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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本版视觉/戚黎明

以色列国安部长圣殿山散步引争议
内塔尼亚胡政府释放强硬信号 联合国安理会表达关切

当地时间1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

院议长选举进入第四天。当天又举行

了两轮投票，在第13轮投票结束后，

仍未有人胜出。众议院将休会到6日

22时（北京时间7日11时），然后再就

议长选举进行新一轮投票。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 ·麦卡锡

在前13轮投票中均落败，但他表示，

相信胜利即将到来。

由于共和党仅取得众议院222

席，小幅领先民主党的212席，因此共

和党内“跑票”不能超过4票，麦卡锡

才能当选议长。

作为这出闹剧的高潮，反对麦卡

锡就任众议长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马

特 ·盖茨在第11轮投票中提名了前总

统特朗普。盖茨认为，特朗普可以“令

众议院再次伟大”，引来一片笑声。

特朗普虽没有众议员身份，但美

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议长必须由众议

员担任。在美联社看来，这一举动只

具象征意义，却凸显共和党内围绕未

来政治取向的广泛分歧。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合成图片。图片

中，他将自己放到了前美国众议长佩

洛西的位置，坐在正在演讲的美国总

统拜登的后方，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

旁边。图片上的特朗普吐着舌头，做

出恶搞的表情。但他在发布这张图片

时并未说明用意。

而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人则团结

一致，212名民主党众议员都支持众

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 ·杰弗里斯。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这

是自1859年以来拖延时间最长的众

议长选举。美国众议院连续数日都未

能选出新议长，共和党虽然拥有控制

权，但党内多名强硬保守派坚决不支

持麦卡锡，令他一直无法跨过当选的

218票门槛。

至于特朗普出任众议长是否有

戏，媒体认为，特朗普离赢得众议长选

举所需的218票还差得很远。

另有分析指出，众议长选举拖延

许久，为有意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卷

土重来的特朗普带来压力。因为特朗

普明确表示支持麦卡锡，但却一直未

能获得党内强硬派成员的共识，加上

特朗普还面临多项调查，不少共和党

人质疑他的领导地位。而这场众议长

选举，刚好反映了特朗普党内地位可

能并不如他预期般稳固。

本报记者 王若弦

美众议长选举第13轮投票仍无果

麦卡锡“迈卡”有信心 特朗普被提名

新华社巴西利亚1月5日电 巴西

外交部5日宣布，巴西联邦政府已通过

外交渠道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拉共体）成员国通报，巴西将“全面并

立即”重返这一重要地区机制。

巴西外交部当天在声明中说，重返

拉共体是“重组我们的外交遗产和重新

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步”。

巴西媒体报道说，应拉共体轮值主

席国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邀请，巴西

新任总统卢拉将于本月24日出席在阿

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七

届拉共体首脑会议。

2020年初，巴西博索纳罗政府以拉

共体成员国围绕委内瑞拉问题分歧严

重、不具备形成共识的条件为由，宣布

暂停参与拉共体框架内活动。

2011年12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33个独立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

代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会

议，宣布正式成立拉共体。

新华社上午电 美

国总统拜登5日警告非

法移民远离美国边境，

同时宣布每月可以接收

总计最多3万名来自古

巴、海地、尼加拉瓜、委

内瑞拉的合法移民。

媒体解读，移民问

题是美国最易引起争议

的政治议题之一。拜登

在新年伊始宣布这一新

举措是在“搞平衡”，一面

收紧边境管控，一面安抚

主张接纳移民的选民。

拜登5日宣布，美

国将立即开始拒绝接收

从墨西哥非法越境入美

的古巴人、海地人和尼

加拉瓜人。“不要随便出

现在（美墨）边境，”他向非法

移民发出警告，“留在本国，在

那里提出合法申请。”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去年

10月起采取类似措施阻止委

内瑞拉人非法越境入美，抵达

美国南部边境的委内瑞

拉人数量自那以后大幅

减少。拜登如今把这项

措施拓展至更多国家，

是他执政两年来针对南

部边境非法越境者激增

“最大胆的举措”。

共和党籍前总统特

朗普任内对非法移民采

取强硬措施，拜登政府

不愿复制其措施。他执

政两年来，越过美墨边

界涌入的非法移民数量

大幅上升。

拜登计划几天后前

往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

埃尔帕索。这将是他就

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南

部边境。

今后两年，美国每月可接

收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

和委内瑞拉的合法移民3万

人。这些移民须经合法渠道

来美，拥有符合条件的担保人

且通过背景审查。

巴西宣布重返拉共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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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 ·麦卡锡（左）与特朗普 本版图片 GJ

以色列极右翼犹太力量党领袖本-格维

尔出任国家安全部长本已是争议之举，而他

刚上任就做出了极具争议性的举动——造访

位于耶路撒冷老城，被犹太教徒、穆斯林尊为

圣地的圣殿山，在伊斯兰教第三圣地阿克萨

清真寺外散步。

本-格维尔的这一举动，不禁令人想起

2000年，时任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主席

的沙龙强行“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引

发了持续数年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

巴以代表安理会争吵
这不是本-格维尔第一次造访圣殿山，但

却是最引发争议的一次造访。因为这一回，

他的身份成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3日早晨，本-格维尔出现在阿克萨清真

寺大院外。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他在大院

的外围散步了不到15分钟。

也正是这15分钟都不到的访问，在巴勒

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看来，是“前所未有的挑

衅”。这些天来，围绕本-格维尔此举的批评

声不断。5日，针对本-格维尔的争议举动，联

合国安理会表达了关切，强调需要维持耶路

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现状。

但巴以双方对各自立场的坚持显而易

见。在紧急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巴以双方

驻联合国特使公开吵了起来。

“以色列需要越过哪条红线，安理会才能

说够了？”巴方特使曼苏尔称，本-格维尔此举

将引发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令圣殿山再度

成为“宗教冲突的中心”。一直以来，巴勒斯

坦人都将以色列政客极具象征意义的访问视

为试图改变圣殿山地位和归属的行动。

本-格维尔的小算盘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新政府正极力

撇清与本-格维尔争议访问的关系，承诺将严

格维持圣殿山的现状。以色列前总理拉皮德

也认为，这备受争议的15分钟，“让我们与大

半个世界陷入了争执”。

人们很难忘记，2000年时任以色列反对

党利库德集团主席沙龙的强行“参观”，引发

了一场持续近5年的冲突，造成3000多名巴

勒斯坦人、10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

在以色列民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米

凯 ·科恩看来，右翼出身的本-格维尔的政治

生涯建立在激怒巴勒斯坦人的煽动性言论

上，而他本人则是“从挑战圣殿山政策中获益

最多的政治人物”。《华盛顿邮报》援引中东研

究所巴勒斯坦事务专家哈立德 ·埃尔金迪的

话表示，如今，本-格维尔不仅是一个民粹主

义煽动者，更是一名对以色列安全部队拥有

更多权力的内阁部长。他上任之初的圣殿山

之行“很可能是为了发出‘提醒巴勒斯坦人谁

是老大’的信息，并引发骚乱，从而给他以‘镇

压的借口’”。

巴以和平恐前景黯淡
当下，阿拉伯世界以及美国都对以色列

的行动持批评态度，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认为，阿

拉伯各国虽然在这一问题上支持巴勒斯坦的

态度没变，但它们正在将注意力更多转移到

本国的发展。而巴以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下的地区环境已与20年

前大有改变。本-格维尔的争议行程会否掀

起又一场大动荡，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无论本-格维尔的圣殿山之行

背后内塔尼亚胡的因素有多少，内塔尼亚胡

的新政府刚一上台就借此释放了强硬信号，

而这个信号不仅针对巴勒斯坦，也针对坚持

“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美国拜登政府。

李伟建表示，面对内忧外患、分身乏术的拜登

政府，内塔尼亚胡新政府借此表明不会在包

括圣殿山、定居点等巴以争议问题上退让。

这恐怕也将令未来美以关系面临挑战。

但不管美以分歧如何，两国关系依旧不

会破裂。毕竟，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棋子，

而美国则是以色列的后台。美国媒体爆料

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计划

本月访问以色列。此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可能在下月访问以色列。最终，留给巴勒

斯坦人的，恐怕只能是遥遥无期的和平。

本报记者 齐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