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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又装糊涂，扔炸弹解决不了问题
记者 赵恩霆

美英对也门胡塞武装动手，犹如那只
迟早会落地的靴子，只是个时间问题。1月
12日凌晨，两国联合发动空袭，包括武器
库、雷达站、军事指挥中心等胡塞武装的目
标遭到打击，造成该组织至少5死6伤，位于
胡塞武装控制区的也门红海沿岸最大港口
荷台达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美英的军事行动早就有迹可循。去年
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
就频频在红海水域袭击关联以色列的船
只，以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去年11月以
来，胡塞武装对途经红海水域的商船发动
了大约26次袭击。

去年12月中旬美国牵头多国组建红海
护航联盟，去年12月31日美国军舰击沉3艘
胡塞武装快艇，造成该组织10人死亡。今年
初美国联合12国对胡塞武装下通牒，威胁
发起军事行动。1月9日，胡塞武装向红海水
域一艘向以色列船只提供支持的美国军舰
发射大量无人机和导弹，这是该组织首次
袭击美国军舰。

美英空袭也门的理由是胡塞武装袭扰

红海商船，威胁国际航运安全、破坏地区局
势稳定。这种说法看似合情合理，实则避重
就轻，揣着明白装糊涂。

红海局势紧张说到底是本轮巴以冲突
的外溢效应，而巴以冲突的爆发本质上是
美国长期在巴以问题上拉偏架，导致巴勒
斯坦问题被边缘化风险加剧的结果，而且，
冲突爆发后，美国持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装备，甚至在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停火止战
的情况下，美国公开唱反调——— 去年10月，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
宣称，现在还不是停火的时候；去年11月
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中东期间宣
称，停火只会有利于哈马斯。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布林肯迄今已
四次访问中东。但作为最有能力向以色列
施压敦促停火的一方，美国至今仍不明确
表态。而在新年前夕，拜登政府再次绕过国
会，打着“紧急情况”的旗号，批准对以色列
约1 .5亿美元军售。

美国对问题症结选择性失明，只顾火
上浇油的做法，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甚至连一些盟友都开始与美国保持距离。

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曾以153票赞成、

10票反对、2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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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跟，而是投了赞成票。

同月，美国高调宣布组建红海护航联
盟，号称有20多个国家加入，但名单上只列
出12国，至少有8个国家并不愿承认参与。
而且，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三个欧洲大
国均明确拒绝参与，表示三国军舰的护航
行动不接受美国的领导。

这次美国联合英国空袭也门之际，法
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再度明确拒绝参与，也
没有签署有关支持空袭的多国联合声明。
三国认为空袭无助于缓和红海紧张局势，
主张应致力于和平与对话。

20年前，美国小布什政府抛出了所谓
“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借推翻伊拉克萨
达姆政权之势，对中东进行“全面改造”。彼
时，美国就以“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而英国正是
其主要“跟班”。但事后证明，美国当年的借
口实际上是谎言，但伊拉克战争打开了潘
多拉魔盒，整个中东局势陷入了持续动荡

的恶性循环之中。
本轮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不止于

红海局势，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
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伊拉克和叙利亚境
内的民兵武装已对美军基地和人员发动了
上百次袭击，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
区的摩萨德目标进行导弹打击……

布林肯一趟趟往中东跑，一次比一次
尴尬。以色列毫无停火之意，也毫无配合美
国之意，而布林肯的“穿梭外交”既没给巴
以局势降温，也没能防止冲突进一步外溢。

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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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阿拉伯国家都在
呼吁尽快停火、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危机，避
免中东再陷大规模动荡。为此，卡塔尔、埃
及、阿盟等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中国
等大国一直在为局势降温持续奔走斡旋。

20年来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美国推波
助澜难辞其咎。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利
比亚和叙利亚，美国一次次投下炸弹，也一
次次被证明这只会导致局势恶化，无助于
解决问题。如今，美国又把炸弹投向也门，
冲突扩大化的风险骤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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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峰

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和自民党副总裁麻
生太郎日前相继访美，一个重要议题是协
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春天的访美行
程。但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美两国的
内部麻烦让两国政府大伤脑筋。

去年11月，岸田在旧金山与拜登会谈
后透露，他获邀于2024年早些时候对美国
进行国事访问。如能成行，这将是日本首相
时隔9年再次以国宾身份访美。岸田1月4日
在新年第一场记者会上说，他将以国宾身
份访美，展示日美两国的紧密合作。岸田同
样希望效仿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
讲，既彰显日美关系紧密，又有助于拉升低
迷的支持率。

这次访问原本最有可能安排在今年3
月，但眼下看来情况有点麻烦。日美消息人
士透露，拜登政府对自民党派系“黑金”丑

闻导致岸田政权凝聚力下降感到担忧。美
国政府内部有观点认为，不排除岸田结束
访美之后就在4月被迫下台的可能性，因此
白宫需要尽快弄清日本国内的形势。

去年底开始发酵的自民党“黑金”丑闻
使岸田内阁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在“安倍
派”、“二阶派”成员相继被询问后，东京地
方检察厅特搜部1月7日以涉嫌违反《政治
资金规正法》为由，逮捕了“安倍派”众议员
池田佳隆和政策秘书柿沼和宏。岸田匆忙
决定设立党总裁直属机构“政治刷新总
部”，试图以推出改革措施挽回国民信任。

但此举收效存疑。担任“政治刷新总
部”最高顾问之一的前首相菅义伟倡导“不
需要派系论”，强调“自民党应该明确提出
应对措施，非常简明易懂的方式就是解散
派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党首山
口那津男等人则要求彻底修改《政治资金
规正法》，这两种主张均与自民党内主流意

见存在分歧，岸田能否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仍是未知数。

对于自民党新设立的“政治刷新总
部”，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政调会长
妻昭指责称：“这是小伎俩。不谈‘黑金’重
温的实际情况，而是摆弄规则，这种圆滑的
说法行不通。”新成立的在野党“教育无偿
化实现会”党首前原诚司断言，“完全不能
指望‘政治刷新总部’”，自民党能否禁止企
业和团体捐款、消除派系才是根本所在。

此外，日美两国在3月都有重要国事安
排。日本国会大概率会在3月召开预算委员
会会议，美国则将在3月5日迎来2024年大选
初选阶段的关键节点“超级星期二”，届时
将有十多个州举行初选投票。

据共同社报道，上川阳子12日下午在
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双
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
和应对能力，商定密切协商岸田以国宾待

遇访美事宜。会谈后，上川对媒体记者表
示，岸田访美“将成为在所有领域深化日美
紧密合作的机会”，两国正就3月上旬这一
访问时间进行协调。

此前，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1月9日
前往美国，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
调员坎贝尔举行会谈。麻生访美是应美国
智库邀请，在美期间与美国国会相关人士
交换意见，为岸田访美铺路。

分析认为，如果避开3月，将岸田访美
行程安排到4月之后同样不易。日本将在4
月举行众议院补选，而拜登要投入大量时
间和精力拼选举。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和
益普索集团在1月4日至8日进行的民调显
示，只有33%的受访者支持拜登，这是自小
布什2006年至2008年以来的最低支持率。

自顾不暇的拜登政府与丑闻缠身的岸
田政府都面临不确定性，岸田访美安排面
临难题，目前看来3月大概率无法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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