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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沙特阿拉伯
检察机关20日确认沙特籍记者
贾迈勒·卡舒吉死亡，宣布逮捕
18名涉案嫌疑人。美国总统特
朗普评价说，沙特官方初步调
查结果是“不错的第一步”。

沙特检察机关20日发布公
告，确认卡舒吉“已经死亡”，事
发地是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领事馆。

卡舒吉18天前“失踪”，这
是沙特方面首次承认这名资深

记者遇害。此前沙特方面坚称，
卡舒吉当天离开了领事馆。

沙特检察机关说，“初步调
查显示，多名嫌疑人旅行抵达
伊斯坦布尔，与公民贾迈勒·卡
舒吉会面，因为多种迹象表明
他（卡舒吉）可能会回国。”

“卡舒吉在驻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期间，与那些嫌疑人谈
话，进展不顺，没有按程序推
进，朝消极方向发展，演变成一
场拳脚斗殴……”

沙特检察机关认定，“那场
拳脚斗殴导致他（卡舒吉）死
亡”。

检察机关声称，致死当事
人之余，涉案嫌疑人试图隐瞒、
隐藏围绕卡舒吉发生的事情。

一些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土
耳其政府官员连日来先后向本
国以及美国媒体披露，土耳其
方面获得一段录音，足以证明
一些人在沙特领事馆内特定场
所讯问、杀害以至肢解卡舒

吉……发布录音者暗示，卡舒
吉死于器械伤害。

沙特检察机关的公告没有
提供任何凶案细节，没有提及
嫌疑人对卡舒吉遗体的处置以
及遗骸现在哪里。

沙特当局强调，“一定向公
众发布事实，追究所有涉案人
员责任，把他们交付司法审
理”。

公告说，“调查还在继续，
已有18名沙特籍公民遭逮捕”。

只是，在由沙特官方媒体
转发的这份公告中，没有出现
18名落网嫌疑人的身份以及涉
案角色等信息。

对沙特的最新表态，美国
总统特朗普回应称，他认为沙
特官方对卡舒吉死亡所作的解
释“可信”；他将与国会协商，以
便决定美方如何回应。

“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盟
友。”他说，“但（围绕卡舒吉）发
生的事情让人难以接受。”

本报记者 王昱

危难时刻拉沙特一把

也许是巧合，想要细说美沙
关系的渊源，还真得从土耳其的
伊斯坦布尔说起：1914年11月，
两艘德国新锐战舰在伊斯坦布
尔靠岸，有意拉拢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加入一战的德国“慷慨”地
表示将这两艘战舰无偿赠给土
方。土耳其随即上钩，对英法宣
战，加入了这场最终让欧洲，也
让中东四分五裂的世界大战中。

土耳其的突然“跳反”，打
乱了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对全
球的战略安排。在战前，英国一
直扶植土耳其作为其控制中东
区域的代理人，如今双方撕破
脸皮，意味着需要有新的势力
来填充中东这片广袤的土地。
恰在此时，英国情报部门获知
了在阿拉伯半岛上存在着一支
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军，于
是英国决定对其给予支持。

1915年，英国政府与后来成
为沙特开国君主的起义军领袖
阿卜杜勒-阿齐兹签订《达林条
约》，双方结成反土耳其同盟，英
国许诺在战后帮助包括阿齐兹
在内的阿拉伯各部族建立新的
国家。其实，在这纸条约签订时，
英国压根儿不认为这些仓促建

立的中东国家能长久存在。
一战后，英法等国以委托

统治的名义控制了伊拉克、叙
利亚等大多数新生阿拉伯国
家，对于势力最大的沙特阿拉
伯，则采取“冷处理”，等待这个
脆弱的国家自行解体。

果然到了20世纪30年代，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沙特
国王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紧
急派出特使向“老东家”英国求
援，希望英国能提供紧急贷款
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该要求却

遭到了英国的断然拒绝。英国
表面上给出的理由是自身经济
也遭重创，“地主家也没余粮”，
实际想的却是坐等区域大国沙
特崩溃后自己进行直接管理。
遭到英国抛弃的沙特此时可谓
陷入绝境。

关键时刻，美国人出现了。
1933年，走投无路的沙特将9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石油勘探
和开采权以66年的期限租让给
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这份协议
救沙特于水火，也奠定了该国
日后“躺着数钱”的土豪生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协议签订
之时，沙特境内还没有发现大
型油田，美孚石油公司肯出巨
资与当时摇摇欲坠的沙特王国
做长久生意，恐怕也有美国国
家战略在背后起作用。

难得的区域“抓手”

就一战的经历而言，美国
与沙特可谓难兄难弟，因为两
国都是被英国用外交诡计耍弄
的受害者——— 美国在一战中出
力最多，战后却被英法排挤出
了国际联盟，中东地区更成为
其无从插手的禁区。这个哑巴
亏让美国认识到，想要真正掌
控世界，单纯与英法等传统强
国合作是没戏的，必须自己扶
持那些有“强国相”的区域代理

人。美国在二战后掌控世界正
是贯彻了该思路，中东的沙特
正是美国在此时相中的“潜在
盟友”。

美国与沙特的交往可谓异
常顺心。沙特有潜在区域影响
力，又有宝贵的石油资源，而美
国则有钱、有技术，于是，美沙
两国的盟友关系在二战临近结
束时最终成型了。1945年2月，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
里木半岛举行了著名的“雅尔
塔会议”。会议结束后，罗斯福
在没跟丘吉尔打招呼的情况
下，出其不意地杀了个回马枪，
赶到苏伊士运河的大苦湖，在那
里和沙特国王进行了一次秘密
会晤。该会议是罗斯福一生中参
加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有历史
学家认为这也是罗斯福一生中
最重要的一次秘密会议。因为从
两国日后的互动看，双方当时一
定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美国承诺
确保沙特王室的安全和稳定，而
沙特则成为美国在中东渗透其
影响力的战略基点，并保障对美
国的石油供应。

应当说，美沙的这次握手，
帮助美国在中东避免了类似一
战“赢得战争，却没赢得世界”的
尴尬。在两国的通力合作下，英
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宣布撤出中
东，而苏联随后几次试图对该区
域染指也都铩羽而归。相比于互

有胜负的欧洲和东亚，中东地区
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是美国最
得意的“福地”，而抓牢沙特这个

“小兄弟”无疑是美国成功的秘
诀。

割舍不下的“损友”

美国最看重沙特的，是其
无可替代的区域影响力，过去
如此，如今依然。

在解释美国在处理沙特问
题上的犹疑态度时，很多论者
喜欢将其归因为双方大宗的石
油和军火贸易，但事实上，这两
者都不是重点。

在石油方面，美国政府从
奥巴马时代以来就已经开始有
意识地扩大本土石油产能，争
取实现能源自足，目前，美国已
基本摆脱了对中东石油的依
赖。在军火交易方面，沙特毫无
疑问是美国军火的大主顾之
一，但美国绝不是沙特军火进
口的唯一来源国。恰恰相反，沙
特为了避免在军事装备上过分
依赖单一国家，也从英法等国
大量进口先进武器。

美国难以放弃沙特真正的
原因，是它离不开这个已经用
了半个多世纪的“区域帮手”。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习惯于拉
住沙特，间接控制一大批中东
国家的外交方式，甚至已经形
成了路径依赖，即美国只习惯
于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中东，其
他方法“玩不惯”。

这一现象的明证发生在不
久前。在奥巴马执政时代，由于
看出了沙特的日益骄横，美国
政府曾经试图改变对中东的控
制手段，一方面通过《伊核协
议》与伊朗和解，另一方面则默
许已经西化的土耳其“回归东
方”，在中东地区发展自己的势
力。这些举措的目的无疑都是
希望美国对中东的控制更加

“多元化”。但面对这些举措产
生的连带问题，随后上台的特
朗普又缩了回去。以去年特朗
普甫一上台就到访沙特为标
志，美国重新回到了通过沙特
控制中东的老思路上。而沙特
通过此事也算看出来了：原来
你美国离了我玩不转。

看出美国这种无奈的沙
特，自然要“恃宠而骄”。从去年
起，沙特军事上敲打也门，外交
上孤立卡塔尔，动作已经越来
越大胆而不计后果。以这一趋
势来看，此次记者失踪事件的
爆出，是偶然也是必然，这是沙
特吃定美国后早晚会闯出的祸
事。

眼下，最大的难题显然属
于特朗普，如果面对这场丑闻，
美国依然无法下重手对沙特进
行惩治，则说明沙特对美国的

“外交绑架”已然极深。以此观
之，本次记者失踪案，也许将成
为美国丧失中东控制权的一个
标志性事件。

称被害者死于领馆内“拳脚斗殴”

沙沙特特承承认认““失失踪踪””记记者者死死亡亡，，逮逮捕捕1188名名嫌嫌犯犯

沙沙特特与与美美国国
小小弟弟““套套牢牢””了了大大哥哥

本周，沙特记者卡
舒吉离奇“失踪”案引发
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
注，但奇怪的是，面对这
一事件，一贯以“人权卫
士”自居的美国却异乎
寻常地保持着“克制”。

其实，梳理美沙之
间近百年的交往史，就
会发现，美国的这种“双
重标准”也是被逼无奈。
美国结交沙特，最初是
出于深思熟虑后的主动
选择，但现如今，已经沦
为一种无可奈何——— 美
国这位老大哥，已经被
沙特这个小兄弟给套牢
了。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2017年5月20日，沙特国王萨

勒曼向到访沙特的美国总统特朗

普授予阿卜杜勒-阿齐兹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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