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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根據白宮發布的聲明，此次通話是應拜登要
求，討論成立 「AUKUS」 及美英幫助澳洲建造
核動力潛艇一事的影響。白宮稱，兩國領導人決
定展開更深入的磋商進程，將於10月底在歐洲舉
行會晤；外界猜測可能是在羅馬舉行的G20領導
人峰會期間。而馬克龍也決定，此前被召回的法
國駐美大使將於下周返回華盛頓，與美國高級官
員展開 「密集的工作」 。

外媒評價兩極
白宮官員早前表示，拜登對巴黎的過激反應

感到驚訝，希望通過通話為事件降溫。白宮22日
形容30分鐘的通話氣氛 「友好」 ，還特意公布了
拜登面帶微笑與馬克龍通話的照片。外媒則評價
不一，美聯社稱，美法之間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分
歧似乎正在彌合。《紐時》則認為，美法關係似
乎仍在谷底，未見改善。

Politico等美媒注意到，美法聲明各有表
述，耐人尋味。法國的聲明更直截了當地指出，
「兩國領導人同意，為了避免類似風波再發生，
在有關法國和歐洲夥伴的戰略利益問題上，必須
公開諮詢盟友」 ；但白宮聲明只寫到類似的 「諮
詢對雙方皆有利」 。

白宮避提道歉
此外，外界十分關注拜登是否在通話中向馬

克龍道歉。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在22日的記者會
上，對這一提問不置可否，只表示拜登認為在宣
布建造潛艇前 「本可以進行更多磋商，正如我之
前所說的，這是一次友好的通話。」

儘管白宮對拜登是否直接道歉避而不答，但
CNN認為，美方的表態已屬 「罕見」 ，即使是間
接 「認錯」 ，也是一個信號，表明十分重視這一
外交爭端。BBC分析，這是美國人典型的 「非道
歉式道歉」 ：為 「缺乏磋商」 道歉，而不是為成
立 「AUKUS」 道歉。

反觀法國方面，馬克龍最近並未公開評論這
一外交風波，愛麗舍宮在當天通話前曾表示，馬
克龍期待拜登在通話中作出 「澄清和承諾」 。消
息人士透露，拜登和英國首相約翰遜、澳洲總理

莫里森6月在英
國舉行的G7峰
會上敲定了協
議的最後一
些細節，而
在同一天，拜
登也和馬克龍
舉行會晤，兩人
在海邊互搭肩膀、
親密交談，但拜登從
未提及潛艇交易一事，這
讓馬克龍感到特別生氣。不過，一些美國官員稱
法國對潛艇交易的反應過於戲劇化，認為這是馬
克龍為明年競選連任使出的招數。

法澳仍未通話
相比美法，法國和澳洲之間的關係更為

惡劣。愛麗舍宮表示，尚未就被召回的法國
駐澳大使作出進一步安排，馬克龍目前也
沒有與莫里森通話的安排。莫里森22日表
示，他曾試圖安排與馬克龍進行對話，
但仍沒有成功，他理解法國的失望，會
耐心等待 「合適的時機」 。

原本接受澳洲委託建造潛艇的法
國海軍集團23日表示，將在近幾周寄
送 「詳細且精算過的賬單」 給澳
洲，希望澳方支付毀約所需的費
用。

海軍集團負責人波姆萊說，
澳洲宣布終止合約前，法方完全
不知情，這是 「從未見過的蠻
橫」 。

澳洲2016年同意採購12
艘法國海軍集團製造的柴電
動力潛艇，當時這項金額達
365億美元的交易被稱為
「世紀合約」 ，後來重新

估價，更高達656億美
元。法國國防部稱澳洲
毀約等同 「背叛」 。

澳洲違反天價合約 法擬寄索償賬單
【大公報訊】綜合CNN、美聯社、

BBC、《紐約時報》報道：美國總統拜
登與法國總統馬克龍22日進行了 「潛艇
訂單」 風波以來的首次通話。白宮與愛
麗舍宮其後發表聯合聲明，指兩國領導
人下月底會在歐洲會面，被法國召回的
駐美大使亦會在下星期返回華盛頓。不
過，對於拜登是否向馬克龍道
歉一事，白宮不置可
否，僅表示拜登
承認在有關美
英 澳 聯 盟
「AUKUS」
的問題上，
各方本可以
更妥善地處
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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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憂淪軍備競賽犧牲品

約翰遜火上澆油 籲巴黎控制情緒

▲澳洲皇家海軍柴電混合動力潛艇 「西恩」 號。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
報》報道：美英澳宣布合力打造
核動力潛艇後，不僅激怒被 「截
胡」 的法國，也讓東南亞國家憂心
陷入區域內大國軍備競賽的窘境，
而他們卻無從置喙。

《紐時》指出，印度、越南和新
加坡都在增加國防開支，日本也傾向
加碼。美英澳洲15日宣布合作建造核動
力潛艇，首艘潛艇至少10年內不會下
水，但三方的宣布立即引發了地緣政治
的軒然大波。印尼外交部立即表示 「對持
續的軍備競賽表示關切」 ，馬來西亞也表
示擔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則希望美英澳
「這一夥伴關係應為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做出

建設性的貢獻。」

前印尼駐美大使賈拉爾稱： 「現在的情況
是，三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在印太地區兜售軍
火生意，且令人擔心的是，這將引發一場不合
時宜的軍備競賽，這個地區現在與將來，都不
需要這種競賽。」

悉尼洛伊研究所東南亞項目主任布蘭德表
示，許多東南亞國家擔心， 「美國及像澳洲這
種盟友採取日益尖銳的做法，將導致東南亞局
勢升溫、而區域內各國聲音卻被無視的惡性循
環。」

印度媒體23日引述白宮官員稱，雖然與澳
洲同為 「四方安全對話」 （QUAD）的成員，
但日本和印度將不會被納入由美英澳聯盟
「AUKUS」 。美國總統拜登將於24日在白宮
主持首次 「四方安全對話」 領導人面對面峰
會。

【大公報訊】綜合《衛報》、路透社
報道：英國首相約翰遜22日在白宮會見美
國總統拜登後，再度就持續僵化的英法關係
表態。與此前頻頻示好不同，約翰遜當天暗
示法國反應過度，是時候擺脫對 「潛艇交
易」 的憤怒了，還用法語要求法國人 「自我控
制」 。

約翰遜22日在美國國會大廈外接受採訪時
說： 「我世界各地親愛的朋友們，是時候自我控
制一下，放過我吧。」 約翰遜提及「自我控制一
下」及「放過我吧」時用的是法語字面直譯。他又指，
美英澳成立「AUKUS」「是全球安全的重要一步。」

法國早前分別召回駐美及駐澳大使，但未有召
回駐英大使。法外交部長勒德里昂稱英國 「永久機會
主義者」 的角色人盡皆知，英國在潛艇交易中是 「馬
車的第五個輪子」 。媒體分析指約翰遜的最新表態將進
一步激怒法國，有法國外交官員指，已收到指示短期內
減少與英國的接觸。法國歐洲事務部長博納23日表示，

在解決英國脫歐後的捕魚權問題上，已經失去耐心。
此外，媒體注意到，約翰遜與拜登22日會晤時，兩人

都戴着口罩。但英媒指出，約翰遜上周在國內與27位部長
和8位顧問緊挨着坐在一起時，席間無人佩戴口罩，質疑
其行為前後不一。

▲白宮22日公布美國總統拜登面帶微笑與
法國總統馬克龍通話的照片。 路透社

▲美國總統拜登（右）21日在白宮與英國首相約翰遜會
晤。 美聯社

拜登馬克龍通話拜登馬克龍通話 美法關係難轉圜美法關係難轉圜

每年9月的紐約格外熱鬧，一年一度
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總能吸引世界
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前來這裏。

儘管聯合國分配的演講時間只有幾
分鐘，但各國首腦總是不失時機地把自
己最想闡述的立場通過這個舞台傳遍世
界，所以不時有一些精彩的語言和思想
閃爍在紐約東河上空，只可惜這些思想
更多地停留在紙面上，正因為如此，人
們把聯合國稱為 「清談館」 也是入木三
分。

拜登作為美國元首，第一次登上聯
合國舞台，自然是希望扳回特朗普給各
國留下的壞印象，回歸 「多邊主義」 成
了拜登演說的主基調之一，他列舉了美
國重回世界衞生組織和《巴黎協定》，
明年也準備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此
外，國際社會的合作與團結也成了他演
講的關鍵詞，拜登稱， 「即使我們在其

他領域存在嚴重分歧，美國也準備與任
何願意尋求和平解決共同挑戰的國家合
作，因為如果我們不齊心協力應對諸
如新冠疫情、氣候變化之類的緊迫威
脅或核擴散等持久威脅，我們都會承
受失敗的後果。」 拜登的調門及重返
世界領導地位的興趣顯然要比特朗普
大得多。

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在特朗普任
期內，巴西總統博索納羅能夠成為海湖
莊園的座上客，而輪到拜登執政，博索
納羅只能在紐約大街上 「覓食」 。特朗
普已經在野9個月，而博索納羅在總統的
大位上依然我行我素，即便沒有接種疫
苗也要堅持參加聯大一般性辯論，即使
因為沒打疫苗被紐約的餐廳拒之門外，
要在街邊啃披薩，也在所不惜。他聲
稱，自己已經感染過新冠，體內有強大
的抗體，對英國首相約翰遜勸他打疫苗
的建議不屑一顧。博索納羅帶着自己的
部下見了不少國家元首。而醫生出身的
衞生部長雖然已經打了第一針，但這次
還是測出了新冠陽性，美國總統、英國
首相都成了密切接觸者，不過，這些首

腦們該幹啥還幹啥，穿梭外交絲毫不受
影響。

拜登的外交因阿富汗撤軍問題而陷
入被動，而聯大的開幕給了他補救的機
會。這幾天，拜登正不遺餘力地展開
「小圈子外交」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9月
24日在華盛頓召開的 「美日澳印四方安
全對話」 峰會。這是四國領導人第一次
湊在一起舉行會議，也算是拜登為美國
的印太戰略立了一個坐標。據報道，四
國會後將發表聯合聲明，核心是要維護
「海洋秩序」 ，這個秩序是什麼貨色，
人們正拭目以待。

「偽多邊主義」 最近談得比較多，
也很有針對性，劍指拜登拉幫結夥、搞
小圈子的一面，多邊主義的旗幟成了美
國單邊主義的遮羞布。拜登這一次在聯
大重申， 「美國不會發動新冷戰」 ，號
召國際社會團結，聲稱未來10年很關
鍵， 「世界正處於新的歷史轉折點」 ，
這直接關係到世界走什麼道路，是民主
還是專制？話裏話外若有所指。雖然拜
登通篇講話沒有中國的字眼，但中國所
轄的新疆還是 「躺槍」 ，新疆與埃塞俄

比亞北部地區被列在一起，凸顯了美國
在人權問題上慣有的指手畫腳和雙重標
準。

聯合國的誕生，是人類用兩次世界
大戰的沉痛教訓及數千萬人的生命換來
的，它阻止了熱戰，卻沒能防止冷戰，
美蘇兩國很快從二戰的盟國走向了對
立，全世界深受其害。以維護和平與安
全為己任的安理會，從一開始就被玷
污，其工具性也被美蘇兩國放大到了極
致。

新冠疫情這一頁尚未翻過，頻繁的
極端天氣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活生生地呈
現在世人的面前。76年前，聯合國制訂
的憲章與原則顯然是人類發展的一大進
步，理所應當得到遵守。當然，隨着時
代的變遷及互聯網的加速發展，一些規
則需要修改、完善和重新制訂，但不
能由美國等幾個國家搞出來，然後強
加於人。多極化的世界不再由美國一
家說了算，亞太地區更不能由盎格魯
─薩克遜人說了算。基於此，中國政府
多次強調， 「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就
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

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
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
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 。這是中美規則之爭的核心要義，
體現了聯合國的王道，更是中國的王
道。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聯大辯論
開幕之際警告， 「美中兩國要避免陷入
冷戰」 ，他懇請 「兩個有重大影響力的
國家修復完全失調的雙邊關係」 。這既
是世界的普遍期待，也符合中美兩國人
民的根本利益。

不管怎麼說，拜登這次聯大講話，
沒有直接點中國的名，也算是一大進步
（當然遭到了共和黨大佬的指責），在
世人面前不想背負打 「新冷戰」 的包
袱，這對緩和中美緊張關係當然是件好
事，為接下來中美首腦各種形式的互動
創造了最基礎的氛圍。拜登把 「重建更
好美國」 這句競選口號微調成了 「重建
更好世界」 ，但願美國能洗心革面，從
終結阿富汗戰爭開始邁出正確的一步，
不再到處折騰的美國，世界一定會變得
更加美好！

拜登首次聯大演講收斂對中國的指責
周
德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