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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连对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开火”。19日，特朗普在

社交媒体上将泽连斯基称为“独裁者”，并

指责乌克兰“玩弄”美国。

特朗普此番言论遭到多个欧洲盟友

的批评，并在美国国内引发不小争议。美

国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在特朗普政府近

期与俄罗斯互动频繁的背景下，特朗普

“连怼”泽连斯基或预示着美国在对俄乌

冲突立场和对俄政策上的重大转变。

特朗普隔空“开火”

18日，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在沙特

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就恢复双方

外交使团正常运作和结束俄乌冲突等达

成共识。

美俄高层互动刚刚结束，特朗普便向

泽连斯基“开火”。他19日在自创的社交

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将泽连斯基

称为“一个不举行选举的独裁者”，认为他

在“玩弄”美国，“说服美国花费3500亿美

元，卷入一场无法获胜、本就没必要开始

的战争”。“美国比欧洲多花了2000亿美

元，欧洲的钱是有保障的，而美国却什么

也得不到”“这场战争对欧洲比对我们重

要得多——我们之间有一片巨大、美丽的

大洋分隔”。

特朗普还警告泽连斯基必须迅速采

取行动以实现和平，否则将面临失去国家

的风险。针对泽连斯基此前称乌方仅从

美方收到750多亿美元而非数千亿美元

援助，特朗普写道，“泽连斯基承认，我们

给他的钱有一半‘不见了’”“泽连斯基可

能想继续‘捞钱’”。

特朗普在文中多次指责泽连斯基，称

其是“一个不举行选举的独裁者”“在乌克

兰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很低”“唯一擅长的

就是‘像拉小提琴一样’把（美方）玩弄于

股掌之上”。

在特朗普发文前，泽连斯基曾表示

“（美俄）谈判不应该在我们背后进行”，称

特朗普“不幸地生活在（俄方制造的）虚假

信息空间里”，并认为特朗普正帮助俄罗

斯“打破孤立”。

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向泽连斯基

“开火”与乌方此前拒绝美方提出的美乌

矿产协议方案有关。该方案要求乌克兰

向美方交出50%的关键矿产资源，泽连

斯基称其过于注重保障美方利益予以拒

绝。特朗普19日在公开场合指责乌方此

前“差不多已经同意”协议，现在反悔是

“破坏了协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迈克·华尔兹表示，特朗普对泽连斯

基没有立刻签署该协议感到沮丧，并称美

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值得获得回报”。

多方质疑反对

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抨击招致多个

欧洲盟友的批评和反对。英国首相斯塔

默反对特朗普将泽连斯基定义为“独裁

者”。英国首相办公室19日说，首相斯塔

默当天同泽连斯基通话，“首相向乌克兰

民选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指出战争期

间不进行选举非常合理，英国在二战期间

也是这么做的”。

法国政府发言人普里马说，“我们不

太理解美方逻辑”，并称特朗普的言论“多

种多样，常常令人难以理解”。德国总理

朔尔茨说特朗普的言论是“错误和危险

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特朗普应“看

看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发帖”。

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批评在美国国

内也引发争议，部分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公

开表示不认同特朗普的言论。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图恩以及与

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

格雷厄姆都不认同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挑

起”俄乌冲突的指责。共和党籍参议员托

马斯·蒂利斯、苏珊·柯林斯等也都表示泽

连斯基并不是“独裁者”。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这场

关于共和党人在外交政策上是否顺从特

朗普的首次考验中，一些共和党人正暗中

跟特朗普拉开距离”。

政策会否转向

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此番美乌

领导人“不对付”，发生在特朗普政府与俄

罗斯频繁互动的背景下，这或预示着美国

在对俄乌冲突立场和对俄政策上的重大

转变。

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前政府官员对

媒体说，对特朗普而言，俄乌冲突与阿富

汗、伊拉克战争没有区别，这些战争与他

无关，他只想和俄方达成交易，“现在泽连

斯基批评了他，所以特朗普要甩掉他”。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

员安德烈娅·肯德尔-泰勒认为，特朗普

当前最大诉求是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他并

不在乎冲突结束的方式是否会损害乌克

兰的利益，也不在乎这是否会为未来再次

出现冲突埋下隐患。

一位匿名分析人士对美国媒体表示，

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通过切断军事援

助和情报支持等方式迫使乌克兰低头。

美国国防部前高级官员塞莱丝特·沃兰德

认为，若美方切断所有援助，会极大限制

乌方的作战能力，但如果欧洲选择继续支

持乌克兰，俄乌冲突或不会很快结束。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称，特朗

普似乎正在颠覆美国政界长期以来颇具

共识的对俄立场，这或许是“二战以来

最显著的地缘政治调整”。美国《华尔街

日报》评论说，“疏远盟友，靠近对手，

特朗普似乎正在放弃美国过去数十年来

的外交政策”。

（综合新华社北京2月20日、新华
社华盛顿2月19日电）

特朗普“开火”泽连斯基
美政策会否重大转变

2024年
12月7日，法
国总统马克
龙（中）与美
国当选总统
特朗普（右）
和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
会晤后走出
爱丽舍宫。
新华社发（亨
利·施瓦茨摄）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法国总

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19日召集十几个

欧洲联盟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

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就乌克兰和平进程

商讨共同立场。

马克龙17日召集多个欧洲大国紧急

讨论该议题。一些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中

东欧国家对于未受法方邀请感到不满，认

为这有违欧盟传统。

欧美舆论认为，围绕如何结束俄乌冲

突，美国和俄罗斯已然坐上“大人桌”，只

能坐“小孩桌”的欧洲大国、欧盟成员国之

间犹自分裂。

大国有分歧

美俄两国高级代表团18日在沙特阿

拉伯举行双边会谈，没有邀请乌克兰或其

他欧洲国家。马克龙则于17日在法国首

都巴黎召集欧洲大国领导人自行会商，其

中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早已退出

欧盟的英国。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2日与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通电话以

来，美国绕开欧洲和乌克兰搞“越顶外

交”，令欧洲担心在俄乌和平谈判中被边

缘化。马克龙因而召集这场紧急会议，讨

论欧洲如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如何

增加防务开支，以及如何在美国外交转向

后应对所谓俄罗斯威胁。

对比美俄会谈和马克龙召集的欧洲

大国峰会，一些欧洲舆论并不客气。英国

《金融时报》直接在标题中援引德国最大

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

帕佩格的话，称欧洲坐上了“小孩桌”。

帕佩格在《金融时报》18日刊登的专

访中说，特朗普试图把欧洲排除在结束俄

乌冲突的谈判之外，这应怪欧洲自身，缘

由是欧洲过去几十年对国防投入不足。

“如果你不投资，不强大，他们就会把你当

孩子对待。”

“如果大人们吃饭，孩子们就不得不

坐另一张桌子。美国正同俄罗斯谈判，但

没有欧洲人坐在谈判桌上。很明显，欧洲

人就是孩子。”

只是，欧洲大国17日在巴黎会商约

三个半小时，没能就乌克兰问题和欧洲集

体安全面对“特朗普冲击”找到解决方

案。最大分歧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

提议向乌克兰派维和部队，德国、西班牙、

意大利等国反对。

多国不满意

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以欧盟轮值

主席国领导人身份参加17日峰会，称会

议“把最大的和参与国际及地缘政治事务

最多的欧洲国家聚集在一起”。

一些欧盟官员披露，一些欧洲国家认

为法方只是选择性邀请欧洲大国，而不是

举行一场欧盟全体成员国参加的峰会，因

而不高兴。

法方没有邀请西方视为对俄罗斯友

好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斯洛伐

克总理罗贝尔特·菲佐。欧盟成员国中对

俄罗斯态度最强硬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等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罗马尼亚、捷克同样

被排除在外。

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几名出自欧洲议会中右翼欧洲人

民党阵营的欧盟国家总理对于未获邀参

加17日的巴黎会议感到恼火，18日在一

场视频会议上直接向欧盟委员会主席乌

尔苏拉·冯德莱恩表达不满。

马克龙19日下午邀请19个没有参

加17日会议的国家以线上线下混合方式

会商。据爱丽舍宫介绍，与会国家包括波

罗的海三国、芬兰、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等欧盟成员国，以及没有加入欧盟的冰

岛、挪威与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加拿大。罗

马尼亚临时总统伊利耶·博洛让和卢森堡

首相吕克·弗里登到巴黎现场参会。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作为欧盟和北约

双重成员国，依然未获邀请。

欧盟靠边站

按照爱丽舍宫一名官员的解释，马克

龙一开始只召集少数国家紧急会商，是

“出于可行性等原因”。相关讨论将“与有

限数量的合作伙伴开始，然后可能……与

其他国家继续进行”。

马克龙邀请了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

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参加17日的会

议，但这两名欧盟领导人仅是嘉宾，并非

会商的牵头人。

《政治报》报道认为，法国等欧盟大国

抛弃了欧盟对于成员国达成一致的传统

渴望，相当于让欧盟靠边站。这不是欧盟

政治应有的方式。

《政治报》认为马克龙在组织一个“受

邀者联盟”，这不是欧盟大国遇到大事时

第一次放弃欧盟议事程序。从这个角度

说，欧盟一直是分裂的。

智库“变化欧洲中的英国”主管阿南

德·梅农说，早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签

署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就对德国、法国、英

国代表欧洲感到不满。

在梅农看来，问题一直是：“你邀请

谁，不邀请谁？”“我本以为让所有人聚在

一起达成一致，然后决定谁在乌克兰问题

上承担重任，会更有意义。”他认为，“巴黎

模式”是一种“相当分裂”的方式。

《政治报》认为，即使马克龙的“受邀

者联盟”最终设计出一项共同战略，可能

也为时已晚，原因包括国防采购需要数

年。在梅农看来，欧洲为应对特朗普第二

任期该做的准备本应在其“第一任期就开

始”。 （胡若愚）

上了“小孩桌”欧洲犹自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