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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3月19日电 法国总

统马克龙近日频爆“雷语”，多次公开谈

论出兵乌克兰，并表示已“深思熟虑”，未

来可能“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对抗俄

军”，其外交政策骤变引发舆论哗然。

目前俄乌冲突已耗入第三年，西方

援乌疲态渐显。马克龙却从最初调解冲

突的“鸽派”到现在豪言派兵挺乌反俄

的“鹰派”，前后立场大相径庭为哪

般？来看解局——

法国急了？

本月17日发行的《巴黎人报》刊发对

马克龙的独家采访。他说，也许在未来

某个时刻，法国将“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

来对抗俄罗斯军队”。他同时表示，“法

国的优势在于，我们能够这样做”。

在此之前，马克龙2月26日首次公

开谈论出兵乌克兰。当天，巴黎举行

“支持乌克兰国际会议”，西方多国参

加。在随后的记者会上，马克龙说，各

国在是否对乌派兵问题上“没有达成共

识”，但他认为“不排除”未来派兵支

援的可能性。

多年来，马克龙一直被定位为俄乌

之间的“高级别调解人”。2022年2月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

他还前往莫斯科，试图劝和。同年 5

月，马克龙公开呼吁不要“羞辱”俄罗

斯。因此，他的“派兵论”一出，立即

引发各界关注和质疑，法国媒体惊呼马

克龙从“鸽派”变成了“鹰派”。马克

龙2月29日回应说自己已经过“深思熟

虑”。3月5日，他到访捷克时强调这一

“战略跃进”有必要；3月7日，他在会

见国内各党领导人时明确表示对乌援助

不设限。

对马克龙的做法，俄罗斯总统普京

的解释是法国“急了”。在13日播发的

一段电视采访中，普京说，“马克龙反

应激烈，非常情绪化”，是出于“怨

恨”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发难，因

为法国的非洲盟友转向俄罗斯。

过去十几年间，俄罗斯一直在非洲

各地稳定扩大其影响力。西方媒体报道

称，俄私营军事承包商瓦格纳集团在西

非地区十分活跃。与此同时，非洲多地

掀起反殖民宗主势力的浪潮，法国在非

洲的影响力不断衰退。过去一年，法国

驻军黯然撤出尼日尔。法国依赖核能，

需要的铀大量来自尼日尔。

除此之外，法俄关系也在过去几年

发生变化。前法国驻俄罗斯大使让·德

格利尼亚斯蒂说，马克龙相信“任何一

方的压倒性胜利”都无助于冲突持久解

决。战事初期，乌克兰似乎占上风，马

克龙大力劝和；眼下，俄罗斯逐渐扭转

被动，他就转而呼吁大力挺乌。有舆论

分析认为，马克龙认定俄罗斯方面的一

些做法已直接损害法国利益。

战略转向？

马克龙高调发声要挑头出兵乌克兰，

目的也仍是提升法国的地位与价值。法

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副主席布鲁诺·泰尔特

雷认为，马克龙对欧洲一体化深信不疑，

挑头援乌是想借此团结对乌克兰问题更

敏感的国家。波兰、捷克、立陶宛等国陆

续对马克龙强硬姿态“点赞”。

彭博社说，法国的硬实力正在复

苏，而马克龙想促进战略自主和更多本

土防务解决方案。一个数据值得关注。

俄乌冲突正改变全球军火市场格局。斯

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期发布的报

告说，由于俄罗斯出口减弱，其长期占

据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地位已被法

国顶替。这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1950年开始记录国际武器交易量以

来，法国首次达到这一排名。

马克龙高调发声恰逢美国大选党派

政治角力让美方对乌军援陷入停滞之

时。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对以色列军

援明显上升，乌克兰则“无人关心”。

美国五角大楼12日宣布，通过在其他军

购合同中节省资金，凑出一笔价值3亿

美元的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这是美国自

去年12月以来首次军援乌克兰。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日道出真相：

“当民主党希望拨款进行战争时，特朗

普所在的共和党会阻挠。”欧尔班透

露，特朗普告诉他，如果重新当选总

统，他一分钱也不会拨给乌克兰。特朗

普近期也发表了不支持援乌的言论。

真会出兵？

向乌派兵很大程度停留在口头上。

马克龙发表“派兵论”后，美德等国第

一时间就“撇清关系”。北约秘书长斯

托尔滕贝格明确指出，“北约并无向乌

派兵的计划，无论北约还是其盟友，都

不是冲突的参与方”。

对此，法国外长、防长则反复解

释，马克龙的意思并非当下就要在乌克

兰部署西方作战部队，而是“致俄落

败，但不与俄交战”。

从马克龙言论看，法国已由俄乌冲

突初期的谨慎援乌，转变为更加大胆的

支持，他以不排除派兵可能性的“模糊

战略”加强对俄威慑。

“派兵论”已极大加剧地区紧张局

势。俄总统普京警告说，欧洲派兵不会

改变战场局面，只会为乌克兰招致严重

后果。就马克龙关于援乌不设限的说

法，普京说，俄罗斯对待如此行事的国

家也不再设限。

（记者：乔本孝、陈绍华、杨骏、梁霓霓）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以色列总

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18日与美国总统约

瑟夫·拜登通电话，这是两人一个多月以来

首次通话。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

利文说，内塔尼亚胡同意派代表赴美，就以

军预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

发起的行动与美方沟通，美方届时将提出

“替代方案”，即仅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在拉法的关键目标、避免

在这一毗邻埃及的边境地区出现大规模地

面行动。

内塔尼亚胡15日批准攻打拉法的计

划，17日重申将发起地面进攻，引发国际社

会广泛担忧。约旦和德国等国一再呼吁以

方停手，以免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受国际舆论压力和美国总统选举等因

素影响，美国政府与以色列嫌隙加深。美

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上周

以罕见的严厉措辞，公开点名批评内塔尼

亚胡，痛斥他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呼吁以

色列提前举行选举，更换政府领导层。拜

登称赞舒默“说得好”，说这反映了很多美

国人的担忧。

内塔尼亚胡则于17日接受美国媒体

采访，回怼舒默批评，称“什么时候选举，选

谁，都由以色列人决定，而不是外部强加给

我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

文说，内塔尼亚胡18日与拜登通话时，提

及对舒默言论的关切。拜登再次敦促以方

不要发起拉法行动，“大举地面进攻将是一

个错误，将造成更多无辜平民死伤、加剧本

已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加重加沙社

会无序状态并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被进

一步孤立”。

沙利文说，双方将于本周或下周在美磋

商，与会人员将包括军事、情报和人道主义方

面专家。会谈之前，以军不会攻入拉法。

至于外界关注的美国对以军援，沙利

文说，拜登没有以此为威胁施压以色列。

拜登表示，美方支持以色列摧毁哈马斯，要

实现这一目标，内塔尼亚胡需要的是清晰

且可持续的战略，而非大举攻入拉法。

此外，沙利文证实哈马斯三号人物马

尔万·伊萨死于以色列上周的一次行动。

哈马斯尚未就此置评。

拉法是加沙最南端城市。自去年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

由北向南发动攻势，大量民众被迫逃离，拉

法几乎成为加沙民众最后的避难地。加沙

地带约230万人中，现有超150万平民在

这座面积仅55平方公里的小城避难。

切断或减少对以军援是美国施压以色

列最有效的手段，而拜登政府从未触碰。

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反对者、前以色列驻纽

约总领事阿隆·平卡斯认为，就美以嫌隙而

言，内塔尼亚胡和拜登都能从中“获益”。

内塔尼亚胡可以向国内民族主义者展示其

强硬立场，显示他领导的政府即便面对“最

铁”盟友美国的施压也无所畏惧；拜登则希

望能对美国自由派和阿拉伯裔选民有所

“交待”，为其竞选连任笼络人心。（陈立希）

频爆“雷语”马克龙从“鸽”转“鹰”？

美以分歧明显
内塔尼亚胡同意派代表赴美沟通拉法行动方案

2023年
7月14日，法
国总统马克
龙在巴黎协
和广场的国
庆阅兵式现
场检阅仪仗
队。新华社
记者高静摄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19日电（记
者聂晓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新

一轮冲突是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的焦点话题之

一。很多参会人士认为，加沙地带民众

目前遭受的灾难是美国与以色列“占领

者”合谋的结果。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巴赫丁·扎伊

姆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兼伊斯兰与全球

事务中心主任阿里安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美国不仅为以色列的行径辩护，还

向其提供对加沙造成严重破坏的武器，

“他们只把一方视为人，而对另一方没

有任何愧疚感”，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

种族主义态度。

很多人质问：以色列把加沙地带

200多万人长期封锁在区区360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

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在这

种情况下巴以怎么能够实现持久的和

平稳定？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

长期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却动不动就

站在道义制高点宣布无条件支持另一

方。被西方国家妖魔化的巴勒斯坦人

民，在面对这个宣称公平正义的西方世

界时会作何感想？

参加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的联

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

赫里在万国宫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美

国向一个摆明了要让他国平民挨饿的

政府提供弹药和财政支持，却又以高调

而作用非常有限的方式向加沙地带空

投援助物资，这一做法非常荒谬。

出席同一场记者会的巴勒斯坦官

员指出，美国放任以色列制造一场灾

难，导致3万多人死亡，却又“空投一些

落在海里的食物并期待得到感谢”，这

种做法除了虚伪还能是什么？

以色列去年10月遭遇惨痛袭击

值得同情，残杀平民的行径同样应予

谴责。加沙地带的悲剧延宕至今已5

个多月，美国无视加沙地带大量人口

死伤的现实，多次阻挠有关在加沙地

带停火的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通

过。这只能说明，美国宣称“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只是给其他

国家制定的。难怪有外交官直言：美国

在巴以新一轮冲突中的表现无异于“外

交自残”。

瑞士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丹尼尔·华

纳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和以色

列都认为自己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特

殊角色。这种莫名的优越感使他们经

常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忽略乃至忘记了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民。

华纳指出，放任以色列轰炸平民

目标并实行灾难性的封锁后，美国口

中的“民主”“公平”“正义”这些漂亮话

顿时“现了原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

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正是殖民主义的

残余。

巴以冲突

让美国外交“现了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