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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歲的烏克蘭
首任總統克拉夫丘
克5月10日去世
了，算上5月4日晚

在明斯克去世的白俄羅斯首任總
統舒什凱維奇，以及2007年4月
23日去世的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
欽，至此親手參與分裂了蘇聯的
俄、白、烏三國領導人均已墜入
歷史的塵埃，身後是一片自相殘
殺和滿目瘡痍的土地。

讀到他去世的消息時，我瞬
時想起自己兩次在基輔對他進行
專訪的場景，想起他深情回憶童
年，看着波蘭軍隊和蘇聯紅軍從
家門口經過，想起他收留了一匹
戰場上逃生的戰馬，想起他有些
惆悵地說起小時候他還是波蘭
人。

1934年，克拉夫丘克出生
時，他的家鄉還屬於當時的波蘭
共和國沃倫州（現烏克蘭羅夫諾
州）。隨着二戰期間國境線的變
遷，他與當今烏克蘭西部的很多
人一樣，轉而成為蘇維埃社會主
義聯邦下的烏克蘭公民。

克拉夫丘克成為歷史上難以
繞過的一個名字，不僅因為他是
蘇聯時期的最後一任烏克蘭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
席，是烏克蘭獨立後的首任總
統，更因為他參與了一個個對世
界留下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
1991年8月24日，克拉夫丘克領
導的烏克蘭最高拉達通過了《烏
克蘭獨立宣言》；1991年12月8
日，克拉夫丘克與葉利欽、舒什
凱維奇等人簽署導致蘇聯解體的
《別洛韋日協議》（即《關於建
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
等等。

克拉夫丘克1994年卸任總

統，2006年他所在的烏克蘭社
會民主黨沒有獲得進入議會的門
檻，克拉夫丘克自此宣布退出政
壇，專注於社會活動。2020年7
月澤連斯基總統任命克拉夫丘克
出任頓巴斯問題三方聯絡小組烏
方代表團團長。烏克蘭國內外指
責澤連斯基缺乏誠意，克拉夫丘
克自己辯說，如果我能為頓巴斯
帶來和平，我將堅持到最後一口
氣。這就是我同意（接受任命）
的原因。」

克拉夫丘克曾長期擔任烏中
友好協會名譽主席。2018年接
受採訪時，克拉夫丘克深情回憶
起他作為烏克蘭首任總統首次訪
華的情景，他說， 「考慮到中國
的龐大體量、漫長歷史以及廣闊
的發展前景，我認為，排在第一
位的是 「穩定」 。

2018年我曾問克拉夫丘
克： 「您帶領這個國家走向了獨
立，您對烏克蘭當下的現狀滿意
嗎？」 他低沉片刻，抬起眼睛緩
慢地說： 「我不滿意。」

大公報前駐烏克蘭特派記者
張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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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3日表示，
中國和東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進集團對
抗。中美都是亞太國家，完全可以擁有共
同的 「朋友圈」 。關鍵是要傾聽亞太國家
維護和平、深化合作、共謀發展的心聲，
堅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

分析：難有實質進展
這是東盟國家領導人首次受邀在白宮

舉行峰會。不過東盟十國之中，緬甸去年
發生軍事政變後，美國禁止其派官員出席
東盟會議，即將卸任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
特則改派外長赴會。路透社援引的分析
稱，本次峰會 「基本上是象徵性的」 ，不
會有實質進展。

拜登12日宣布向東盟投資1.5億美
元，其中6000萬美元將用於海事項
目，包括美國海岸警衛隊將在
「印太地區」 設立培訓小組，

協助東盟國家提高海岸防衛
能力；4000萬美元投資基

建，幫助該地區的電
力供應脫碳等。

不過，路透社直言，與中國在東盟地
區的深厚關係和影響力相比，美方這些承
諾顯得 「蒼白無力」 。東盟2020年和2021
年均是中國最大貿易合作夥伴。中國去年
10月宣布在未來3年再向東盟提供15億美元
發展援助，用於區內國家抗疫和推進經濟
復甦。

有分析認為，時值美國與東盟建立關
係45周年，加上印尼和越南等國近來承接
了部分中國製造業產業轉移，白宮希望藉
機拉攏東盟，抗衡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
的影響力。不過，鑒於與中國密切的經貿
關係，東盟國家已多次表示不願選邊站

隊。

柬埔寨不滿華府怠慢
新華社指，本次會議本身充滿了霸權

主義色彩，日程安排等細節充分暴露了美
國的霸道做派。美方聲稱峰會 「將彰顯美
國對東盟的持久承諾」 ，但圍繞峰會日期
和具體日程，美方的安排缺乏對東盟國家
的尊重，引發東盟國家不滿，峰會從原定3
月推遲到5月。

柬埔寨首相助理大臣高金華在峰會前
夕明確表示，柬埔寨 「不會在美國和中國
之間選邊站」 。柬方還對華府此次峰會的
安排頗為不滿。高金華稱，東盟國家領導
人應該得到尊重以及平等對待，如果美方
確實希望提升與東盟的關係，那麼拜登應
該在峰會上多花時間，而不是連與東盟國
家領導人的雙邊會見都不願意安排。柬埔
寨是當前東盟的輪值主席國。

此外，美國前總統特朗普2017年退出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後，東盟國家一直覺得遭到背叛。
CNBC指出，拜登政府希望在峰會上
討論即將推出的 「印太經濟框架」
（IPEF），但美國的 「印太戰略」 更
側重安全領域，無法在經貿領域對東
盟國家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另外，
「較高的勞工和環境標準也和一些東
盟國家難以匹配」 。

《聯合早報》引述專家的分析
稱，美國想要凸顯自己作為東南亞強

大且可信賴夥伴，就必須理解東盟保持團
結和中立的必要性。如果 「印太經濟框
架」 成為另一個用於遏制中國的政治動
作， 「東盟國家應該會不舒服」 。

美在俄烏問題施壓難奏效
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始終將中國視為

主要競爭對手，但俄烏爆發戰事，華府疲
於應對。美聯社稱，拜登希望在峰會上促
使東盟領導人對俄烏衝突有更明確的表
態，但在這一問題上要與東盟成員國達成
共識 「相當困難」 。

東盟十國中只有新加坡加入了西方對
俄羅斯實施制裁的行列。越南、緬甸和老
撾等國多年來一直依賴俄羅斯的軍事裝
備。華盛頓國家戰爭學院安全專家阿布扎
表示，東南亞國家不想捲入新冷戰，或者
被迫在任何大國競爭中選邊站隊， 「正如
東南亞的一句諺語，大象打架，草地遭
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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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盟峰會 亞洲國家拒選邊站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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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烏阻俄軍渡河 坦克殘骸遍地
【大公報訊】綜合《衛報》、路

透社報道：英國國防部13日在推特發
布的情報信息中稱，烏軍成功在頓巴
斯地區阻止了俄軍渡過北頓涅茨河的
企圖。

英國情報稱，俄軍試圖渡過北頓涅
茨河時，遭到烏軍炮兵與航空兵的打
擊，損失了至少一個營級戰術群的裝甲
機動部隊和部署好的浮橋設施。

圖片顯示，河流兩岸遺留了大批車
輛殘骸，包括坦克、步兵戰車、裝甲輸
送車與卡車。有分析稱，從數量較多的
BMP-1步兵戰車殘骸中推斷，這批裝
備很可能屬於 「盧甘斯克共和國」 親俄
武裝的機械化部隊。有來自俄羅斯社交
媒體的消息稱，俄軍仍然嘗試在其他地

區渡過北頓涅茨河。
英國防部指出，在互相爭奪的環境

中執行渡河任務極具風險，這說明了俄
軍指揮官正承受着要在烏東戰線向前推
進的壓力。

烏克蘭敖德薩州政府發言人12日
表示，烏軍襲擊在蛇島附近的俄 「博布
羅夫」 號後勤支援艦，導致軍艦起火。
俄羅斯國防部暫未有回應。

烏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布達諾夫
13日表示，控制黑海蛇島，就能隨時
阻擋從各方向駛往烏克蘭南部的民用船
隻。烏軍將繼續為收復蛇島奮戰到底。
蛇島對俄烏雙方都極具戰略重要性，控
制蛇島得以控制海域，並在某種程度上
監控烏南部空域。

土耳其反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新社

報道：芬蘭12日宣布將申請加入北約，
瑞典預計很快跟進。土耳其總統埃爾多
安周五表示，對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並非抱持積極看法」 ，稱兩國 「窩藏
恐怖組織」 。土耳其是北約成員
國，加入北約需要30個成員國一
致同意。

土耳其長期以來一直指責北
歐國家，特別是擁有廣大土耳其
移民社區的瑞典，窩藏庫爾德人
團體以及因2016年政變失敗而被
通緝的傳教士居倫的支持者。埃
爾多安稱，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就
像 「恐怖組織的招待所」 。

埃爾多安稱，土耳其前任政
府在1952年同意希臘加入北約，

「我們不希望在這個問題上第二次犯
錯。」

瑞典外交部長林德13日表示，瑞典
加入北約可產生穩定作用，有利於波羅
的海周邊國家安全。

芬蘭當地媒體透露，政壇要員已經
接獲警告，俄羅斯最早將在13日對芬蘭
停供天然氣。克里姆林宮表示，相關報
道 「很可能是騙局」 ，重申國有天然氣
公司Gazprom是可靠的天然氣供應商。

芬蘭政府的應急準備委員會
13日表示，芬蘭已經準備好應對
俄羅斯切斷供氣的緊急情況。芬
蘭從俄羅斯進口大部分天然氣，
但天然氣只佔其年能源消耗量的
5%左右。波羅的海國家在歷史
上嚴重依賴俄氣，但現在轉向從
西歐進口液化天然氣。

▲北頓涅茨河兩岸遺留了大批軍車殘骸。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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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來，中國連續12年保持東

盟第一大貿易夥伴地位。
•2020年，東盟躍升為中國第一大貿易
夥伴。

•今年前4個月，雙邊貿易額達到近

2900億美元，同比增長9.4%。

•未來5年，中國將力爭從東盟進口

1500億美元的農產品。

•新冠疫情以來，中國積極向東盟國家提
供疫苗和抗疫物資，截至2021年12月，

已向東盟國家提供近6億劑疫苗。

•中國將再向東盟國家援助1.5億劑疫

苗，在未來3年再向東盟提供15億美元

發展援助，用於東盟國家抗疫和恢復經
濟。

雙邊貿易 衞生合作

來源：中國外交部網站

▲美國總統拜登和東盟國家領導人12日在白宮會
晤。 法新社

▶工人在越
南海防市的
工廠組裝電
動汽車。

法新社

◀芬蘭警衛機甲團2月在赫
爾辛基參加演習。 路透社

▲2019年1月，烏克蘭首任總統
克拉夫丘克在基輔出席季莫申科
的競選集會。 美聯社

▶東盟十國國旗與東
盟標誌（大球）。

設計圖片

華府承諾蒼白無力 中方：堅持合作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