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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改变立场，布林肯跑断腿也于事无补
记者 赵恩霆

冲突影响在外溢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月8日发布的
数据，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
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2 . 3万人死
亡、5 . 8万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也从本月
初开始调整在加沙地带的军事部署，撤回
五个旅，公布军事行动“第三阶段”构想。

但巴以冲突的影响早就突破了巴以
范畴，出现一定程度的外溢。

首当其冲是黎巴嫩与以色列临时边界
局势吃紧。巴以冲突爆发后，为了声援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人
民，黎巴嫩真主党下属武装力量对以色列
北部发动炮击，黎以之间交火不断。

近日，以军无人机空袭了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南郊一处建筑，导致哈马斯“二号人
物”阿鲁里被炸身亡。哈马斯不仅立即终止
了所有与以色列的谈判，黎巴嫩真主党领
导人纳斯鲁拉也明确表示将予以报复。

其次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民兵武
装近期频繁对美军设施和人员发动袭击，
目的同样是声援加沙地带，要求美国施压
以色列停火。美军则对这两国的一些民兵
组织目标进行了打击。有统计显示，本轮巴
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
军事基地和人员已经遭到上百次袭击。

然后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关联以色
列商船导致红海航运安全面临威胁。胡
塞武装此举也是为了支持哈马斯，施压
以色列停火。胡塞武装对与以色列有关
的商船的袭击，扰乱了红海-苏伊士运河
这一全球海上贸易要道的航运秩序，美
国牵头多国组建联盟，警告胡塞武装停
止袭击，否则将招致军事打击。

美国公开宣布联合了12个国家参与
红海护航联盟，但鉴于此次红海局势紧
张的由来，据称还有大约8个参与国不愿
意公开身份，以免因此被间接贴上保护
以色列利益的标签。

四访中东白费劲

无论是巴以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不断
增加、人道主义灾难日益加重，还是冲突影
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和形式出现外溢，皆
是伴随布林肯的四次中东之行发生的。

巴以冲突爆发几天后，布林肯于
2023年10月11日至13日首次到访中东，原
计划只访问以色列和约旦，但短短三天
内，他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约旦、卡塔

尔、巴林、沙特、阿联酋和埃及之间展开
了密集的“穿梭外交”。其中，他还罕见地
在一次出访中两度访问沙特和约旦。

除了布林肯，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
（民主党）领袖舒默、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
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等人也在巴以冲突
爆发初期访问过以色列。不过，重头戏是
2023年10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的以色列之
行。为此，布林肯在结束首次中东之行几天
后再度访问以色列，为拜登铺路。

然而，除了会晤以色列领导人表达美

国的坚定支持外，拜登的那次访问并不顺
利，甚至草草收场提前回国。当时，以军空
袭加沙城一家医院，造成至少500人遇难。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巴勒斯坦总统阿
巴斯宣布取消与拜登的会晤，约旦外交部
随即宣布原计划在约旦举行的美国、约旦、
埃及和巴勒斯坦四方峰会取消。

以军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招致国
际社会批评，但美国不为所动。白宫国家安
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在去年10月
23日宣称，“现在还不是停火的时候。”同

时，美国迅速向中东调派两个航母战斗群
为以色列提供保护，将准备援助乌克兰的
数万枚炮弹转送到以色列，拜登政府还绕
过国会向以色列提供紧急援助。

去年11月上旬，布林肯再度来到中
东，访问了以色列、约旦、约旦河西岸、伊
拉克、塞浦路斯和土耳其。这是巴以冲突
爆发后他首次到访约旦河西岸地区。后
来，他又在同月底启程再赴中东，访问以
色列和约旦河西岸。

与国际社会对立

美国一边竭力拱火，一边又想灭火，
还将这种“双标”延续到了联合国。

去年12月22日，安理会以13票赞成、2
票弃权（美俄投了弃权票）的结果通过由
阿联酋提交的决议，涉及“立即、安全和
不受阻碍地”向加沙平民直接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等内容。在那之前，表决曾在一
周内因美国阻挠而4次推迟。

去年12月8日，安理会表决一份阿联
酋提交的呼吁在加沙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的决议草案，遭到美国否决。表决前，该
草案已经多方辩论和修改，安理会15个
成员国中，13国投了赞成票，英国投了弃
权票，只有美国投了反对票。

此前，美国还在去年10月否决了安理
会一份由巴西起草的有关巴以实现停火、
保护平民的决议草案。11月，安理会再次表
决一份呼吁在加沙实现“人道主义暂停”的
决议，美国投弃权票，决议才得以通过。

最为尴尬的是去年12月12日联合国
大会以153个国家赞成、10个国家反对、23
个国家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关于在
加沙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投反对
票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但美国
的三个紧密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
西兰这次没有跟，而是投了赞成票。

拜登坦言，以色列因“无差别轰炸”加
沙地带正在失去国际社会支持。美国是以
色列的亲密盟友和最大武器供应国，可能
也是唯一能施压以色列停火的国家。但美
国出于一己私利，至今仍不愿改变立场。

1月8日，拜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第二
次竞选演讲，被呼吁加沙停火的抗议者打
断。拜登表示，我将“尽我所能，让他们（以
色列）减少（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大
幅撤离”。实际上，美以在军事行动规模和
强度、解决巴以问题“两国方案”、加沙地带
战后管理方式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美国始终拉偏架、支持以色列，让布林
肯每次到中东都显得尴尬，美国的斡旋效
果大打折扣，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因此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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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启程前往中东，先后访问土耳其、希腊、约
旦、卡塔尔、阿联酋、沙特、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埃及。这是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
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国家。

在本轮巴以冲突持续三个月之际再访中东，布林肯的主要目的之一定是防止
冲突进一步外溢，危及整个中东局势。这次也是布林肯近期四次中东之行中到访目
的地最多的一次。

2023年11月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部。 新华社发

日本强推新建边野古美军基地有何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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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峰

为了实施冲绳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
搬迁计划，日本政府10日提前启动名护
市边野古美军基地大浦湾一侧的地基改
善工程。这是日本政府首次代理执行地
方政府的事务，遭到冲绳县政府和民众
的强烈谴责。

普天间机场搬迁事宜延宕已久。早在
1995年，驻冲绳美军发生一起强奸少女事
件引发抗议浪潮，最终迫使日美政府作出
搬迁普天间基地的决定。1996年，两国政府
商定，把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普天间的美
军基地搬迁至该县名护市边野古，在距陆
地2公里的珊瑚礁上新建美军基地。新基地
约四分之三面积需填海造地，日本政府在
施工前发现边野古海底地基松软，因此向
冲绳县申请修改设计方案。

长期以来，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美军
基地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

县。普天间基地搬迁事宜在1999年日本
内阁会议上敲定后，冲绳县政府与日本
政府进行了多次诉讼。2021年11月，冲绳
县知事玉城丹尼对新基地设计修改方案
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日本政府以玉城丹尼“不批准地基改
良工程设计变更”违法为由，提起诉讼。去
年12月20日，福冈高等法院那霸分院作出
裁决，要求玉城丹尼承认国家的主张，在收
到判决书的3个工作日内批准边野古基地
的设计修改方案。如不同意，国土交通大臣
可代替冲绳县知事予以批准。

去年12月28日，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齐
藤铁夫在未获冲绳县同意的情况下，代替
冲绳县知事批准了边野古基地的设计修改
方案，并计划在今年1月12日开始施工。但
在1月10日，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已开始
将大量石块投入海中。据日媒报道，地基改
善工程只是边野古基地建设的基础部分，
此后还要修建飞机跑道等设施，整个工期

预计将持续至2033年4月。
玉城丹尼强烈批评日本政府用“代

为执行”单方面剥夺知事的权限，称这是
践踏民意，轻视地方自治的做法。目前，
冲绳县正就日本政府此举进行上诉。玉
城丹尼表示，应当在诉讼结束后再协商
是否可以开始施工。

日本政府的做法也遭到国际上爱好
和平人士的反对。据共同社报道，1月6
日，凭借电影《野战排》获得奥斯卡最佳
导演奖的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等多国
名人、专家以及和平活动人士等400多人
联合发表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不顾冲绳
民众强烈反对，强行推动美军普天间基
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肆意破坏不可
替代的海洋生态系统。

边野古位于冲绳本岛中部东海岸，现
有驻日美军施瓦布营地和配套的弹药库。
相关资料显示，边野古基地并非只是普天
间机场的替代设施，日美两国欲将其打造

成为集陆海空作战功能为一体、具备快速
反应能力的大型综合性军事基地，成为将
来驻日美军最重要的作战前沿基地。

根据冲绳媒体披露的资料，相比普
天间基地，边野古基地将增加一些“强化
设施”，包括新建装弹区和一个长270多
米、可停靠“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的泊位。
基地建成后，将有两条1800米长的飞机
跑道，一侧分布停机坪、仓库、燃料库、燃
料输送栈桥和其他配套设施。普天间机
场的美军“鱼鹰”运输机将配备至此，还
可能部署F-35战机。

长期以来，驻冲绳美军事故、噪音、污
染、犯罪等事件频发，日本政府无视冲绳民
众呼声，牺牲当地利益，冲绳面积仅占日本
国土面积的0 .6%，却集中了70%的驻日美军
基地。近年来，日本政府又以冲绳为中心实
施所谓“西南防御战略”，加强自卫队在冲
绳等地的部署，不仅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
也让冲绳民众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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