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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俄俄干干打打雷雷，，批批华华没没点点名名
G7发布联合声明，主谈乌克兰与东海南海局势

据新华社专电 未能出席
七国集团(G7)峰会，俄罗斯总
统普京也没有闲着。他在接受
法国媒体采访时，畅谈自己访
问法国出席诺曼底登陆纪念仪
式的打算，表示自己愿意见美
国总统奥巴马、乌克兰当选总
统波罗申科，还不忘猛批美国
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大有场外
抢镜之意。

法国电视一台和欧洲第一
广播电台4日播出了对普京的
采访。对于奥巴马不愿与自己
举行正式会谈，普京直言自己
无法理解对方的立场，同时表
示自己愿意与奥巴马会面。

“这是他 (奥巴马 )的选
择。”普京说，“我已经准备好对
话。”

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一同
出席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的乌
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见面并
握手时，普京没有表现拒绝之
意。“我不打算回避任何人。”他
说，“会有其他宾客，我不打算
回避他们中的任何人，我会与
所有人交谈。”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
林顿先前指责普京效仿纳粹头
子阿道夫·希特勒的做法，试图
改变东欧版图。对此，普京在采
访中回应说：“最好不要与女人
争吵。”

不过，普京显然认为希拉
里的表态属于极端言论。“当人
们把边界推得太远，不是因为
他们强大，而是因为他们虚
弱。”他说。

希拉里是下一任美国总统
的潜在热门候选人之一。采访
中，记者追问普京，对于希拉里
的表态，他会回击还是一笑置
之。普京却从这一点引申至美
国的政策。

“当我听到这类极端表态，
对我而言这只意味着他们没有
任何有理由的论点。”他说，“谈
到美国政策，显然美国追求通
过最具侵略性和最强硬的政策
以保护他们的自身利益……而
且持续地这样做。”

据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官
员5日说，俄驻乌大使米哈伊
尔·祖拉博夫将出席乌克兰当
选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的就
职仪式。媒体分析认为，这意味
着俄罗斯已认可波罗申科的总
统地位。

俄塔社5日援引俄罗斯外
交部副部长格里戈里·卡拉辛的
话报道，俄驻乌大使祖拉博夫将
出席波罗申科的就职仪式。

卡拉辛说：“我们已决定，
俄罗斯大使米哈伊尔·祖拉博
夫将出席定于6月7日举行的乌
克兰总统就职仪式。”

祖拉博夫2009年8月被任
命为俄驻乌大使，但因当时俄
乌关系紧张，直至2010年1月才
正式赴任。

媒体分析认为，祖拉博夫
出席就职仪式意味着俄罗斯已
承认波罗申科的总统地位。目
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俄罗斯
官员一同出席。

乌克兰政府没有邀请俄罗
斯总统普京出席这一仪式，原
因是后者没有正式承认本届总
统选举的合法性。不过，普京将
于6日和波罗申科一同出席诺
曼底登陆纪念仪式。

场外普京没闲着

表示愿见奥巴马

俄大使将出席

乌总统就职仪式

对于本届在“缩水、易地”
后召开的G7峰会来说，“雷声
大，雨点小”也许是个再好不过
的总结。虽然西方国家会前一
再宣称要在乌克兰问题上如何
如何，但最终推出的联合声明，
除了空洞威胁，却没见什么真
正拿得出手的实际措施。而紧
接着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
纪念仪式，似乎更加重了西方
对俄态度上的无力感——— 普京
与英法德元首的“今天不见明
天见”，让西方对俄连抵制的样
子都装不出来了。

不过，G7在乌克兰问题上
的似硬实软，也许仅仅是某种
西方惯用的策略。事实上，这种
策略早在70年前就曾摆了俄罗

斯人一道。说起来，它还真始于
诺曼底登陆。

对于诺曼底登陆，有件事
儿很耐琢磨——— 美英当初为什
么非要选在这个地方登陆呢？
其实，1943年结束时，纳粹德
国败象已露，美英苏等国的领
导人当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
重新规划欧洲版图。站在美英
的角度看来，为了跟苏联在战
后抢地盘，开辟第二战场是必
须的，但对于第二战场的选
址，最初其实有三个：巴尔干
半岛、意大利或诺曼底。而从

“抢地盘”的角度来讲，前两
个选择好得多，因为从这里进
攻将把纳粹拦腰斩断，进而把
苏联挡在欧洲的大门外。丘吉

尔当时就极力鼓吹这一想法。
然而，罗斯福与他的智囊们商
议后，却最终选择了看似最“吃
亏”的方案——— 从诺曼底登陆，
与苏联平分欧洲。

罗斯福的这个选择，看似
败笔，实则是“以退为进”的高
招。正如他的幕僚们所指出的
那样，如果西方的势力当时深
入东欧，不仅将招来苏联的强
烈反制，而且将为该地区付出
大量资源，反之如果将东欧让
给苏联，将在客观上分散苏联
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东欧
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沉重的经济
问题，将成为苏联长期的包袱。
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罗斯福
幕僚们的远见，东欧成为整个

冷战期间美国给苏联“放血”时
最常使用的一大“出血点”。

如果将今天乌克兰的局势
与当年的东欧相比较，我们不
难发现不少相似之处。同样剪
不断理还乱的民族矛盾、同样
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俄罗斯如
贸然插手，也将招致同样的反
对和孤立。在这种情况下，纵容
底子本身就不厚的俄罗斯去趟
这潭浑水，未尝不是给其再次

“放血”的妙招之一。如果西方
果真采用这一策略，G7峰会上
对于乌克兰问题“雷声大，雨点
小”，也许真如当年的诺曼底登
陆一样，在看似服软的表象下，
实则暗藏着以退为进、请君入
瓮的心机。

6月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美
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等
19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和
1800多名当年参加诺曼底战役的
老兵将参加在法国西北部举行的
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

5月8日，奥朗德表示，欢迎普
京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奥
朗德说，他本人没有，也永远不会
忘记为了二战胜利，几百万俄罗
斯人献出了生命。法国国防部长
勒得里昂也指出，俄罗斯人民为
了战胜纳粹，牺牲了900万人的生
命。如果没有东线战场，诺曼底登
陆行动不会获得成功。

6日，普京将与默克尔举行会
晤，与英国、法国领导人会谈。奥朗
德5日晚将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与普
京共进晚餐。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5日，七国集团(G7)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俄
罗斯停止破坏乌克兰稳定的行为，否则将加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值得注意的是，联
合声明中还称“对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深表关切”，不过，与早前日本一些媒体的预
测不同，该声明并没有对中国进行点名批评。

GG77峰峰会会是是诺诺曼曼底底第第二二吗吗？？

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峰
会4日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开幕，乌克兰局势是首
日会议的重点。

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
中，七国领导人表示，俄罗斯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必须
承认乌克兰上月25日总统选
举的结果，控制乌克兰东部
地区的动荡局面，并且从靠
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撤军。

“破坏乌克兰东部稳定
的 行 为 不 可 接 受 ，必 须 停
止。”声明说。

声明称，如果局势发展
需要，七国集团准备加大制

裁，实施更多限制措施，让俄
罗斯付出更大代价。

分析人士称，虽然声明
措辞强烈，但七国集团此次
并没有立即追加对俄罗斯制
裁，这说明七国领导人仍希
望留有余地，为与俄罗斯对
话创造条件。

美联社评述，峰会联合
声明中对俄罗斯的强硬表态
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
鉴于俄罗斯并未全面入侵乌
克兰且开始回撤部队，包括
欧洲国家在内的美国盟友已
经把重点转向重新接触普
京。

同时，七国集团领导人
明白，他们无法完全疏远普
京，原因在于，在叙利亚、伊
朗、阿富汗等国际安全关切
上，他们需要普京的支持。在
峰会结束后的6日，奥朗德、
默克尔、卡梅伦都将与普京
举行双边会谈。

默克尔4日说，希望与普
京的会谈“有建设性”，只有
在“ 没 有 任 何 进 展 的 情 况
下”，才会追加对俄罗斯的制
裁。奥朗德称，“应该鼓励对
话和缓和”。卡梅伦也表示，
他在会面时将向普京传递类
似的信息。

俄不“收手”就制裁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不愿被日当枪使
此次G7峰会，除乌克兰

问题外，引人注目的另一个
焦点是七国领导人是否会延
续不久前香格里拉峰会上美
日两国的论调，点名对中国
提出批评。而就最新消息看
来，此次峰会最终采取了折
中的态度。

据法新社报道，5日在布
鲁塞尔的会谈结束后，七国
集团领导人在当天发表的一
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对东海
和南海的紧张局势深表关
切。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的
努力，反对任何一方通过恐

吓、胁迫或武力方式主张领
土或领海主权”。不过，报道
指出，这份声明并未提到任
何国家的名字，并呼吁所有
国家遵守国际法解决争议。

据日媒早前报道，与欧
美国家想在乌克兰问题上批
判俄罗斯相比，日本首相安
倍更想做的是在这次峰会上
完成“对中国的包围网”。

不过，安倍达成这个目
的并不容易，由于在北方四
岛问题上有自己的小算盘，
日本无法完全和欧美站在一
起批判俄罗斯，但这又影响

到和美国的关系。《产经新
闻》援引日本政府人士的话
说，“在经济领域重视中国的
欧洲，态度很微妙”。

事实上早在联合声明公
布前，德国学者哈拉尔德就
预言：“G7不会点名批评中
国。”他说，G7现在面对一个
烂摊子，一个普京已让他们
无法应对，点名批评中国等
于把中国让给普京。德国、英
国、法国等会心甘情愿被日
本当枪使吗？他认为，主导声
明基调的关键是美国的态
度。 (宗禾)

西方与普京

今天诺曼底见

6月4日，在奥马哈海滩，美士
兵参加纪念仪式。 新华/美联

6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中)、英国首相卡梅伦(左)、法国总统奥朗德（右）等参加会谈。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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