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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乌克兰局势突变，联合国安理会于北京

时间22日10时召开紧急会议。在美国强烈

要求下，会议由闭门会议改为公开会议。

俄承认乌东两“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成员21日就乌克兰

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举行会议，俄罗斯总统

普京随后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并签署承认“顿

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

国”的命令，以及俄罗斯分别与两个“共和国”

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普京下令俄军进入顿

巴斯地区，执行“维和任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电视讲话，表

示乌克兰将保留进行独自和集体防卫的权

利，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领土边界的承认不会

因俄罗斯的行为而改变，俄罗斯对“顿涅茨克

人民共和国”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承

认是单方面退出明斯克协议的行为。

泽连斯基表示，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朔尔茨、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

翰逊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讨论当前局

势，建议紧急召开“诺曼底模式”四方峰会。

联合国秘书长表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承认乌

克兰东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

克人民共和国”深感关切，敦促相关各方优先

开展外交活动，和平解决所有问题。

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呼

吁各方按照安理会认可的明斯克协议，和平

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声明表示，根据联大

有关决议，联合国仍然完全支持乌克兰在其

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声明敦促相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防止任何可能使

局势升级的行动和言论，并优先开展外交活

动，和平解决所有问题。

美欧将对俄实施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会见国家安全团队，

随后宣布对俄罗斯第一步金融制裁，禁止美

国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进行新的投资、贸易

和融资，并对在该地区活动的人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表示，如果俄罗

斯采取行动承认顿巴斯地区是俄罗斯领土的

一部分，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伙伴将作出迅

速而坚定的回应。

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下令将留在乌

克兰的美国外交官及使馆工作人员转移到波

兰，拜登还建议泽连斯基离开乌克兰首都基

辅，前往该国西部城市利沃夫。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发表声明称，“以最强烈的措辞谴

责俄罗斯总统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

为独立实体的决定”。欧盟表示，将对参与

“这一非法行为”的人员采取制裁措施。

我功使馆发安全提醒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网站22日发布《关

于请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的提醒》，提醒在乌中

国公民和中资企业：

1、注意当地发布的安全提示，不要前往

局势不稳地区。

2、及时关注使馆微信公众号和官网发布

的信息。

3、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可适时作一些食

品和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储备。

4、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留学生会、中国

商会及熟人朋友加强联系，必要时互帮互助。

5、疫情还在蔓延，在做好安全防范的同

时，不要放松疫情防护。

本报记者 杨一帆

俄军进入乌东 美国탻늼훆닃
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

本报讯（记者 杨一帆）中国国防部发言

人谭克非21日就中澳舰机相遇答记者问，批

驳澳方此前声明与事实完全不符。

谭克非表示，澳大利亚一艘P-8反潜巡逻

机17日抵我舰艇编队周边空域活动，最近距

我舰仅4公里。在与澳军机相遇的全过程中，

我军舰艇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符

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谭克非强调，从我军舰艇拍摄的照片可以

看出，澳机与我舰距离很近，还在我舰周围投放

声呐浮标，这种恶意挑衅行为极易引发误解误

判，给双方舰机及人员安全造成威胁。澳方还

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对我方进行不实指责。我

方要求澳方立即停止类似挑衅性危险行动，停

止无端指责抹黑，以免影响两国两军关系大局。

澳大利亚国防部19日发表声明称，一艘

中国军舰涉嫌使用激光“照射”一架澳大利亚

空军飞机，并称为“严重安全事件”。声明称，

事发时两艘中国海军舰艇同行，经过阿拉弗拉

海向东航行，一架澳大利亚P-8A反潜侦察机

飞经该海域。

澳国防部长达顿称该事件是“发生在澳大

利亚专属经济区的激进行为”，澳总理莫里森

称这是“恐吓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澳方声明刻意忽略中国海

军舰艇航向很可能是汤加方向。一支中国海

军舰艇编队已于15日抵达汤加首都努库阿洛

法，送去当地亟需的救援物资。

汤加1月火山喷发后，中国援助物资首先运

抵汤加，广受汤加政府与国民称赞。我国海军舰

艇编队此番赶赴汤加，也是应汤加政府所请。

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正当与人道之举

充满猜忌，不仅多从地缘政治视角歪曲解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还接连访问澳大利亚

与太平洋岛国，公开声称要抵制中国在太平洋

岛国中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此时拿我援汤海军编队大肆宣

扬所谓“中国威胁论”，意欲何为，昭然若揭。

我国防部批驳澳大利亚
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

50年前的2月21日，“改变世

界的一周”正式拉开帷幕。当天上

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搭乘专机，

在上海稍作停留后抵达北京。此后

一周里，中美两国跨越了世界上最

宽广的大洋，重塑了对世界至关重

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50年后的今天，对于中美关

系，美国内部有了更加复杂的认知。

记忆 功믱돉릦
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英

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系列节目

《长城》，回顾和纪念中美半世纪以

来的互动。

在1972年北京的冬日，尼克松

不仅开启了美国领导人访华期间参

观长城的先例，还耐人寻味地指出：

“这样伟大的长城，只有伟大的人民

才能修筑。我们希望未来不论是实

体的、或是意识形态与心理上的那

堵墙，不再是世界上分化彼此的界

线，而能有更多了解彼此的机会。”

在那个电视直播方兴未艾的年

代，尼克松颇具哲人气息的话语、充

满异域色彩的画面，一经播报便把

美国民众的好奇心与期待值拉满。

此前中美已有20余年没有媒体往

来，而尼克松的飞机上搭载了近百

名美国记者。

尽管时值冷战年代，美国国内

也不乏反对者，但尼克松的政治智

慧在当年随后的总统选举中得到充

分印证——他以60.7%的得票率在

49个州胜出，以历史罕见的优势获

得连任。其中，在中国的7天让他

的支持率飙升了7个百分点。

接触 忘뿉뇜쏢
令人遗憾的是，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

举中，两党候选人在电视辩论里都背离了尼

克松的路径，转而竞相对华大打“强硬牌”。

显而易见，随着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如

今的美国对尼克松的外交遗产有了不同于

当年的解读。无数国家人民从中美共同推

进的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美国鹰派

却视而不见。

但是，亲自见证和记录尼克松

同毛泽东会晤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洛

德日前表示，中国在过去50年的变

化令人惊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

一个国家如此迅速崛起，这首先要

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奋工作和企业

家精神。

换句话说，无论破冰与否，中国

都将成长为不容美国忽视的力量。

无论美国愿意与否，对华接触迟早

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经验 忘펦틅췼
在华盛顿不少精英看来，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综合国力

上的差距加速缩小，中国在一些地

区安全热点、经济贸易、国际秩序等

问题上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尤其

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双方力量对

比的变化以及抗疫表现的不同，更

引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集体焦

虑，讨论对华“脱钩”与遏制中国已

成为华盛顿的“显学”。

谢淑丽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

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如今是美国最资深的中国观察家之

一。在她看来，尽管中美关系正变

得更具竞争性，但遏制中国并无道

理，对华接触仍是正确选项。

近期美国对华民调也表现出矛

盾的两面：一方面，去年3月一份民

调显示，89%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

争对手或敌手，近50%美国人认为

制约中国应是美国头号外交政策目

标；另一方面，去年6月一份民调又

显示，18至24岁美国年轻人中61%对中国

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持正面评价，更愿将

中国视为合作伙伴，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

“尼克松访华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他

把信任、尊重和共同利益摆上了台面。”美国

耶鲁大学经济学者罗奇指出，“今天，我们几

乎忘记了这些重要的经验。”

本报记者 杨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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