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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索马里，美军在非洲收缩的又一步

韩国人为啥非要全斗焕“二进宫”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下令，
在明年初撤出驻索马里的大部分
美军人员和设施。目前，驻索马里
美军约有700人。根据五角大楼的
声明，部分撤出的美军将离开东
非地区，另一部分则将部署至索
马里的邻国吉布提和肯尼亚，美
军将继续与地区伙伴国家一道，
对索马里境内的极端组织采取跨
境军事行动。

这是继下令从阿富汗和伊拉
克撤军之后，特朗普在临近总统任
期尾声之际下达的又一道撤军令。
在特朗普对部分海外驻军采取

“撤、撤、撤”态度的背景下，从索马
里撤军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

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扼

守亚丁湾水域，是印度洋经红海、
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航路的要
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价
值。然而，索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
达国家之一，自1991年中央政府垮
台起，该国便陷入军阀割据，内战
不断，海盗横行，直到2012年9月议
会宣誓就职并选出新总统，长达21
年的无政府状态才告结束。

索马里在某种程度上可谓阿
富汗的翻版，后者素有“帝国的坟
墓”之称，而索马里也曾让美军精
英部队折戟沉沙。1993年，索马里势
力最大的军阀艾迪德伏击联合国
维和部队，造成参与维和的24名巴
基斯坦士兵死亡。为此，联合国安
理会授权维和部队抓捕艾迪德。

美国先后将精英部队派往索
马里，包括陆军的“游骑兵”特种部
队、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和“三角
洲”特种部队。然而，由于意外情况
和情报失误，美军特种部队身陷索
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遇了堪称越
战后最惨重的军事失败——— 19人

阵亡，1人被俘，70余人受伤，2架“黑
鹰”直升机被击落。

美国大兵的遗体被当地暴徒
吊起的画面，严重刺激了美国人
的神经，从那时起美军完全撤出
索马里。1995年，联合国维和部队
也撤出索马里，意味着维和行动
以失败告终。安全真空的索马里
成了“弃儿”，“基地”“青年党”等
极端组织在当地扎根坐大，成为
中东和东非地区的安全威胁。

2007年，出于反恐和军事培训
目的，美军重返索马里训练和协助
政府军打击恐怖组织“青年党”。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还批准美军
扩大在索马里军事行动的规模。

然而，今年1月，“青年党”袭
击美军驻肯尼亚的一处机场，造
成3名美国人死亡，成为2017年以
来美军在非洲的最严重致命事
件。11月，一名中情局特工与美国
特种部队在索马里执行任务时遭
汽车炸弹袭击身亡。

如今，美军将再次撤出索马

里，给索马里的政局稳定和安全
形势埋下了隐患。今年7至9月，

“青年党”在索马里参与了440起
暴力事件，为近两年来最多。同
时，索马里的邻国埃塞俄比亚因
国内冲突从索马里撤走部分维和
人员，近2万人非盟驻索马里特派
团也将在明年底撤出。而当前正
值索马里的关键时期，议会选举
计划本月举行，总统选举则定于
明年2月举行。

如此不管不顾地撤军，一方
面是特朗普兑现其从海外撤军的
竞选承诺；另一方面与其让同样
主张从海外撤军的拜登“渔利”，
不如自己“先声夺人”累积一点政
治遗产，更何况索马里的安全形
势并未好转，美军走人也是避免
深陷泥潭。

美军撤出索马里也是特朗普
政府从非洲军事收缩的一个缩
影。2018年开始，特朗普逐渐改变
非洲政策立场，从增加投入转为
缩减。当年8月，美国非洲司令部

司令沃尔德豪泽就提出计划，未
来3年内撤走非洲司令部一半的
特种作战人员，最终仅在非洲保
留约700名特种兵。同年11月，五
角大楼又发表声明称，计划在未
来几年内将非洲司令部下辖约
7200人减少10%。

11月20日，美国陆军宣布其欧
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合并，新的
司令部称为美国陆军欧洲和非洲
司令部，总部设在德国，由原美国
陆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四星上将卡
沃利领导，原陆军非洲司令部的所
有单位重新分配给新的司令部。这
波操作实质上是美国陆军的非洲
司令部并入欧洲司令部。

特朗普这种对非政策调整和
收缩，遭到五角大楼和军方的很
大阻力，后者担心仓促撤军会对
地区安全形势构成负面影响，进
而威胁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撤军
令也是限制下届政府的政策选项
空间，给拜登执政“挖坑埋雷”。

米歇尔·内伊

韩国检方3日就前总统全斗焕
涉嫌损害死者名誉案的一审判决
向法院提起抗诉，要求加重刑罚。
此前，韩国光州地方法院11月30日
对全斗焕涉嫌损害死者名誉案进
行一审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
月，缓刑2年。韩国检方曾要求法院
判处全斗焕有期徒刑1年6个月，而
死者名誉损害罪的判罚标准为两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

现年89岁的全斗焕在1980年至
1988年担任韩国总统。1996年，他因

“内乱及叛乱魁首”和秘密资金等
罪行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徒
刑，1997年12月获得特赦。但事情并
未就此结束，到了2013年，为追征全
斗焕的非法资金，韩国检察厅对其
住宅和相关人员住宅、公司办公室
等进行了搜查。后来，全斗焕一家
主动缴清1672亿韩元追缴金，并向
韩国国民道歉，追缴罚款工作时隔
16年宣告收尾。

然而，已年近九旬的全斗焕又
因“侮辱死者罪”吃官司。这位总统
任内做了什么，以至于韩国人如此
对他“念念不忘”？

1979年10月26日，时任韩国总
统朴正熙遇刺。全斗焕利用调查遇
刺案的职权，于同年12月12日发动

“双十二政变”攫取军权，接着掌控

了国家政权，从朴正熙的“跟班儿”
一跃成为韩国的主宰者。

那场改变韩国命运的政变，全
斗焕发动得却有点“随意”。他下台
后被逮捕清算时，面对检方“为什
么选在‘双十二’发动政变”的讯
问，全斗焕居然回答说：“这一天是
个‘大对子’（赌博黑话）。”

全斗焕上台后的治国理念也
带有“赌”的气质。20世纪80年代的
韩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全斗焕将
赌注全部押在三星等几个财阀的
新兴电子产业项目上，以举国之力
予以支持。幸运的是他赌对了，韩
国经济因此进一步腾飞；很不幸的
是，全斗焕拿出的赌本是韩国民众
的福利，他执政时期韩国大部分民
众没有最基本的福利保障体系。全

斗焕连同大财阀，都成了普通民众
怨恨的对象，韩国财阀与民众之间
不可调和的裂痕就此埋下。而1980
年全斗焕对“光州事件”的处置方
式，令其与民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同时，全斗焕一手支持的财阀
对其观感也不太好。韩国现代集团
创始人郑周永曾说：“如果说朴正
熙是一个伟大的厨师，那么全斗焕
充其量是一个伟大的店伙计。”全
斗焕任内，自以为对财阀“有恩”，
屡次下手对各大财阀进行盘剥。韩
国检方后来调查认为，全斗焕利用
各种手段盘剥韩国前十大财阀的
总额在数亿美元量级。

1988年全斗焕下台，1996年因
“内乱及叛乱魁首”和秘密资金等
罪行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徒

刑，追缴罚款2205亿韩元。不过，为
了推动韩国政治现代化，终结过去
的地域和党派之争，1997年12月，时
任韩国总统金泳三与候任总统金
大中商议后决定特赦全斗焕，理由
是实现国民和解与团结，消弭全
罗、庆尚两地地域偏差的后遗症。

获释后的全斗焕一边借口自
己“已经破产”，长期拖延缴纳罚
款，一边又过着住豪宅、开名车、出
入都有保镖的生活。而且，全斗焕
又出了一本回忆录，试图为自己当
政时期的种种争议辩解洗白，在韩
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全斗焕因涉
嫌在这本回忆录中对死者进行名
誉损害，于2018年5月被提起不拘
留诉讼。这才有了如今89岁全斗焕
又被轰轰烈烈拉出来审判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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