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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
•加沙地帶停火協議19日生效。哈
馬斯當天釋放3名女性人質，她
們抵達以色列後，以方釋放了90
名巴勒斯坦被關押人員。

巴以停火換俘協議正在推進之際，美
國總統特朗普25日提出所謂 「清空加沙地
帶」 計劃，呼籲約旦和埃及接收加沙約150
萬巴勒斯坦人，以 「實現中東和平」 。對
此，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
拒絕接受。巴勒斯坦 「伊斯蘭聖戰」 組織
26日譴責特朗普這一構想是在鼓勵 「戰爭
罪」 。特朗普還解除前總統拜登禁令，指
示軍方向以軍提供2000磅炸彈。分析指，
巴以停火換俘協議生效近10天以來，雙方
互信度始終很低，外界普遍憂慮特朗普插
手後，協議破裂的風險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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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經過多輪艱難談判，
巴以停火換俘協議於19日正式生效。
目前哈馬斯已釋放7名人質，以色列已
釋放290名被關押的巴勒斯坦人。下一
輪人員互釋預計於2月1日進行。

特朗普25日在總統專機 「空軍一
號」 上向記者表示，現在的加沙地帶如
同 「拆遷現場」 ， 「幾乎所有東西都被
拆了，人們在那裏死去。我認為與一些
阿拉伯國家合作比較好，並在一些地方
興建住宅」 。他稱希望約旦和埃及能接
收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又稱已與約旦國
王阿卜杜拉二世就相關問題通話，還將
與埃及總統塞西進行協商。

特朗普表示，考慮遷出加沙的總人

數約150萬人， 「我們只是要把整個地
區清理乾淨，幾個世紀以來，這裏發生
了很多很多衝突，我不知道，總得發生
點什麼」 。他指出，轉移加沙居民 「可
能是暫時的，也可能是長期的」 。有房
地產開發商背景的特朗普早前稱讚加沙
擁有 「驚人的海濱地理位置」 和 「最好
的天氣」 ，如果 「以正確的方式進行重
建」 ，飽受戰爭蹂躪的加沙在未來可能
「比摩納哥還要好」 。

鼓勵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對於特朗普的提議，哈馬斯政治和

國際關係局負責人巴森·納伊姆表示：
「我們不會接受這樣的提議和解決方

案，即使它們打着重建的幌子。」 另一
位哈馬斯官員祖赫里則敦促特朗普不要
重複拜登嘗試過的 「失敗」 想法。祖赫
里說： 「加沙人民寧死不離開故土，無
論有任何其他理由，他們都不會離
開。」 巴勒斯坦 「伊斯蘭聖戰」 組織稱
該計劃 「強迫我們的人民離開他們的土
地，是在鼓勵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並
呼籲埃及和約旦拒絕特朗普的計劃。

巴勒斯坦民族倡議組織秘書長巴爾
古提指出，佔領者通過轟炸和種族滅絕
在加沙未能實現的目標，也不會通過政
治施壓實現， 「種族清洗的陰謀不會在
加沙或約旦河西岸得逞」 。

在本輪巴以衝突爆發後不久，約旦

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曾表示，約旦和埃及
不會接收來自加沙的難民，並將試圖驅
逐加沙民眾的建議視為 「紅線」 。埃及
總統塞西也曾警告，不要將巴勒斯坦人
從加沙 「強行遷移」 到西奈沙漠，這可
能會危及埃及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
和平條約。

過去15個月，以色列在加沙軍事
行動導致超過4.6萬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過半數是婦女兒童。加沙230萬人
口中，約9成流離失所。聯合國估算，
加沙近7成建築物已被摧毀或受損。如
果以色列繼續封鎖加沙，當地重建可能
需要350年以上。

以色列被指破壞停火協議
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辦公室25

日發表聲明稱，在哈馬斯釋放原定於當
天獲釋的平民耶胡德之前，以方不會允
許加沙民眾穿過內察里姆走廊前往加沙
地帶北部。內察里姆走廊是人員和物資
進入加沙地帶北部的必經之地，在本輪
巴以衝突中被以軍佔領。

哈馬斯指控以色列上述做法違反脆
弱的加沙停火協定。據路透社報道，以
軍向聚集在道路上的巴勒斯坦人開火，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5人受傷。

此外，白宮消息人士25日稱，特
朗普已指示美國軍方解除前總統拜登對
向以色列供應2000磅炸彈的限制，
「以色列訂購和已經付款的很多東西，
拜登沒有發貨，但現在正在路上」 。一
名以色列官員稱，以方24日收到五角
大樓通知，美國的1800枚MK-84炸彈
（單枚重2000磅）將在幾天內運往以
色列。分析指，特朗普此舉或使本就十
分脆弱的加沙停火協議隨時破裂。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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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衛
報》報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5日在
首都基輔與摩爾多瓦總統會面時表示，
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並未停止。美
國國務院24日下令暫停幾乎所有對外援
助撥款90天，僅有緊急食品計劃和對以
色列和埃及的軍事援助除外。

澤連斯基表示： 「我看重的是軍事
援助，謝天謝地，援助並未停止。」 不
過，澤連斯基並未提到美國是否停止了
對烏克蘭的其他人道主義援助。報道
稱，美國國務院的命令包括暫停對烏克
蘭的非軍事援助。

美國是烏克蘭最大單一援助國。澤
連斯基上周公布，烏克蘭2024年的國防
支出約1000億美元，其中烏克蘭自己拿

出400億美元，美國援助350億美元，歐
洲援助250億美元。

結束俄烏衝突是美國現任總統特朗
普的主要競選承諾之一。他22日稱，如
果俄羅斯拒絕和平談判，美國將對俄實

施更多制裁和加徵關稅。澤連斯基25日
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政府結束俄烏衝突
的目標，但烏克蘭必須參與談判， 「因
為俄羅斯不想結束戰爭，而烏克蘭想結
束戰爭」 。

澤連斯基還表示，由於烏
克蘭已在2022年申請加入歐
盟，有必要讓歐盟也參與和平
談判。他指出，相信特朗普確
實想要結束俄烏衝突，但他不
確定俄烏雙方能否達成協議，
「我認為特朗普總統本人也不
清楚所有細節」 。

澤連斯基稱美尚未停止對烏軍援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衛
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25日在總統
專機 「空軍一號」 上告訴記者，雖然丹
麥方面抗議，但他相信美國將獲得格陵
蘭島的控制權，島上5.7萬名居民 「會想
和我們在一起」 。另據英媒引述多位歐
洲現任及前任官員稱，特朗普本月15日
還未上任時，就與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
森 「火爆通話45分鐘」 ，並威脅如果丹
麥拒絕放棄格陵蘭島，將對丹麥徵收懲
罰性關稅。

特朗普25日表示，如果丹麥不允許
美國獲得格陵蘭島的控制權，將是非常
不友好的行為，因為這是為了保護自由
世界。特朗普本月7日曾表示，拒絕排

除以軍事手段控制格陵蘭島的可能性。
5名歐洲現任及前任官員透露，特

朗普15日與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的通
話 「非常可怕」 ，特朗普對格陵蘭島展
現出 「志在必得」 的強硬態度。其中一

名官員稱，事件十分嚴重， 「丹麥人現
在處於危機狀態」 。

弗雷澤里克森稱，已向特朗普表
明，格陵蘭島是否獨立取決於其本身。
她此前一直強調，格陵蘭島屬於 「非賣
品」 。

格陵蘭島自治政府總理埃格德本月
稍早時候表示： 「我們是格陵蘭人。我
們既不想成為美國人，也不想變成丹麥
人。格陵蘭島的未來將由我們自己決
定。」 但他同時表示，正尋求在防禦和
採礦領域強化與美國的關係。

特朗普丹麥首相通話 威脅強奪格陵蘭島

馬斯克再力撐德極右翼政黨惹爭議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德

國將於2月23日舉行大選。當地時間
1月25日，德國極右翼政黨選擇黨在
東部城市哈雷舉行競選集會，美國億
萬富翁馬斯克通過視頻與選擇黨領導
人魏德爾連線，再次表示 「全力支
持」 這一極右翼政黨。他又稱新一代
應擺脫上一代的負罪感，似乎暗示德
國青年一代放下納粹歷史，引發爭
議。

馬斯克表示： 「我認為即將在德
國舉行的選舉非常重要，可能決定整
個歐洲的命運，甚至是全世界的命
運。」 他稱選擇黨是德國的 「最大希
望」 ，並鼓勵德國人民 「為身為德國
人而感到自豪」 ， 「不要在某種稀釋
一切的多元文化主義中失去這一
點」 。

馬斯克還提到： 「我認為，我們
對過去的負罪感關注得太多了，我們
需要走出過去的陰影。孩子們不應該

為他們父母甚至曾祖父母的罪行感到
內疚。」 這番話被解讀為主張德國新
一代無需再為先輩的納粹歷史負責。
他日前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職典禮上
疑似行 「納粹禮」 ，引發軒然大波。

魏德爾在集會上感謝馬斯克，稱
共和黨正在讓美國再次偉大，又呼籲
選擇黨支持者讓德國再次偉大。

最近一段時間，馬斯克多次發表
支持德國選擇黨以及英國等其他國家
極右翼派政治人物的言論，震驚歐洲
政界。批評者指責他試圖通過其影響
力干涉他國選舉結果。

儘管天氣寒冷，但德國多地的反
極右翼人士25日仍走上街頭示威。柏
林勃蘭登堡門附近有約10萬人聚集。
科隆有約2萬名示威者集會。

德國選擇黨目前支持率約為
20%，僅次於主流保守派基民盟的
30%，位列第二。基民盟主席默爾
茨是下一任德國總理的大熱人選。

▲馬斯克25日在德國選擇黨一場造勢活動上發表視頻講話。 美聯社



哈馬斯嚴詞拒絕 巴組織：陰謀不會得逞

1月25日
•哈馬斯釋放了4名以色列女兵；
以色列監獄隨後釋放200名巴勒
斯坦被關押人員，並移交給紅十
字國際委員會。

•以方稱，以色列將禁止巴勒斯坦
人進入加沙北部，直到原定於25
日釋放的以色列女性平民耶胡德
獲釋。哈馬斯方面稱，因 「技術
問題」 先行釋放4名以色列女
兵，原定釋放的女性平民還活
着，並將於2月1日獲釋。

援助物資
•根據停火協議要求，在第一階
段，每天有600輛載有援助物資
的貨車被允許進入加沙地帶，其
中包括50輛載有燃料的貨車。

◀巴勒斯坦平民被禁止返
回加沙北部，他們在路邊
無奈等候。 法新社

▲獲釋的巴勒斯坦人25
日返回加沙南部。

路透社
▲一名以色列女兵獲釋後，與親人
擁抱。 路透社

▲裝有援助物資的貨車通過拉法口
岸進入加沙地帶。 路透社

◀位於格陵蘭島的美軍皮圖
菲克太空軍基地。 路透社

◀俄羅斯無人機25日襲擊烏克蘭
首都基輔，引發大火。 路透社

特朗普提清空加沙恐驅逐150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