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2018年3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王晓莹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淼动向

美国驱离的人数最多

２６日，１６个欧盟成员国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
人员：法国、德国、波兰宣布各驱逐４人；捷克、立陶
宛各驱逐３人；丹麦、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各驱逐２
人；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
亚、芬兰、匈牙利各驱逐１人。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在保加利亚瓦尔
纳说，欧洲理事会对“中毒”事件表示最强烈谴责，
认为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为此欧盟已经
召回驻俄罗斯大使。未来数日和数周，不排除欧方
还将采取更多措施，包括驱逐更多的俄外交人员。

此外，阿尔巴尼亚宣布驱逐２名俄罗斯外交人
员，挪威和马其顿宣布各驱逐１人，乌克兰宣布驱逐
13人，加拿大宣布驱逐４人。冰岛政府宣布暂缓与俄
方所有双边高级别对话，冰岛领导人也不会出席定
于今年夏天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

同日，美国也宣布驱逐约６０名俄罗斯外交人
员，并关闭俄驻西雅图领事馆。美方指认这些人以
外交官身份掩护从事情报收集，要求他们７日内离
境。美方称，此举旨在应对俄罗斯在美日益活跃的
情报收集行为，以及宣示对北约盟友的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副发言人哈克说，美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经告知联合国秘书处，美
方决定根据美国与联合国签署的相关协议，驱逐
１２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哈克表示，鉴
于此事的敏感性，联合国方面暂不发表更多评论。

２７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驱逐两名俄罗斯外
交人员。目前对俄采取措施的国家已有24个，涉及
的俄罗斯外交官共139名。

联手打压未必是团结

分析人士指出，美欧这次能够在反俄问题上
达成一致，直接原因是双方都对俄罗斯心存不满，
国内反俄仇俄派希望借机打压俄方。此次西方国
家一致对俄“发力”与刚刚举行的俄总统大选不无
关系。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副
主席切帕认为，西方对普京支持率高企感到失望，

“由于没能看到俄罗斯社会的分裂，西方国家希望
再一次抹黑俄罗斯的国际形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说，
此轮西方联手反俄，英国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欧
洲国家，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立场接近，同样作为
美国的特殊伙伴，英国更容易对美施加影响。

面对俄罗斯这一共同的“对手”或“敌人”，美
欧借“中毒”事件找到了展示团结的好机会。然而，
这更多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外交姿态，难以改
变美欧多个领域存在分歧的现实。此外，面对西方
世界整体实力下降和国际形势变化，美欧表现出
了一定程度的焦虑，意识到需要加强全方位合作，
相互借力，共同维护西方推崇的国际体系与规则。

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矛盾更
为激烈和公开，暴露出双方多方面的深层分歧，短
时难以弥合。从国际格局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作用在上升，美欧等西方国家联手发
挥主导作用的时代已经结束。随着世界多极化加
速发展，美欧关系发展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俄方：将报复“每个国家”

俄罗斯方面对多国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反应
强烈。俄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英国的盟友们在缺乏
客观详尽调查的情况下，盲目追求“西方一致”而
不惜损害其理智、国际对话规范和相关国际法准
则，这些做法不会没有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西方多国
在同一天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表明在美国和英
国存在一些强大势力支持对俄挑衅，要在信息、宣
传、政治等领域对俄持续发动攻势。俄方对卷入此
事的“每个西方国家”都将采取“相应报复手段”。

扎哈罗娃还表示，当俄罗斯陷于克麦罗沃火
灾的悲痛之中时，西方国家用口头表达了支持的
话，却用行动决定发起“没有任何根据的挑衅”。3
月25日，俄罗斯克麦罗沃市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火
灾，致64人死亡。这是俄罗斯最近100年以来死亡
人数最多的四起火灾之一。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斯卢茨基说，在同一天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
是“基于仇俄心态而串通好的行为”，这些国家在

“中毒”事件尚无定论之际便共同认定俄方在此案
中有罪，这是对俄罗斯的挑衅和破坏国际法行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多次
表示与“中毒”事件没有任何关联，多国将此事作
为驱逐俄外交人员理由站不住脚。俄方将分析与

“中毒”事件相关的国际事态，并就需要采取哪些
回应措施向总统普京建议，普京将对此作出决策。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
及女儿３月４日被发现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
市街头一张长椅上昏迷不醒。英国警方认定这对
父女遭神经毒剂袭击。英国政府称，俄罗斯“极有
可能”与此事有关。１４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
驱逐２３名俄外交人员。１７日，俄罗斯政府宣布驱逐
２３名英国驻俄外交人员。 综合新华社消息

治治不不了了你你，，就就孤孤立立你你
本报记者 王昱

虽然英国对俄罗斯在其境内刺杀
前间谍的指控骇人听闻，但如果将其放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包括苏联）
与西方的谍战历史中看，本次“双面间
谍”中毒案只不过是其中稍大的一起，
并没有特别之处。真正令人吃惊的，是
这次英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应———
英国为何下定决心在此时与俄罗斯撕
破脸？又为何能在西方世界“一呼百应”
呢？

此次西方在英国领唱下对俄翻脸，
更像是借机说事——— 正如俄罗斯《生意
人报》曾指出的：西方愤怒的根源是恐
惧，而恐惧的根源，是他们发现自己终
究无法改变俄罗斯。

在冷战结束后，西方曾一度幻想将
俄罗斯并入其大家庭，而俄罗斯也在各
方面积极向西方靠拢。双方重新开始冷
战的标志，是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普
京在该危机中展现出的强硬手腕以及

“收回克里米亚”的果断举动，令欧洲产
生了担心。不过，当时这种担心更多是
针对普京个人的。正如很多分析者指出
的那样，自2014年直至2017年，西方无
论是经济制裁还是政治围堵，更多是指
向普京个人及其亲信——— 西方希望通
过经济窒息等促使普京下台，从而令俄
罗斯的对外政策改弦更张。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围堵效果非
但没有降低普京的人气，反而让普京利
用这种外部压力形成了他“以民族情绪
巩固政权”的治理模式——— 本次“双面
间谍”案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间谍案爆
发的时间正值俄罗斯总统大选，事件的

发酵非但没有拉低普京的支持率，反而
助推了普京以高票（超过76%）连任总
统。普京的发言人在胜选后不无得意地
嘲讽说：“感谢英国，令俄罗斯更团结。”

事实上，经过近四五年的博弈，西
方对普京的“逼宫”已经陷入了一种战
略死局，无论西方今后对俄罗斯是继续
挤压还是谋求缓和，都将成为普京提升
自己威望的筹码：前者会再次制造俄罗
斯人的逆反心理，并变成众志成城的凝
聚力；后者则能证明普京反制西方是成
功的，从而令俄罗斯人扬眉吐气。总之，
在普京吃定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当
下，西方是打是拉都无法将他与俄罗斯
分离开来。

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似乎只有冷
处理。此次对俄的“外交集体围攻”，正
是西方这种绝望情绪的体现。

即便对西方自身来说，也需要通过
这样一次集体行动来维持内部团结。尤
其是考虑到本次抵制的“领唱”是英国，
欧洲和美国遥相呼应也就不难理解
了——— 对于欧洲来说，正闹得沸沸扬扬
的英国“脱欧”谈判在英欧之间撕开了
深深的裂痕，欧盟各国急需通过一次集
体行动来证明他们依然在乎英国这个
老朋友；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的钢铝
关税新政策也很“伤感情”，在外交上卖
给英国一个面子，对美国也稳赚不赔。

不管怎么说，此次西方对俄的“外
交围攻”，算是个标志性事件——— 它标
志着西方正在丧失“感化”俄罗斯的自
信，而“参战”的24国并不像看上去的那
么团结，这不过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狂欢
而已。冷战的气氛，正在西方与俄罗斯
之间回归。

遭遭2244国国““围围攻攻””
俄俄罗罗斯斯放放话话““报报复复””

前俄罗斯情报人
员斯克里帕尔和女儿
尤利娅在英国“中毒”
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
持续发酵。２６日，１６个
欧盟成员国及美国、
加拿大、阿尔巴尼亚、
挪威、马其顿、乌克
兰、澳大利亚等国宣
布驱逐俄外交人员。
俄方则抨击这些国家
串通反俄，并表示将
采取对等措施予以回
应。

美国 60人

乌克兰 13人

加拿大 4人

法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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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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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捷克

西班牙

3人

3人

意大利

丹麦

荷兰

2人

2人

2人

2人

阿尔巴尼亚 2人

澳大利亚

罗马尼亚

芬兰

匈牙利

挪威

马其顿

2人

瑞典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俄罗斯总统普京

英国 23人

1人

1人

1人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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