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2018年1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高 杰8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新华社记者 邵 杰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21日宣布，土

耳其军队当天上午已越过叙利亚边境，在
叙北部阿夫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击叙
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有意在
该地区建立纵深30公里的安全区，阻隔叙
利亚库尔德武装与本国库尔德分裂势力之
间的串联。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在叙境内采取此
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有“敲山震虎”的意
味，既打击叙北库尔德武装，遏制分裂势
力，又反制库尔德武装背后的支持者美国。

谋划已久

叙利亚持续动乱的局面下，土耳其早
就提出在土叙边界建立纵深 30 公里安全
区，防止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库尔德武装
力量渗透、影响土耳其。虽然没有得到美
国的支持，土耳其并不愿放弃这个计划。

据报道，土耳其为这次代号为“橄榄枝
行动”的军事行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准备。
在土空军和炮兵部队支援下，预先在土叙边
界北侧集结的叙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
军”的1万多名武装人员首先对阿夫林发动
攻击。土耳其军队随后进入该地区。

阿夫林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紧
邻土耳其边界，由叙反政府武装“叙利亚
民主军”的主要派别“人民保护部队”控

制，当地居民也以库尔德人为主，却是孤
悬于“叙利亚民主军”在叙东北部建立的
主要根据地之外的一块飞地。

2012 年，即叙利亚陷入内乱的第二
年，叙政府军为收缩兵力以保护首都大马
士革和其他重要城市，从阿夫林撤军。该
地区随即落入“人民保护部队”之手。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
拉克崛起之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大力扶持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库尔德分离组
织一些人员也趁机进入叙利亚境内加入当
地库尔德武装，企图通过分裂叙利亚达到

“曲线建国”的目的。

软肋与绳索

本月14日，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宣布，正在和“叙利
亚民主军”共同组建一支新的民兵武装，
以维护叙边境地区安全。就在同一天，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在“数天内”
在阿夫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叙境内

“恐怖组织”。
美土两国几乎同时宣布上述消息，不

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更凸显出两国在库尔
德问题上的不同利益考量。美国希望通过
在叙东北部建立所谓“边境安全部队”，一
方面维持其在叙利亚的长期军事存在，另
一方面则要在库尔德问题上牵制土耳其，

防止土耳其在努力实现地区大国抱负的过
程中与西方国家分道扬镳。

长期以来，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土耳其
的一个软肋，也是西方国家拴住土耳其的
一条绳索。虽然土耳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
军事力量等方面在中东地区相当亮眼，但
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威胁土国内安全与稳定
的严重问题。

西方国家在利用库尔德问题对付土耳
其方面可谓得心应手。一方面，西方国家
以在北约框架内保障土耳其安全、考虑让
土耳其加入欧盟等“口惠”，让土耳其为西
方利益服务；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长期
向被土政府通缉的库尔德分离组织头目提
供庇护，对土耳其频繁遭受恐怖袭击态度
冷漠，还对土政府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的
行动说三道四，使得土耳其在处理库尔德
问题时束手束脚。

力争摆脱束缚

埃尔多安当政以来，为实现土耳其的
中东大国抱负、让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作出了巨大努力。

土政府深知，土耳其要想实现完全独
立自主，就必须摆脱西方国家在库尔德问
题上对土耳其的束缚。为此，土耳其必须
变被动为主动，让西方国家在库尔德问题
上失去着力点。

因此，尽管美国宣布要在叙东北部建立
所谓“边境安全部队”，相当于公开宣示要把
当地库尔德武装置于美国保护之下，但是土
耳其依然如期发动“橄榄枝行动”。如果这次
军事行动进展顺利，那么土耳其就将单方面
启动在叙境内建立安全区的计划。

实际上，土耳其争取实现大国抱负的
措施绝非仅此而已。为改变土耳其在中东
的孤立状况、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土政
府多年前就推出了“零问题”外交政策；
为改善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关系，土耳
其政府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建国主张，
并为此不惜牺牲它与以色列的关系；为在
俄美之间实现平衡，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叙
利亚问题上展开合作，并打破常规斥巨资
购买俄罗斯武器。

在去年6月发生卡塔尔断交风波之后，
埃尔多安亲自出马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
进行斡旋，以争取阿拉伯民众对土耳其的
好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土耳其召集伊斯兰
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特别首
脑会议反制美国决定，增强土耳其在中东
事务中的影响力。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土耳其“敲山震虎”意在摆脱西方掣肘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有“铁娘子”之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恐怕没想到，挺过极端民粹主义冲击赢得
大选后，在组阁问题上却遭遇如此多的波
折和煎熬。好消息是，经过近4个月马拉松
式沟通谈判，默克尔终于看到隧道尽头的
一丝亮光——社民党在21日的特别党代会
上表决同意该党正式参与组阁谈判。

默克尔因组阁不顺而备受煎熬，大致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去年9月大选中其领
导的联盟党得票率低于预期；二是与自民
党和绿党的组阁谈判失败。但追根溯源，
还是让德国和欧洲饱受冲击的难民危机惹
的祸。难民危机爆发之前，默克尔在应对
欧债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长袖善
舞，德国经济在欧洲也一枝独秀，舆论普
遍认为其连任总理不成问题。

而今，迟迟难以组阁使默克尔的支持
率大跌。德新社最近民调显示，近一半德
国人希望默克尔在2021年下一届大选前辞
职，只有 36％的人希望她干满 4 年。德国

《明镜》 周刊甚至用“默克尔主义的终结”
的文章唱衰“铁娘子”执政前景。德国政
治学家弗兰克·德克尔说：“组阁失败可能
同样意味着她的政治生涯终结。”

默克尔总理任内，联盟党与社民党曾两
度组成“大联盟”政府，但社民党在去年大选
前后数次表态拒绝再与联盟党携手组阁。此
番两党再度携手各有苦衷。一方面，默克尔
明确表态不赞成“少数派”政府这一选项，只
会选择重新大选；另一方面，社民党的民众支
持率最近跌入历史新低，重新大选的结果可
能会更糟。所以，社民党此番回心转意，初步
同意与联盟党携手，虽是“强扭的瓜”，但起码

比“竹篮打水”要好得多。
深层次看，“铁娘子”目前所受的煎熬

折射出德国政治生态正发生深度嬗变。以
难民危机为导火索，极端民粹思潮冲击了
以经济富足、社会和谐、政治稳定著称的
德意志大地。去年大选中，反移民的民粹
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一跃成为第三大党，
进一步侵蚀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党的政治
地位，社民党则遭遇 1933 年以来最惨败
绩。接下来，德国政治生态如何演进，对
整个德国社会都是一场大考。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铁娘子”的煎
熬在一定程度上也拖累欧洲政治。近几年
来，德国经济在欧洲“一枝独秀”，默克尔
在应对欧洲面临的一系列危机时也表现不
俗，英国 《金融时报》 曾赞誉默克尔是

“西方衣钵的继承者，欧洲最后一位还站着

的领导人”。然而，“铁娘子”的“跛足”
让欧盟政治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各国都
在张望柏林。正因为如此，欧洲各国领导
人都对默克尔推动的组阁谈判取得突破表
示欢迎，希望德国政局的稳定能为欧盟接
下来的关键改革扫除障碍。

当然，正式启动组阁谈判并不意味结
果板上钉钉。但在面临大考的当下，联盟
党与社民党的抱团取暖，既是彼此所需，
也是治疗德国政治瘫痪的一剂良药，更有
望成为激活欧盟改革的一把钥匙。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默克尔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新华社德黑兰1月21日电
（记者 马 骁 穆 东） 伊朗
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说，希望
土耳其立即终止在叙利亚阿夫
林发起的军事行动，避免叙北
部危机进一步恶化。伊方正密
切关注土耳其在叙军事行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西米
在声明中说，伊方强调应保证
叙利亚领土完整，尊重叙利亚
主权，避免人道主义危机继续
恶化。

卡西米表示，希望土耳其
作为旨在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阿
斯塔纳进程当事国之一，恪守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
的承诺，特别是在阿斯塔纳和
谈框架下继续扮演建设性角
色。

卡西米认为，包括美国在
内的部分国家的不负责任、挑
衅性的干涉行为，是叙利亚危
机恶化根源。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日
宣布，土耳其军队已开始对叙

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阿
夫林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以打
击当地库尔德武装。分析人士
指出，美国近期决定在叙境内
组建以库尔德人为主的“边境
安全部队”是引发土耳其此次
军事行动导火索。

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14日宣
布，将和库尔德武装主导的

“叙利亚民主军”在叙东北部
共同组建一支民兵武装，以维
护叙边境地区安全。该军事力
量 将 部 署 到 叙 北 部 和 东 部

“叙利亚民主军”控制区与土
耳其、伊拉克交界地带以及
幼发拉底河沿岸。此举随即
遭到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强
烈谴责。

去年以来，在俄罗斯、土
耳其和伊朗三方推动下，叙利
亚问题有关各方在哈萨克斯坦
首都阿斯塔纳先后举行了多轮
会谈，旨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
机。

伊朗呼吁土耳其
立即终止对叙军事行动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
月22日电 俄罗斯 《生意人
报》22日援引俄外长拉夫罗夫
的话报道说，美国企图施压让
俄改变外交政策是不会有结果
的。

拉夫罗夫在接受《生意人
报》采访时说，俄罗斯外交政
策在俄国内受到广泛支持，美
国通过向俄精英和商界人士施
压的方式企图让俄改变外交政
策是不会有结果的。他表示，
莫斯科从不寻求对抗，美对俄
制裁完全站不住脚，也不会达
到目的。

谈到俄美关系，拉夫罗夫
说，尽管美国对俄推行史无
前例的侵略性政策，俄关于
改善俄美关系的提议仍然有
效。

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必
须尊重俄罗斯的“红线”，即
俄联邦的边界。西方政治家应
该明白，即使是冷战时期，这
条“红线”也得到了尊重。

特朗普去年 8 月 2 日签署
了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
鲜三国的制裁法案。根据该法
案，美国将以俄罗斯涉嫌干涉
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和乌克兰
危机等为由，追加对俄相关个
人和实体的制裁。

有俄媒体日前报道称，美
国将于近期追加新的对俄制
裁，可能涉及接近俄权力高层
的50名商人及其亲属。俄罗斯
外交部已多次表示，一旦美国
对俄追加新的制裁，俄将采取
对等措施，这是俄罗斯被动的
选择。

俄外长：

美施压让俄改变外交政策不会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