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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王储“重出江湖”，但“洗白”并不容易

沙特籍记者卡舒吉遇害案
发生一个多月之后，身处舆论
旋涡的沙特王储小萨勒曼终于
借助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重
回国际舞台——— 11月22日至30
日，他先后到访阿联酋、巴林、
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毛
里塔尼亚六国，接着又抵达阿
根廷出席G20峰会。出席G20峰
会期间，小萨勒曼将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
负责人会面。

如果抛开卡舒吉案，已成
为王储并掌握实权的小萨勒曼
代表沙特出席今年的G20峰会
顺理成章，但小萨勒曼此次出
访，注定绕不开搅动美欧与沙

特关系的卡舒吉案。
此外，小萨勒曼主导、在

2015年3月发起的针对也门胡
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几年来不
断加剧了也门动荡局势和人
道主义危机。现阶段，也门战
事也走到了一个拐点，美国等
西方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正试图施压沙特，逼其停止军
事行动。

而从结果来看，卡舒吉案
和也门战事都没有实现沙特当
局所期待的效果，反倒不断给
沙特的国际和地区形象减分，
导致沙特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
日益增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萨勒
曼此时高调出访，其用意绝不
仅仅是与海湾和北非兄弟国家
沟通感情、加深合作那么简单，
可谓“别有用心”。

出席G20峰会前到访的六
个国家，阿联酋和巴林是沙特
在海合会框架下的铁杆小兄
弟，两国在去年沙特发起针对

卡塔尔的断交危机中，坚定地
站在了沙特一边。埃及与沙特
近两年来关系持续升温，前
者看重沙特的大手笔投资，
后者则需要借助埃及的影响
力，巩固自己作为中东新核心
的地位。

在突尼斯，沙特不仅送去
及时雨般的6亿美元援助，小萨
勒曼本人更是当众亲切地称呼
突尼斯老总统“父亲”，可见两
国关系之紧密。而且，包括阿
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在内
的这六国还都是伊斯兰合作组
织成员国，该组织的主要金主
就是沙特，秘书处也设在沙特
吉达。

可见，在因卡舒吉案而备
受西方国家指责，沙特与西方
关系走下坡路的时候，一直被
指认是该案幕后主使的小萨勒
曼正在寻求更广泛的兄弟国家
支持。

另外，小萨勒曼此访也显
示出沙特在为可能与西方国家

关系进一步恶化做准备。
当前，围绕卡舒吉案，美国

国会和中情局的调查与白宫之
间的分歧不断加大，国会议员
要求叫停对沙特军售，中情局
的调查结论则直指小萨勒曼
本人，但特朗普却不断对外
宣称不相信小萨勒曼是幕后
主使，且美沙盟友关系不会
发生变化。同时，与沙特存在地
区领导权之争的土耳其，正不
断利用卡舒吉案向美国和沙特
施压。

此时，小萨勒曼借助G20
峰会之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国家领
导人接触，可以直接沟通并讨
价还价，谋求为卡舒吉案降温，
改善沙特的国际形象。

小萨勒曼这次G20峰会之
行，还有一个坎儿是与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等领导人就也
门战事交换意见。沙特发起的
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国际军事
行动，至今已持续了三年多，造

成也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目前，大约有1400万也门人面
临人道主义危机，占该国人
口的一半。美国方面已经表
示不再支持沙特领导的国际
联军行动，并停止向联军战机
加油。西方国家和联合国等国
际组织也越来越关注也门人道
主义灾难。

不过，从目前沙特的态度
来看，小萨勒曼似乎不太情愿
就此收兵。因为在未取得重大
阶段性成果的前提下，沙特收
兵不仅很没面子，而且容易造
成对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示弱
的尴尬局面，这对一直积极撺
掇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联合对抗
伊朗的小萨勒曼而言，恐怕难
以接受。

在也门问题上不甘心就此
罢手，对卡舒吉案又想息事宁
人，小萨勒曼在这两个问题上
的态度都与国际社会的期待截
然相反，无形中加大了他此次

“洗白”之旅的困难指数。

本周，英国“脱欧”协议在
欧盟领导人特别会议上通过。
在协议审议的最后阶段，西班
牙突然横插一杠，要求对直布
罗陀的主权归属问题进行讨
论。西班牙这么一说，很多人才
想起来，这个曾经在全世界四
处占地的国家，自己还有这么
一小块领土被英国占着，至今
没法收回。

直布罗陀，号称“欧洲最后
的殖民地”。如果说英国“脱欧”
可以形容为“欧洲分家”，那么
这片土地就是欧洲列强当年

“争家产”打出来的。
与其他被占殖民地的国家

都是积贫积弱、被逼无奈不同，

西班牙当年可是响当当的强
国——— 16世纪时，西班牙属于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不仅占据
了整个拉丁美洲、亚洲的菲律
宾，其历任国王还四处嫁女儿、
给儿子娶外国公主，拿了一堆
欧洲强国的继承权。虽然1588
年西班牙在海战中被英国人修
理了一顿，但其陆上战力依然
超强，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国家
会衰落甚至割地。

然而，与全欧洲沾亲带故
的代价，是自家的家产也会有
人惦记。1700年西班牙国王卡
洛斯病逝，由于自己没儿女，就
立下遗嘱，将王位传给自己的
姐姐玛利亚和法国国王路易十
四的孙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孙
腓力。

这么写遗嘱本来挺合法，
腓力确实是与老国王血缘最近
的晚辈，但问题是这个腓力同
时还有法国王位的继承权。欧
洲各大国于是就算计开了———

西班牙本来就是强国，法国在
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又号称欧
陆霸主，腓力现在如果成了西
班牙国王，等路易十四一死再
成了法国国王，法西两国强强
联合，那我们还玩不玩了？

于是，在“羡慕嫉妒恨”的
驱使下，英国、普鲁士、奥地利、
荷兰等等一堆强或不强的欧洲
国家迅速达成共识——— 无论如
何不能让西班牙和法国合并！
于是，号称“欧洲大乱斗”的西
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打了。

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是最
卖力的国家，原因也好理解，法
国和西班牙不仅都是英国的世
仇，这两个国家合并后势必让
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破产。
所以英国不辞劳苦，不远千里
地跑到西班牙身后搞了个登陆
战，攻占了直布罗陀，算是在西
班牙的后院烧了一把火。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最
终结果，是双方在战场上谁也

没打过谁，最后还是那位幸运
儿腓力主动让步，承诺自己只
要舅姥爷的西班牙，爷爷路易
十四的法兰西就给别人吧。欧
洲各国一看小伙子挺懂规矩，
就都撤兵了。唯独英国非赖着
敲竹杠，说我们死了这么多人，
总得给点补偿吧，直布罗陀这
地儿不错，西班牙你得赔给我。
腓力国王一方面是打仗打烦
了；另一方面估计也是“皇N
代”做派惯了，觉得我连法国的
继承权都让出去了，给你块几
乎全是山的弹丸之地也没啥，
于是大手一挥，就把直布罗陀
割给了英国。

腓力这么干算不算“丧权
辱国”？由于今天的西班牙王室
还是这位国王的直系子孙，西
班牙没人敢这么说，只是总缠
着英国想要收回这块战略要
地，但问题是英国后来越来越
强，西班牙却越来越弱，想动手
硬抢总是找不到机会。二战以

后，欧洲流行起了“大事不决问
公投”，于是西班牙又反复要求
英国在直布罗陀搞公投决定其
归属。英国人见招拆招，还真搞
了两回，分别是在 1 9 6 7年和
2 0 0 2年，但结果令西班牙尴
尬——— 两次公投直布罗陀人民
都坚定地选择站在英国殖民者
一边，拒绝“回归祖国怀抱”。原
因当然也简单：英国虽然这几
十年衰落了，好歹比已经衰落
几百年的西班牙强些。

硬打不敢，公投又没民意，
万般无奈的西班牙想起了英国
当年把直布罗陀骗走时用的老
办法：趁火打劫敲竹杠。眼下英
国急着“脱欧”，协议必须获得
欧盟各国的通过，急着“脱欧”
的英国会不会跟西班牙那位老
祖宗腓力一样，把直布罗陀这
块“弹丸之地”还了呢？不过就
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看来，替
英国女王打工的特雷莎·梅可
没有腓力当年那么“大气”。

直布罗陀，欧洲最后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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