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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中的西方道德潔癖不過是偽裝

周
德
武

世界
4月18日，土耳其趁着俄烏戰爭之亂

對伊拉克北部地區庫爾德工人黨武裝進
行了突襲，西方主流媒體集體噤聲，好
像這個世界的戰事只有烏克蘭，被導彈
炸死和槍炮打死的只有可憐的烏克蘭
人。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是21世紀以來
的最大地緣衝突，歐洲國家對俄羅斯的
恐懼感陡增。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站
在道德制高點上，對俄羅斯破壞國際
法、踐踏他國領土主權的行為予以強烈
譴責，並施以最嚴厲的制裁，表現出罕
有的 「道德潔癖」 。

可是同樣的軍事行動發生在北約盟
國──土耳其身上，這些國家的反應就
完全換了一副面孔。土耳其這次越境轟
炸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絕對構成了

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雖然它以反恐的
名義進行。庫爾德人鬧獨立一直是土耳
其的心頭大患，前些年，土耳其政府乾
脆宣布庫爾德工人黨為 「恐怖主義組
織」 ，所以時不時找點理由收拾一下。
這次俄羅斯也以 「反新納粹」 和 「去軍
事化」 之名出兵烏克蘭，而且馬里烏波
爾市也確實藏有不少 「亞速營」 成員。
但西方認為這個理由根本不成立。

土耳其作為北約的成員國，埃爾多
安總統在這個時點對盤踞在伊拉克的庫
爾德武裝進行清剿，也是充滿了算計。
在戰爭問題上，西方國家表現的唯一差
別是，對土耳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
對俄羅斯則大加討伐，甚至上升到民主
與專制之間世紀大決戰的高度。

自民族國家誕生以來，國際法的一
個重要基礎就是尊重各國之間的主權與
邊界，但實際上，這條原則從來就沒有
很好地得到遵守，所以數百年來各類戰
爭持續不斷，國家邊界改了又改，世界

版圖變了又變。特別是鄰國之間的衝突
原因盤根錯節，不是簡單地用侵略與反
侵略的定義就可以解釋清楚的，拋開歷
史的經緯談衝突與戰爭的是與非，很多
問題說不清、道不明。

在烏克蘭問題上，美國迫使世界選
邊站隊，其實是在拉幫結派，為美國的
霸權利益服務。中國與印度在俄烏衝突
問題上，大致選擇了相同立場，但中國
受到的西方壓力要大得多，美國多次威
脅要對中國實行次級制裁。相比之下，
美國對印度的中立立場要溫和不少。拜
登非常清楚，在遏制中國方面，無論是
「四邊安全對話」 ，還是正在構築的
「印太經濟框架」 ，印度的角色至關重
要，所以不能壓印度太狠，由此可見，
逼他國在俄烏戰爭問題上 「選邊站隊」
無關乎西方的價值觀，只不過是美國鞏
固印太霸權的一個工具而已。

一般理論認為，蘇聯的解體標誌着
冷戰的結束，但俄羅斯此次挑戰烏克蘭

的國家地位則充分說明，冷戰並沒有結
束，俄烏衝突是冷戰的延續。俄羅斯橫
跨11個時區，是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
國家，存在着天然的不安全感，有追求
「絕對安全」 的傳統和心理需求。俄羅
斯去年底正式照會北約， 「不要將烏克
蘭納入其中」 ，實際上仍屬於尋求 「勢
力範圍」 之舉，是對被西方壓縮的俄羅
斯 「最低安全需求」 的再確認，談不上
對歐洲秩序的徹底破壞。但歐洲一些國
家反應過度，特別是瑞典和芬蘭藉機加
入北約、德國順勢增加軍事預算等等，
才是真正突破了二戰以來的政治架構，
從這個意義上說，俄烏戰爭對改變歐洲
政治格局的確起到了催化作用。

烏克蘭和伊拉克無疑是2022年戰爭
的受害者，兩國的主權均遭到了侵犯，
但可悲的是，伊拉克的主權得不到一點
伸張，一如2003年美英在這塊土地上所
發動的戰爭那樣，當年也沒見哪個國家
對英美進行過制裁。

塞爾維亞是最有發言權的一個國
家，曾是北約發動的科索沃戰爭的受害
者，對俄羅斯的現狀抱有幾分同情，所
以這一次並沒有參與對俄羅斯的制裁。
如今塞爾維亞飛往莫斯科的航班不時受
到炸彈的威脅。總統武契奇反問一些國
家，當年塞爾維亞被19個國家狂轟濫炸
的時候，你們在哪裏？你們禁飛過歐洲
的航班嗎？是啊，那個時候主權已無關
緊要，時任總統克林頓拋出了一個新理
論： 「人權高於主權」 ，於是乎，塞爾
維亞的主權可以 「忽略不計」 了。

俄烏戰爭的性質讓許多人十分糾
結，其實這不過是西方的話語陷阱。烏
克蘭戰爭與庫爾德戰爭在同一時空出
現，讓西方國家的話語難以做到邏輯自
洽，甚至是自打嘴巴，所以只能對土耳
其發動的戰爭予以選擇性忽視。從這個
意義上說，俄烏戰爭中表現出來的 「道
德潔癖」 不過是西方的一塊遮羞布而
已，其背後還是各自的國家利益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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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國防部說，在偵測到PKK伺機發動大規
模襲擊後，土耳其軍隊發起了代號為 「爪鎖」 的越
境打擊行動。主要攻勢集中在伊拉克北部的梅蒂
納、扎普和阿瓦欣─巴揚地區。土耳其目前未披露
有關軍隊人數和戰機數量的具體信息。

雙方傷亡人數有出入
土耳其國防部長阿卡爾18日表示，土耳其戰機

成功地襲擊了位於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工人黨的掩
體、地堡、洞穴、隧道、彈藥庫和總部。阿卡爾
稱，土耳其特種部隊在直升機和無人機的支援下，
從陸地進入伊拉克北部地區， 「殲滅許多恐怖分
子。」

18日稍晚些時候，阿卡爾在國防部發布的第二
段視頻中表示，土耳其的行動正按計劃順利進行，
「第一階段確定的目標已經被抓獲。」 土耳其方面
聲稱，殲滅了19名PKK武裝分子，4名土耳其士兵受
傷。但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媒體RUDAW報道，
庫爾德人民國防軍（HPG）表示，該次行動中土耳
其士兵28人死亡，9人受傷。

當地居民告訴RUDAW，至少有六架土耳其戰
機轟炸了希拉澤鎮附近庫拉茲哈爾山的PKK基地和
武裝人員，他們還拍攝了土耳其戰機在該鎮上空飛
行的視頻。

PKK成立於1979年，尋求通過武力在土耳其與
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交界處的庫爾德人聚居區建
立獨立國家，其武裝人員現多聚集在伊拉克北部和
敘利亞北部。土耳其將該組織視為恐怖組織，多次
越境打擊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PKK目標。1984年
以來，已有4萬多人在PKK與土耳其的衝突中喪生。

日前打擊敘利亞境內PKK
土耳其當局表示，最新進攻是與土耳其的 「朋

友和盟友」 協調進行的，但未作出詳細說明。上
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會見了伊拉克庫爾德自治
區領導人巴爾扎尼。土耳其此次襲擊的目標地點就
位於庫爾德自治區內。另據土耳其官員透露，他們
相信伊拉克在打擊PKK方面 「堅定地與土耳其站在
一起」 。

除了越境打擊在伊拉克的PKK勢力，土耳其軍
隊在敘利亞也有行動。土耳其國防部17日表示，該
國安全部隊在敘利亞北部打死庫爾德民兵組織 「人
民保衛部隊」 （YPG）的一名高級官員和13名武裝
人員。另外，土耳其情報部門在敘利亞哈薩卡省達
爾巴斯耶鎮的一次行動中，擊斃了YPG的高級官員
穆罕默德．艾丁。

土耳其政府將YPG視為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
的分支，雙方經常在敘利亞邊境交火。今年1月以
來，該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3名土耳其士兵被庫爾
德武裝分子襲擊身亡。

埃爾多安圖拉抬民望
土耳其將在2023年舉行新一輪總統大選。分析

指，埃爾多安此時決定出兵打擊庫爾德武裝，是有
意轉移國內矛盾。

土耳其統計局4月4日宣布，受能源和食品價格上
漲的影響，該國3月份的通貨膨脹率創下61.14%的新
高。伊斯坦布爾卡迪爾哈斯大學經濟學家耶爾丹說：
「是的，全世界每個人都在經歷通貨膨脹，但土耳其的

通貨膨脹率幾乎是其他國家的四到五倍。」
經濟危機導致土耳其社會動盪加劇，該國每天

都在爆發零星的抗議活動，反對黨呼籲舉行一系列
集會，要求更換政府，埃爾多安的民調支持率不斷
下滑。

4月6日，埃爾多安批准了對土耳其選舉法的一
系列修改，部分條款旨在打擊土耳其國內主要的親
庫爾德政黨人民民主黨（HDP）。人民民主黨長期
指責埃爾多安利用庫爾德議題操弄民意，以圖延續
權力，土耳其當局則指HDP與 「恐怖組織」 庫爾德
工人黨有聯繫。



▲以色列邊境警察17日在耶路撒冷舊城追捕
巴勒斯坦人。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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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阿拉伯新聞
報道：俄烏衝突難解之際，全球多地亦爆發
武裝衝突。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13日與
美國八大軍火商舉行秘密會議，重點討論美
國對其盟友的長期軍售。分析指，全球動亂
之際，美國卻趁機大發軍火財、能源財。

去年11月烏克蘭局勢逐漸緊張以來，美
國軍工巨頭股價漲幅驚人。截至4月17日，洛

克希德馬丁公司股價半年內上漲超過30%，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股價上漲超過60%，雷
神公司股價上漲50%。

土耳其前外長雅克什17日撰文稱，美國
越來越意識到土耳其可能在烏克蘭危機中發
揮 「積極作用」 ，美土之間就購買F-16戰機
的談判有所推進。但他表示，兩國在敘利亞
問題、對庫爾德人的態度上依舊存在分歧。

以色列今年以來多次在耶路撒冷東部拓
展定居點，引來巴勒斯坦民眾不滿。過去兩
周，巴以雙方爆發了多起暴力衝突，共造成
至少21名巴勒斯坦人和3名以色列人死亡。雙
方17日在阿克薩清真寺一帶再次發生衝突。

伊朗總統萊希18日警告，即使以色列對
伊朗採取 「最微小的行動」 ，都會受到伊朗
武裝力量攻擊。以色列一直反對西方國家與
伊朗開展核協議談判，並表示必要時將採取
「單方面措施」 保衛國家。此外，也門胡賽
武裝3月中旬襲擊了沙特的天然氣廠和煉油
廠，阿拉伯半島局勢持續動盪。

瑞典極右派焚古蘭經引發騷亂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極右翼組

織 「強硬路線」 近期在瑞典多地發起大規模
反穆斯林移民集會，公開焚燒伊斯蘭教聖書
古蘭經，造成反右翼人士不滿並發起示威，
連續4日引發騷亂。在瑞典東部城市諾羅科
平，警察17日在衝突中鳴槍示警，造成3人意
外中彈，被送往當地醫院接受治療。瑞典警
方18日表示，目前已逮捕26人。

14日起，極右翼組織 「強硬路線」 領袖
帕魯丹在瑞典多地組織集會，與反右翼人士
發生衝突。在14、15日的示威活動中，約12
名警察受傷，多輛警車及民用車輛被燒毀。

「強硬路線」 創建於2017年，是一個反
伊斯蘭教、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曾多次策
劃焚燒古蘭經、焚燒車輛等活動。目前正值
穆斯林齋月期間， 「強硬路線」 在瑞典各地
專挑有大量穆斯林居住的社區，焚燒古蘭
經。

伊拉克外交部17日表示，已召見瑞典駐
巴格達臨時代辦。伊拉克當局警告說，這一
事件可能會對瑞典與穆斯林的整體關係、瑞
典與阿拉伯國家以及歐洲穆斯林社區的關係
產生 「嚴重影響」 。

▲瑞典馬爾默18日有公交車在騷亂中被焚
燒。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