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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卡新谈判能否突破？
阿、亚外长抵达瑞士 伊朗表示愿意斡旋

    新华社今晨电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外交
部长 30?抵达瑞士?内瓦并开始谈判，以期
化解两国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

的冲突。
亚美尼亚外交部发言人说，亚、阿外长

30?在?内瓦开始会谈。
两国外长原本定于 29?抵?内瓦开始

新一轮外交谈判，因纳卡地区爆发新冲突而

推迟。亚美尼亚外交部发言人 29?深夜告诉
媒体记者，确保停火、引入停火核查机制是谈

判优先事项。
阿、亚在纳卡地区的冲突近?升级。两国

互指对方发动攻击，致死平民。阿塞拜疆总统
助理指认亚美尼亚军队发射“旋风”火箭炮，

使用集束弹药导致更多平民死伤。阿塞拜疆
总检察长办公室 28?说，亚方袭击致使 21

人死亡，至少 70人受伤。亚方否认阿方说法。
双方 30?继续零星交火。

阿、亚在纳卡地区的冲突 9月 27?爆
发，持续一个多月。两国 10月 10?、17?、

25?分别达成三份停火协议，但双方在协议

生效不久后互指对方破坏停火。

美联社预期，?内瓦新一轮谈判“迅速突
破”希望渺茫。

阿、亚外长抵达?内瓦同一天，伊朗外交
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说，伊朗愿意斡旋

纳卡冲突。阿拉格希说：“我们已经起草一份
可接受的提议，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参

与（完善），我们希望这一方案将推动纳卡地

区实现持久和平。”他强调，伊朗的斡旋“不排
斥”其他为化解冲突的提议和努力，认定“区

域危机应该有区域解决方案”。
卫星社 30?播发对阿塞拜疆总统助理

的采访，这名助理说阿方欢迎伊朗参与化解
纳卡冲突。

作为伊朗总统特使，阿拉格希 29?访问
阿塞拜疆以期化解纳卡冲突。访问俄罗斯之

后，他将访问亚美尼亚和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8?邀请俄罗斯

与土耳其共同化解纳卡冲突。俄罗斯总统普
京 29?说，土耳其应该是参与谈判的国家之

一。

■

纳
卡
地
区
一
名
老
人
失
落
地
坐
在
被
炮
火
炸

毁
的
家
中

图

G
J

亚
洲
行
孤
掌
难
鸣

反
倒
给
自
己
“添
堵
”

    就在美国大选即将于下周

开锣的当口上，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还在“兢兢业业”到处出访，甚

至在本就很紧凑的 5天亚洲行
程中临时“加塞”越南。

这般密集“路演”，任务只有
一个———抹黑中国，逼到访国家

选边站。但媒体注意到，一路毫

不遮掩、各种花式抹黑中国的蓬
佩奥，到了越南没再直接说中国

的不是。兴许，他是对“本想给别
人‘添堵’，最后反倒给自己‘添

堵’”这句话深有体会了。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 30?所说，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反华表演成为自编自演的

独角戏，其污蔑抹黑蒙蔽不了世
人，更阻挡不了中国坚持和平发

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势。

在越南没骂起来
表面看，蓬佩奥是应越方邀

请临时决定增加为期两天的访

问，以庆祝两国建交 25周年。但
明眼人都看得出，纪念建交并非

这趟“意外”访问的根本目的。
美国国务院 10 月 29 ?发

表的声明，并没有提及美越建交

25周年，反倒是强调称“美国支
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包

括南海”。
而美国支持越南的方式，无

外乎利用湄公河开发利用，挑拨
中越关系，拉拢越南。这正是蓬

佩奥 9月 14?发表“湄公河-美
国伙伴关系”声明这几个月来，

美国正在“努力”的方向。

按照蓬佩奥的说法，他要抓
住本届任期内最后 100天的外

交机会，完成诸多优先事项。而
在中国周边打造一个亚洲版小

北约，拉拢一支反华队伍，是他
诸多优先事项中最重要的一个。

但盘算是一回事，现实可能

会是另一回事。这趟亚洲行程
中，执着于“反华路演”的蓬佩奥

体会到了孤掌难鸣的滋味，于是
到了越南住嘴了。

毕竟，说服和中国有着长期
友谊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站

到中国的对立面、成为美国的筹
码、充当美国的炮灰，美国还是

有些一厢情愿了。而越南自然也
会掂量其中的利弊与得失。因为

历史证明，美国对地区问题上的
介入，最终只会以地区混乱和美

国的袖手旁观收场。

一路给自己“添堵”

本想给别人“添堵”，最后却
可能是给自己“添堵”。这趟亚洲

行结束，蓬佩奥或许会对这句话
深有感触。

从“最有把握”的印度开始，
成为 10年来首个访问斯里兰卡

的美国国务卿，在马尔代夫迈出

重要一步、首设美国大使馆，期
待在印尼完美收官。美联社直

言，“蓬佩奥将反华路演带到印
度洋诸岛”。

然而在印度，在美印的 2+2

会议上，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头

脑清醒。面对美国的反华噪声，

他试图避开“中国威胁”的话题，
小心翼翼地避免被带到沟里。

在斯里兰卡，蓬佩奥人还没
到，当地官员就放出风声：总统、

总理、外交部长将会礼貌地告诉
蓬佩奥“我们不跟”，“用不着局

外人告诉斯里兰卡人如何管理

自己的国家”。斯里兰卡外长古
纳瓦德纳更是当场驳了蓬佩奥

的面子：“斯里兰卡是一个中立、
不结盟、致力于和平的国家。”

在马尔代夫，蓬佩奥打着
“中国威胁论”的幌子，强调美国

与马尔代夫合作重要性，自诩
“美国与众不同”“美国尊重主

权”。可是，马尔代夫外交部长沙
希德没有接翎子。

在印尼，蓬佩奥更加遭到冷
遇。当地的《雅加达邮报》一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访问更多
是告别》直言，“向印尼施压，要

求其与美国紧密合作、孤立中
国，这位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客人

似乎在执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印尼外长马苏迪也明确

表示，印尼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
环境。

当被问及对印尼政府拒绝
为美国的海上巡逻机提供降落

加油服务时，蓬佩奥只能勉为其
难地为自己圆场道：“关于我们

的关系如何发展，我们将如何一

起合作，每个国家都会做出自己
的选择。但我事实上看到了对美

国更多参与的真实期待。”

“蓬佩奥生错年代”

蓬佩奥的那些陈词滥调是
真是假，不只中国人分辨得一清

二楚，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
夫、印尼、越南人心里也有杆秤。

“对不起，蓬佩奥国务卿，我
们正忙于推进中国和斯里兰卡

的友谊与合作，对您‘异形大战

铁血战士’的游戏邀请不感兴
趣。美国大可一如既往地同时扮

演两个角色。”中国驻斯里兰卡
大使馆的这段回复，是中国在

“蓬氏谎言”面前的真心话，也是
许多热爱和平国家的共同感受，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尚未退去，各
国正集中精力携手防疫抗疫、恢

复经济的当下。
在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

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只能说
“蓬佩奥生错了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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