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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西班牙和爱尔兰三个欧洲国
家22日分别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与
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戏剧性一幕是，美国
方面表示支持“两国方案”，但需通过巴
以双方直接谈判实现，而非他国单方面
承认。此外，美国还威胁要制裁申请向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逮捕令的国
际刑事法院。

自从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以来，多个欧洲国家已就巴以问题
发出了不同于美国的声音。挪威、爱尔
兰和西班牙的最新决定会引发更多欧洲
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吗？欧洲和美国在
巴以问题上的分歧会进一步加剧吗？

会推倒“多米诺骨牌”吗？

挪威、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加沙地带战
事一再延宕的情况下宣布承认巴勒斯坦
国，可以说是在停火无望、人道主义危机
愈演愈烈之下迫不得已打出的一张牌。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承认巴勒斯
坦国时说，这一决定“不针对以色列人”、
旨在支持“和平、正义和道德的一致性”。

结合自己国家独立的历史，爱尔兰
总理哈里斯当天说：“这个决定有着强有
力的政治和象征意义。”

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告诉媒体，挪威
数十年来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明白承认
巴勒斯坦国“是一张只能出一次的牌”。
他说，以前以为只有在巴以和平进程结
束时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现在，我们
意识到，承认（巴勒斯坦国）应该成为动
力、推动（和平）进程。”

西方媒体认为，在巴以问题上，挪威
的表态格外有分量，因为在1993年巴以
和平进程达成里程碑意义的《奥斯陆协
议》时，挪威发挥了作用。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就是在该协议基础上成立的。

欧盟研究人员沙达·伊斯兰认为，未
来几周内，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等欧洲
国家很可能会承认巴勒斯坦国。斯洛文
尼亚内幕新闻网2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
说，相比美国，欧洲距离中东等冲突地区

更近，地区冲突对欧洲和平、稳定和经济
影响更大，例如难民涌入。这些因素导
致欧洲和美国分歧日益扩大，也将推动
欧洲在外交政策决策中更强调独立性。

美国坐不住了

与欧洲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形
成戏剧性对比的是美国的拉偏架做法。
近期，国际刑事法院一名检察官申请向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逮捕令，引
发了美国的激烈反应。

除了内塔尼亚胡，国际刑事法院英
国籍检察官卡里姆·汗申请向以国防部
长加兰特，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三名领导人发布逮捕令，因
为他们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国际刑事法院是西方主导的议题设
置机构。自2002年设立以来，这是该法
院罕见地针对西方支持的政府首脑采取
行动，遭到美国强烈谴责。这件事本身
就折射出美西方发生“内讧”。

在欧洲，法国、比利时和斯洛文尼亚
等国发表声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决
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还包括一向坚
定支持以色列的德国。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杰说，
虽然不少欧洲国家对此持谨慎态度，但
一旦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内塔尼
亚胡到欧洲访问就将受到限制。例如，
德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方之一，一
旦逮捕令发出就有执行义务。哥廷根大
学国际刑法和国际法教授凯·阿莫斯接
受德媒采访时说：“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不
邀请内塔尼亚胡并建议他不要来德国。”

欧美分歧加大

在如何承认巴勒斯坦国、如何看待以
色列军事行动等相关问题上僵持不休的
情况下，美欧之间就巴以冲突的分歧势必
越来越大。以法国为例，宣布承认巴勒斯
坦国的欧洲国家虽然没有法国，但法国外
交部长塞茹尔内22日说，这对法国并非

“禁忌”话题，只是时机未到而已。本月
10日，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
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
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
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在这次表决中，法国
就做出了不同于美国的选择，投了赞成
票，美国投了反对票，英国弃权。

《纽约时报》认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
事国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
大国，美英法三国在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
问题上立场不同，这进一步表明，美国和
欧洲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不少欧洲人士也对美国的做法感到
失望。瑞典在2004年就承认了巴勒斯
坦国，时任瑞典外交大臣玛戈特·瓦尔斯
特伦22日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说，对
多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持积极
态度，至于要实现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宣
扬要达到的结果，感觉比任何时候都遥
远。 据新华社

哥伦比亚将在巴勒斯坦设使馆

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路易斯·希尔韦
托·穆里略22日宣布，总统古斯塔沃·佩
特罗·乌雷戈已下令，在约旦河西岸城市
拉姆安拉设立哥伦比亚驻巴勒斯坦大使
馆。拉姆安拉是巴勒斯坦政府驻地。

穆里略说，他相信很快会有更多国
家在联合国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

新一轮巴以冲突去年10月爆发后，
佩特罗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
地带的军事行动。同月底，以色列宣布
暂停对哥伦比亚出口防务装备，并召见
哥伦比亚驻以大使，以抗议佩特罗批以
言论。哥方随即宣布召回驻以大使。

佩特罗本月1日宣布哥伦比亚与以
色列断绝外交关系，指认以方在加沙地
带的军事行动为“种族屠杀”。

在其他拉美国家中，玻利维亚去年
10月底宣布与以色列断交，智利和洪都
拉斯已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据新华社

巴勒斯坦安全部门人士23日说，在结束为期3天的军事行动后，以军当天撤
离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图为一名男子经过建筑废墟。 新华社发

唐纳德·特朗普22日迎来重要“利
好”：美国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前常驻联
合国代表妮基·黑利当天发表退选后的首
次公开讲话，表示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

“我将（在今年11月总统选举时）为
特朗普投票。”黑利当天在位于华盛顿的
哈得孙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

她同时重申退出共和党初选时的说
法，即特朗普的“明智”之举是争取先前
把票投给她并继续支持她的选民，而不
是认为这些选民自然而然会转投特朗
普。“我真心希望他会这样做。”

黑利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曾任美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而在今年初举行的
几场共和党初选中与特朗普刻薄互怼。
因在选战中鲜有胜绩，黑利3月宣布退
选，此后一直未“背书”特朗普。她22日

的表态被美联社称为“值得注意的支
持”，是“共和党几乎完全巩固对特朗普
支持的又一信号”。

法新社报道，黑利虽然已退选两个
多月，却继续获得数量“显著”的共和党
选民支持，说明仍有“相当多”共和党选
民不愿支持特朗普。

在先前初选中支持黑利的选民大多立
场温和，被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竞选
团队视作应尽力争取的“摇摆票仓”。要求
匿名的知情人士向美联社披露，拜登竞选
团队正“安静”筹划面向“战场州”数以十万
计黑利支持者进行拉票的活动。

黑利22日说，特朗普在外交、边境
和债务等方面的政策“不完美”，但拜登

“一直是灾难”。
拜登竞选团队当天表示将继续争取

黑利的支持者。团队媒体总监迈克尔·
泰勒发表声明说，对“数以百万计”没有
在初选中把票投给特朗普的共和党选民
而言，“一切都未改变”，唯一与他们共享
价值观、且每天都努力争取其支持的总
统竞选人是拜登。

特朗普竞选团队22日未就黑利宣
布“背书”置评。虽然特朗普本月11日
明确表示不考虑选择黑利为竞选搭档、
即副总统候选人，但美国媒体认为，如果
黑利真的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分
流中间选民，对拜登不利。

美联社报道，黑利近期以加入哈得
孙研究所这家保守派智库的方式重新现
身政治圈。如果今后打算再次竞选总
统，她需要在初选阶段获得特朗普支持
者认可。 据新华社

在巴以问题上美欧为何出现戏剧性分歧？

特朗普终获黑利“背书”

新华社德黑兰5月23日电 伊朗政
府22日在德黑兰为总统莱希、外长阿卜
杜拉希扬、东阿塞拜疆省省长拉赫马提
等直升机事故遇难人员举行集体葬礼。

当天，悲伤的情绪弥漫在整个德黑
兰，日常繁忙的街道上行人寥寥、店铺歇
业。记者看到，城市到处都摆放着莱希、
阿卜杜拉希扬等人的遗像。

庄严的葬礼在德黑兰大学校园内举

行，数万伊朗民众参加，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在现场进行祷告。

葬礼祈祷结束后，遇难人员的遗体
从德黑兰大学转移至自由广场。街道
两旁，人们手持莱希等人的遗像，致以
哀悼。

带着儿子参加葬礼的德黑兰市民阿
里抽泣着说，他至今感到震惊，不相信失
去了爱戴的总统。

“莱希一直在为人民服务，并在为人民
服务的过程中罹难，”带着小女儿参加仪式
的中年女士比塔说，“我感到深切悲痛。”

莱希的遗体将于23日安葬在他的
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

莱希等人所乘直升机19日在伊朗
西北部山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伊朗政府20日宣布举行为期5天的全
国哀悼。

伊朗为已故总统莱希等举行集体葬礼

美军：
B-21轰炸机

预计几年内可列装
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22日说，

美国空军新一代B-21“突袭者”轰炸
机的飞行测试进展顺利，正朝着成为
主力轰炸机的方向迈进，预计2020
年代中期可以列装。

这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军
基地当天发表声明说，自2022年12
月2日首次公开亮相以来，B-21轰炸
机一直在该基地进行飞行测试，“在
成为美国空军轰炸机主力机型的道
路上持续取得进展”。

声明说，B-21轰炸机预计将于
2020年代中期服役，生产目标为至少
100架。

B-21 由美国军工巨头诺思罗
普-格鲁曼公司研制，去年11月首次
试飞。美国方面称它是全球首款第
六代军用机。它的外观与美国空军
现役B-2隐形轰炸机相似，都为飞翼
造型。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说，
B-21采用新一代隐身技术，采取开
放系统架构，便于升级，可执行常规
和核打击任务。

美国空军打算采购至少100架
B-21轰炸机。按照2023年价格计
算，每架造价超过7亿美元。

据新华社

同步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