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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 衝 突
進 入 第

三年。圍繞俄
烏 戰 爭 的 爭
執，世界陷入

了深度分裂。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場永不
停歇的戰爭，烏克蘭援助疲勞症正在對
這場戰爭產生不可逆轉的致命影響，
「西方勝利」 的幻滅感越來越強烈。

俄烏戰爭2年 3

大公報《公評世界》專欄作者 周德武

俄烏戰爭全面爆發進入第三
年，交戰雙方都沒有因這場戰爭而
得償所願，世界的裂痕卻因戰爭而
進一步加深。

就像當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
秉持的名言， 「在國際體系中，如
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就會出現在菜
單上」 。這場烏克蘭戰爭的實質，
就是冷戰思維下烏克蘭 「脫俄入
歐」 及由此掀開的美西方與俄羅斯
對 「後蘇聯空間」 地緣板塊的爭
奪。

歐對外關係委員會調查顯示，
多數歐洲人認為，俄歐對立的前線
將在烏克蘭東部某處。雙方很可能
將以此為分界線，不斷強化相互威
懾能力。

隨着俄受困於烏克蘭戰局和遭
受西方制裁、孤立，前蘇聯空間內
的其他國家也紛紛謀求戰略自主和
多元化。中亞五國在過去一年裏先
後與中國、歐盟、美國、印度、日
本等國舉行 「C5+1峰會」 ，與域外
各主要力量展開全方位互動，戰略
自主意識不斷深化。2023年末歐盟
委員會建議開啟摩爾多瓦的入盟談
判，並授予格魯吉亞歐盟候選國地
位。土耳其通過打造 「突厥國家組
織」 將手伸向外高和中亞地區……
兩年過去了，戰場尚未塵埃落定，
但俄羅斯傾力維持的 「後蘇聯空
間」 已變得東倒西歪，千瘡百孔。

站在美西方抗俄前台的烏克蘭
也在這場戰爭中付出了沉重的代
價，加入歐盟和加入北約至今仍未
實現。在這兩年裏，烏克蘭在戰爭

中已經喪失了20%的領土，軍
隊傷亡約40萬人，平民因
戰爭死亡超過1萬人，戰
爭同時還造成了近
650萬烏克蘭人在全
球各地淪為難民，
370萬烏克蘭人被
迫在烏境內流離失
所，工業生產停
滯，農業耕種面積
縮減，糧食大幅減
產，國家和個人經
濟損失難以計數。
戰場陷入僵持，談
判大門緊閉，苦難

似乎還遠遠望不到盡
頭。

如果說這場戰爭是
從俄美戰略穩定對話始，那
未來也應從俄美戰略穩定
對話終。普京準備和美
國人談談，誰來接招
呢，是拜登，還是特
朗普？大概只能期
待年末的美國大選
給出答案。只是
一問一答之間，
不知又有多少
城市會化作焦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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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對於當下歐洲自身，還是
對於未來世界總體格局而言，俄烏
衝突始終都具有無法忽略的根本影
響力。

過去兩年，國際戰略界對俄烏
衝突已經形成一個普遍共識，對於
俄羅斯與烏克蘭及其西方支持勢力
而言，俄烏衝突是一個雙輸的局
面。美歐希望看到的戰爭走向沒有
出現，烏克蘭的軍事反攻基本宣布
失敗。烏克蘭急需的大規模軍事援
助成為泡影，北約國家對烏克蘭的
軍事勝利已經不抱信心。

作為俄烏衝突的直接後果，整
個歐洲經濟增長乏力，德國更是出
現了經濟負增長。能源危機導致的
嚴重通貨膨脹加劇了社會內部矛
盾，歐洲右翼政治力量在國內選舉
中屢獲勝利。而處於戰爭狀態的俄
羅斯經濟並沒有因為美歐極為嚴厲
的經濟制裁出現崩塌。

對於美國而言，這一軍事衝突
直接把歐盟拉回到美國的懷抱，迫
使俄羅斯捲入直接軍事衝突，並且
在一定程度上滯緩了中歐關係的走
向。可是，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中長
期戰略成本，一個日益弱化的歐洲
從根本意義上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
略利益，久拖不決的俄烏衝突在不
斷蠶食美國的國際信用，其在西方
盟友體系中的影響力也會大打折
扣。

表面看來，美國與歐洲盟友共
同發動了針對俄羅斯的多輪制裁，
美國在構建歐洲安全機制領域的核
心地位得到了鞏固。但是，世界早
已不是美國獨步天下的時代了。以
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
的強勢發展，極大限制了肆
無忌憚的美元霸權地
位。為了應對國內通
貨膨脹並促進製造業
回流，拜登政府出台
的《通貨膨脹削減法
案》直接損害了歐洲
盟友的商業利益。當
歐盟國家在前線承受
俄烏衝突的巨大犧
牲的時候，美國盟
友在背後狠狠捅刀
子。

俄烏衝突是大國政
治博弈與國際格局走向
的試金石。在本次俄烏
衝突中，絕大多數國
家，特別是亞非國家都拒
絕選邊站。掌握着糧食與能源等
戰略物資的主要國家自主意識
日益增強，亞太地區的經濟
實體也拒絕接受傳統西方
大國的 「政治安排」 。
俄烏衝突下的世界，正
在醞釀更為深刻的結
構性變化。必
須承認，俄烏
衝突是國際新
秩序的催化
劑。

▲23日在克利茨德軍基地，一輛坦克正在參與演
習。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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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20日登上航母 「威爾士親王號」 ，準備
參加北約自冷戰以來最大的聯合軍演。 美聯社

俄烏戰場上的三八線若隱若現
華府投鼠忌器 憂烏最後瘋狂損美既得利益

戰爭是燒錢的機器，俄烏戰爭也不例
外。俄烏衝突是烏克蘭人替美國人打的一場
代理人戰爭。美國把烏克蘭戰爭作為實驗
場，不僅在那裏試驗現代條件下的新型戰
法，而且動用了戰爭之外的一切手段，例如
心理戰、金融戰、輿論戰及信息戰等等。據
美國主流媒體報道，美國國防部還在本土建
立了一個模擬戰場，邊打邊總結，為下一場
戰爭提供經驗和教訓。

美歐利益深度捆綁
美國就俄烏衝突建立了兩個敘事邏輯：

一是強調普京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是價值觀
之戰，如果不對此加以制止，那麼俄羅斯的
下一個目標將是波羅的海和東歐國家，整個
歐洲將萬劫不復，這場戰爭關乎到歐洲人的
生死存亡，必須全力以赴支援烏克蘭，遏制
俄羅斯的 「帝國野心」 。

第二個敘事邏輯是，如果讓普京的陰謀
得逞，將給中國做出壞榜樣，中國將受
到激勵，或對台灣動手。所以
美國必須動員一切力量，堅決
不能讓普京贏，尤其不能
讓威權主義國家佔上風，
從而迫使中國知難而退、望而
卻步。

美國通過一系列話術，將歐洲與
美國的利益深度捆綁。為此，歐盟與
美國一道出台多輪制裁措施，切斷了與俄
羅斯的經濟聯繫。尤其是 「北溪二
號」 天然氣管道被炸，歐洲國家更是
敢怒不敢言，甚至跟着美國炒作 「俄
羅斯是主謀」 的論調。由此觀之，歐
洲人的腦子進多少水才能得到如此結論。

俄歐翻臉 華府獲利
普京將這場戰爭定義為 「特別軍事行

動」 ，說明他一開始就沒想打一場持久戰，
俄羅斯最初的構想是進行一次 「外科手術式
的閃電戰」 ，結果卻變成了持久戰和消耗
戰。之後不得不發布局部戰爭動員令，廣泛
徵兵，啟動戰時經濟，開足馬力進行戰需生
產，這才稍許改變了被動局面。

美國展現的國家意志和決心超出了俄羅
斯的想像。美國和歐洲第一時間凍結了俄
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並將俄羅斯的

主要銀行踢出金融交易信息通報系統
（SWIFT），迫使俄只能進行易

貨貿易。
美國無疑是

這場衝突的大贏
家。一是拆散了德
俄關係，搞掂了德
國，其他歐洲也只
好從了。二是武器
庫存得到快速更
新。美國軍事霸權
之所以能夠維持，
其中一個秘訣就是
老舊武器的定期淘

汰。美國為每隔幾年就要發動一場戰爭，一
些武器庫存由此得到更新。美國通過烏克蘭
這一仗，美國和歐洲快速消耗庫存，美國的
國防承包商們的新訂單應接不暇。

美國老百姓不能理解的是，他們的日子
過得如此不易，為什麼要為遙遠的烏克蘭花
上千億美元？國務卿布林肯不得不說出真
相，他直言，所謂的援助不過是從美國的左
口袋挪到了右口袋，90%的資金沒有離開美
國本土，只是進入了美國國防承包商的口袋
裏。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美國的政客作了

很好的詮釋。雖然美國參議
院對600億美元的對烏援助
予以放行，但是掌握錢袋子

的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還沒
有鬆口。他表示，只要特朗普同

意，他不持反對意見。但特朗普與
拜登勢不兩立，不搞出點名堂，共和黨

不會善罷甘休。

俄烏都在爭取談判籌碼
在最近召開的德國慕安會上，美

國媒體大肆炒作烏克蘭的軍事撤退，其
潛台詞是，共和黨阻撓對援烏法案，帶
來了致命的後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強硬地表示，即使沒有外援，烏克蘭也能
贏。話雖這麼說，如果沒有美國的軍事援
助，烏克蘭的士氣將一瀉千里。不過，美國
和歐洲國家承諾在2024年向烏提供F-16戰
機，同時向烏提供300公里以上的遠程導
彈，這是2024年俄烏戰爭會否掀起新一輪
高潮及展現 「最後瘋狂」 的兩大變量。

近來俄羅斯利用美國軍援的空檔期，加
大對烏克蘭的打擊力度，俄烏雙方都在爭取
談判籌碼。讓美國投鼠忌器的是，戰爭擴大
化會帶來石油價格的上漲，從而推高通脹。
在大選之年出現嚴重經濟滯脹，對於拜登來
說，無異於政治自殺。烏克蘭局勢急劇惡化
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俄烏戰爭
有限論是有現實依據的。烏克蘭
是美國的一枚棋子，注定其成
為棄子的宿命。一些專家預
測，俄羅斯控制的軍事分
界線很可能成為俄烏
的未來國界線，朝鮮
半島的 「三八
線」 也許在俄
烏領土上出現
一個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