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出发，经波

罗的海海底抵达德国。2022年9月底，管道

发生爆炸，泄漏大量天然气。调查发现，4条

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共有4个泄漏点，位

于瑞典和丹麦附近海域。爆炸事件发生后，

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

目前，德国和丹麦的调查仍在继续。德

国政府表示仍希望揭开“北溪”爆炸谜团，但

德检察部门现在无法透露更多信息。

俄罗斯曾多次呼吁共同调查，但都遭到

拒绝。对于此次瑞典结束调查，俄总统新闻

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参与调查的西方国

家拒绝向俄方提供调查进展、调查结果等信

息，俄方将继续追踪下一步调查行动如何进

行、在何处进行。

“北溪”爆炸事件发生后，各方普遍认为

这起事件系“蓄意破坏”。去年4月，瑞典检

方指出，制造爆炸的最有可能是“一个由国家

发起的团伙”，但迄今没有公开指认任何与该

事件有关的嫌疑人。此次瑞典检方结束调

查，对相关情况依然讳莫如深。检察官永奎

斯特在公报中说：“我无法对瑞典调查结论发

表进一步评论，也无法对瑞典调查中的任何

嫌疑人发表评论。”

去年2月，美国知名调查记者、普利策新

闻奖得主西摩 ·赫什爆料是美国联合挪威对

“北溪”管道实施爆破，并披露了不少细节。

因美国既有能力又有动机实施破坏，这一说

法获得不少舆论认同。

不久后，美国《纽约时报》和德国《明镜》

周刊等媒体又抛出第三种说法，称爆炸事件

可能由一个乌克兰团体制造，且乌政府不一

定知晓。俄方指责这一说法是要包庇真凶。

目前，俄、美、乌三国均否认破坏“北溪”

管道。分析人士指出，对实施调查的瑞典等

欧洲国家而言，无论给出怎样的调查结果都很麻烦。如果咬定

俄罗斯是幕后黑手，很难让国际社会信服，但如果把矛头指向美

国或欧美大力支持的乌克兰，又将出现十分尴尬的局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瑞

典方面因害怕揭开事实真相而结束对“北溪”爆炸事件的调查。

既然自己查会带来麻烦，那么甩给他国便成了最佳选项。

瑞典安全评论员约恩 ·格兰隆德指出，“北溪”爆炸事件调查是瑞

典的“烫手山芋”，选择“让德国完成任务”是瑞典“最方便的出

路”，因为所有其他方案都将导致瑞典必须指出可能的肇事方，

这还会让瑞典面临“采取措施追究相关国家责任”等后续难题。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第一副院长

伊戈尔 ·科瓦列夫认为，瑞典称没有管辖权，只是想“摆脱掉一个

麻烦”，而不是想采取严肃的调查行动或追查事件真相。

此外，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瑞典放弃长期奉行的军事中立

政策，谋求加入北约，但遭到部分北约成员国阻碍，此时正急于

催促美国推进其入约进程。皇家丹麦国防学院研究员肯内特 ·

布尔表示，考虑到瑞典处在希望加入北约的“敏感位置”，其没有

结论的调查“或许有充分的理由”。

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社会科学与大众传播系主任

亚历山大 ·沙季洛夫认为，瑞典是“在压力下做出了这一决定”。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创始人扬 ·奥贝里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对“北溪”管道的破坏是罕见的、具

有全球影响的事件，对欧洲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查明幕

后元凶对维护国际法十分重要。“我认为美国是破坏‘北溪’管道

的幕后黑手。因此，瑞典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并取悦美国，

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法。（瑞典检方的）决定和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纯粹的政治再次凌驾在事实之上。”

新华社记者 和苗 付一鸣（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2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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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基多2月7日电 （记者廖
思维）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议会）
全体会议7日批准厄瓜多尔-中国自

由贸易协定。厄议会全体会议当天以

投票表决的方式批准厄中自贸协定。

此前，厄宪法法院已对厄中自贸协定

作出符合宪法裁决。

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二大贸易伙

伴。2023年5月11日，中厄两国正式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厄瓜多尔成为中国第

27个自贸伙伴。协定签署后，两国将分别

履行各自国内法律审批程序，厄议会批准

厄中自贸协定标志着自贸协定厄方程序

已全部完成。

根据协定中的货物贸易关税减让安

排，中厄双方将分别对90%的税目相互取

消关税，其中，约60%的税目在协定生效后

立即取消关税。

厄瓜多尔议会批准厄中自贸协定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7日电
（记者吕迎旭 张天朗）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7日表示，拒绝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提出的关于在

加沙地带停火的要求，以军将在几个

月内战胜哈马斯。

内塔尼亚胡7日晚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接受哈马斯的停火要求不仅

不会带来被扣押人员获释，反而会给

以色列带来另一场灾难。他已命令以

国防军准备在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拉

法展开行动。

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正在走向

“彻底胜利”，以军将在几个月内战胜

哈马斯。以色列战后将留在加沙地带，以

确保加沙地带非军事化。

哈马斯6日晚发表声明说，已对新一

轮交换被扣押人员协议作出回应，并提交

给卡塔尔和埃及等斡旋方。以色列情报

和特勤局（摩萨德）6日夜发表声明说，卡

塔尔已将哈马斯的答复转达给摩萨德。

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

的谈判首轮会议1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举

行。由于哈马斯和以色列拒绝面对面谈

判，因此埃及和卡塔尔方面事先与哈马斯

进行沟通，两国代表再前往巴黎与以色列

进行谈判。会议各方就新一轮交换被扣

押人员达成一份协议。

以色列总理拒绝哈马斯停火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龙年春节是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将农历新年列为联合国假日后的

首个新年。我驻外使领馆举办丰富多彩的

新春招待会活动，“欢乐春节”庆祝活动在

多国举行，与各国民众共庆中国农历龙年

春节，在交流互鉴中感受世界文明的多姿

多彩。

5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张灯

结彩、喜气洋洋，大红灯笼、中国结、剪纸

福字等装饰充满浓郁的中国年味。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薇拉 ·拉克耶在

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

举办的新春招待会上表示，龙是全世界最

广为人知的中国文化符号，代表着力量、

智慧与吉祥，2024年恰逢龙年与木元素结

合，预示着新一年将充满生机与活力、发

展与创新，希望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在吉祥

的龙年开启新一段合作历程，取得更多新

成就。

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的侨学界专

场春节招待会上，热闹喜庆、诙谐幽默的川

剧表演把浓浓的中国年味带到华盛顿。《八

阵图》《皮金滚灯》等川剧经典剧目赢得阵

阵掌声和叫好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致

辞中说，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共赴祖国现代化

之约，共享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共享祖国

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共担民族大义，积极投

身反“独”促统事业；共架友好之桥，做中华文

化的传播者、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民间友好的

助推者，为探索中美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贡

献智慧和力量。

克罗地亚副议长雷伊奈尔在中国驻克罗

地亚大使馆举办的新春招待会上向中国人民

致以新春问候，表示建交以来两国合作成果

丰硕，佩列沙茨大桥、塞尼风电项目是其中典

范，相信新的一年克中关系将取得更大发展。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欢乐春节”活动也

走入多国。在荷兰，海牙市1号有轨电车披

上了以中国红为基调的新衣，车身展示着

“2024欢乐春节”吉祥龙和“你好！中国”熊

猫喷绘图案。海牙市中心区域的25个海报

栏也被吉祥龙的形象“刷屏”，令海牙大街小

巷充满中国农历新年的欢乐气氛。

位于巴黎塞纳河畔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也举办了“欢乐春节”游园联欢活动，300多

名法国友人走进文化中心，了解中国春节传

统文化习俗，共庆龙年春节。

——龙年春节庆祝活动在多国举行

温暖迎春 全球共庆中国年

春节对于新加坡的华人华侨来说，是

最为隆重的传统佳节。近日，中国和新加

坡签署相关协定，自2月9日（农历除夕）

起，中新双方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

对方国家从事旅游、探亲、商务等私人事

务，停留不超过30天。

除夕起互免签证的消息让新加坡喜迎

新春的节日气氛愈发浓厚。预计今年春节，

新加坡将迎来比往年同期更多的中国客人。

每次春节假日到来的前一个月左右，

新加坡主要的景区、商街、居民区就开始张

灯结彩，为迎接春节做准备。在新加坡的

中国城牛车水，春节前都会有大型的年货

市场。今年是龙年，当地民众早早装饰起

龙的雕像和大气球。

新加坡当地社会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印

度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每年的大

年初一、初二也是新加坡全国的法定假日。

受华人影响，当地的马来人和印度裔也会利

用春节假日与家人团聚，共享节日欢乐。

送柑橘，财源广进；“捞鱼
生”，风生水起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员工介绍说，农

历新年一般来说是15天。其中，除夕是吃

团圆饭的日子，年初一大家会到亲朋好友

家中拜年。新加坡的过年习俗中有一个特

色，就是交换柑橘，因为广东话“送柑”的发

音和“送金”发音类似，祝福对方财源广进。

生意人会在年初五迎财神，不少新加

坡公司在农历新年期间会把财神的卡通吉

祥物请到办公室，给员工发糖，与大家合

影，增加过年的喜庆氛围。一些人也会在

这天择吉时祭拜神明，开始正常营业，希冀

新的一年生意兴隆。

年初七被称作“人日”，是传说中女娲造

人的日子。每到这天，新加坡大街小巷常常

能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手拿筷子，喊破喉

咙：“捞起！发啊！”这是新加坡人过年的习

俗“捞鱼生”，手持长筷从装满生鱼、生菜的

盘中捞鱼，大家口中喊着“风生水起”“年年

有余”的吉祥话。当地人说，“捞得高，寓意

步步高升；捞得乱，代表遍地黄金。”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在新加坡又称

“ChapGohMei”,在闽南语中叫做“十五

暝”，也就是农历新年的第十五个夜晚。新

加坡人在这天不提灯笼也不吃元宵，而是

吃汤圆，有雅兴的人还会猜灯谜。

华人农历新年会发红包；马来人在开

斋节后会给彼此，或者长辈给晚辈一个“绿

包”；过完排灯节的印度裔则会派发一个

“紫包”。可见华人文化在新加坡落地生

根，促进了当地文化交融。

逛夜市，看龙灯，享美食，酣
畅淋漓的新春之旅

新加坡的华人占比近四分之三，中国

游客到了这里，即使不擅长英语，也能畅通

无阻地交流。到新加坡最不能错过的就是

它的象征——鱼尾狮。春节临近，鱼尾狮所

在的圣淘沙早已张灯结彩。圣淘沙发展局业

务与体验发展署长周长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今年圣淘沙将向游客赠送大礼包，和中

国游客一起过年。

位于新加坡中部的滨海湾花园，每年也

会举办大型春节庆祝活动。据悉，为了突出

龙年的新春主题，滨海湾花园的花穹专门推

出了“鲤鱼跳龙门”的特色花灯，不仅有一条

七米高、十五米长的巨龙装饰，花穹四处还有

8条形态各异的龙灯和龙形装置。

春节期间去新加坡，体验美食必不可

少。美食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到新加坡

过年吃的真可以说是“八方菜”。海南鸡饭、

肉骨茶、肉脞面源起于中国南方；咖喱鱼头的

家乡在印度；沙叻、黑果焖鸡是马来人和华人

共同创造的娘惹菜的代表。但在新加坡，它

们都发展出了适应当地文化的变体。

“到了新加坡一定要吃一次肉骨茶，来自

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在这里无不饱享一次口

福。”社交媒体上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在新

加坡，一口肉骨茶下肚，味觉就会被胡椒统

治。肉骨选用包着厚厚瘦肉的上等新鲜猪排

骨，加上各种佐料，有的还加进各种滋补身体

的药材，直炖到肉骨分离，汤醇色美。“吃的时

候，泡一根油条到汤里，肉过一遍辣椒蘸汁，

美得很。”在新加坡留学十多年的江先生说。

新加坡小贩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夜市就是这

一文化的精髓。那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食

物，如嘟嘟糕、烤肉串、碗仔翅和炸豆饼。就

读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小陈介绍说，也许是由

于夜市的性质，这里的用餐规则很宽松，或者

根本不存在。“我和朋友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

个周末的夜晚，穿着旧短裤和拖鞋，从一个摊

位吃到另一个摊位，嘴里塞得满满当当，一脸

是汗。但这确是不同民族的新加坡人通过食

物维系彼此关系的重要体现。”

中新除夕开启互免签证，今年春节狮城将迎来更多中国客人

在新加坡过中国年吃八方菜
■本报记者 余润坤

1月25日，潜水

员在新加坡S.E.A.

海洋馆表演水下舞

龙，迎接农历新年。

新华社发

水
下
舞
龙
迎
新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