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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渲染“中国威胁”再提争议岛屿

日《外交蓝皮书》遭中韩俄驳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日说，美国将

继续调查网传保密文件泄露事件，直至查出

泄密源头。上月开始，一批疑似美军密件流

传于多家社交媒体，涉及美国介入俄乌冲

突、韩国等美国盟国政府高层疑遭美国情报

部门监听等内容。

“翻遍每块石头”
奥斯汀在美国国务院记者会上说，他6

日才获悉有密件被传到网上。“具体从哪里

获得以及谁有渠道获得（那些密件），我们不

知道，眼下我们确实不知道。”

《纽约时报》指出，这是美国政府官员首

次公开评论这一泄密事件，但奥斯汀没有提

供有关泄密源头和动机的任何信息。

奥斯汀说，五角大楼目前掌握的情况

是，一些标注日期为2月28日和3月1日的

密件被传到网上，不清楚先前是否还有其他

密件流传。“现在我无法说更多，但我们非常

重视这件事。我们将翻遍每一块石头，直至

查清泄密源头和泄密程度。”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当天表示，

泄密事件“令人深感遗憾”，五角大楼和司法

部已启动调查，“势必查个水落石出”。

究竟有多少密件被泄露？美联社和路

透社报道称已查阅到约50份密件，另外一

些媒体则说有数百份。 美国官员和一些国

安专家认为已泄露密件所涉问题广泛，推测

泄密者可能是美国人，但不排除调查过程中

出现更多怀疑对象。

“五眼联盟噩梦”
网传密件包含美国监听韩国政府高层

内部讨论的内容。文件显示，迫于美国压

力，韩国政府内部讨论是否应向乌克兰提供

武器。而依据韩国官方所持立场，韩国只向

乌克兰提供防弹衣、防毒面具等非杀伤性军

备援助。

韩国试图淡化相关报道的影响，韩国国

防部长官李钟燮11日与奥斯汀通电话，赞

同“相当数量密件内容有假”的说法。然而，

五角大楼多名官员承认，那些密件似乎源自

可靠渠道，只是一些地方与原件有出入，疑

似被篡改。

韩国在野党谴责美国政府监听韩国国

家安全事务讨论。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党首李在明11日表示，美国应当向韩国民

众道歉，“如果他们真的在监听我们，那是非

常令人失望的行为，会削弱基于互信的韩美

同盟关系”。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斯卡卢巴说：

“美国许多盟友可能会更好奇为什么会发生

密件泄露。”一名情报官员说，这是美国领导

的情报团体“五眼联盟”的“一场噩梦”。

“五眼联盟”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国防军

司令坎贝尔说，信息保密对维持亲密盟友之

间的信任和信心至关重要。 陈丹

究竟谁把美军保密文件传到网上？

五角大楼要“掘地三尺”查泄密源头 本报特稿 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家回收厂

11日发生火灾，现场不断散发出有毒烟雾，

数千人被迫疏散，引发民众对健康和环境问

题的担忧。

据报道，火灾中燃烧的物品之一是塑

料。印第安纳州消防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现场升起的浓黑柱状烟雾“绝对有毒”，因

为塑料在着火时会释放出许多不同的化学物

质，燃烧导致的后果令人担忧，灭火行动预计

将持续数天。

目前没有出现重大伤亡报告，但事发地

附近35000名居民中约2000人被疏散。位于

疏散区下风处的居民被建议就地躲避，并将

宠物带进室内。

当地居民指出，火灾现场发出难闻气味，

迫使很多人离开。有卫生官员表示，吸入火

灾烟雾可能引起健康问题，包括眼部灼痛、胸

闷，并可能加重哮喘、引发支气管炎等。

“最大风险是化合物燃烧时形成的未知

物质。”马萨诸塞大学环境健康科学副教授佩

尔提尔表示，塑料材料燃烧时会形成大量化

学物质，包括苯乙烯等强致癌物。

美国回收厂大火
有毒烟雾引担忧

新华社华盛顿4月11日电 美国明尼苏

达州印第安事务委员会11日联合明尼苏达

大学发布调查报告说，该大学创始董事会曾

于19世纪对当地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和清

洗，并借助空壳公司掠夺土地和资源。

这份500多页的报告是两家机构共同发

起的“真相项目”的一部分。自2020年以来，

该项目旨在通过档案记录、口述历史等多种

渠道，对美国各地多所大学如何根据1862年

《莫里尔法案》从原住民部落手中获得土地建

立学校展开调查。

调查显示，明尼苏达大学创始董事会成

员利用在联邦政府的职位，通过反原住民立

法，帮助自身和该校获得财政利益。1862年

12月，联邦政府在该州曼凯托绞死部落原住

民38人，此后明尼苏达大学通过从该部落手

中租赁和出售土地获得巨额财富。

报告指出明尼苏达大学从不讲述关于该

校建立的完整历史，报告敦促该校未来能够

制定有利于原住民的政策，包括给予赔偿、讲

述真相、变革司法程序等。

明尼苏达大学被曝
曾掠夺原住民土地

新华社上午电 叙利亚和突尼斯12日发

表联合声明说，叙利亚将重开驻突尼斯大使

馆，并任命驻突尼斯大使。

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援引联合声明报

道，为回应突尼斯总统倡议，叙利亚决定重新

开放驻突尼斯大使馆，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任命一名大使。

声明还指出，为了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叙利亚和突尼斯外长之间的磋商和协调将继

续进行，以巩固两国关系，维护共同价值，造

福两国民众。

突尼斯总统赛义德3日指示外交部长启

动任命驻叙利亚大使程序，叙利亚外长5日

与突尼斯外长通电话转达这一决定，叙利亚

外长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内重开驻突尼斯使

馆，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此外，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表示，

下一届阿盟峰会将于5月在沙特阿拉伯举

行，多国希望恢复叙利亚成员国资格。

2011年，叙利亚在西亚北非持续动荡中

爆发反政府示威，继而演变为内战。突尼斯

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同叙利亚断交。2017

年，突尼斯向叙利亚派出一个级别和人数有

限的外交使团，并帮助叙利亚追踪3000多名

为反对派效力的突尼斯籍武装人员。2019

年赛义德出任总统以来，多次向叙利亚释放

复交信号。

今年2月，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地带发

生强烈地震，突尼斯等国驰援叙利亚，借赈灾

之机表达善意，再次发出愿意复交的信号。

叙利亚将重开驻突尼斯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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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11日公布2023年版《外交蓝

皮书》，其中不少内容充斥“中国威胁论”，还

在领土争端等问题上挑战韩国和俄罗斯。对

此，中俄韩三国均予以严厉驳斥。

分析人士认为，新版《外交蓝皮书》延续

了日本内阁会议去年12月敲定的《国家安全

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的基调，在老调重

弹的同时言辞更加激烈，表明随着日美同盟

关系愈发紧密，日本充当美国“马前卒”的角

色定位会进一步强化。

涉华措辞更严厉
访华没多久的日本外相林芳正11日出现

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向首相岸田文雄等内阁

成员汇报新版《外交蓝皮书》的相关内容。值

得警惕的是，在涉华方面，这份文件明确将中

国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于

中俄两国加强联合军事训练，文件称“有必要

带着严重担忧予以关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同日回应称，

日本沿袭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渲染所

谓“中国威胁”，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

坚决反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
秘书长、研究员蔡亮表示，日本政府每年都会
发布《外交蓝皮书》，记载上一年度国际局势

和日本外交活动。相比2022年版中“安保上

的强烈关切”，新版蓝皮书的涉华措辞更为严

厉。将中国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

战”，这在日本《外交蓝皮书》中还是首次。

另一方面，这份文件也提及，与邻国中国

的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

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文交流。

对此蔡亮认为，结合林芳正访华传递出

的信息，在中日迎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

年的关键节点，无论中日关系笼罩在怎样的

氛围下，两国在经济等方面依然有广泛的合

作潜力，日本也认识到中国市场对提振日本

经济至关重要。

老调重弹引不满
在升级涉华措辞的同时，日本还继续在

历史、领土等问题上挑战韩国和俄罗斯。

尽管日韩关系在二战强征劳工问题解决

方案出台、两国领导人重启“穿梭外交”等背

景下得到缓和，但在领土问题上，日本仍寸步

不让。在新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声称竹

岛（韩国称独岛）“不论在历史事实还是在国

际法上，都属于日本固有领土”。

对此，韩国外交部予以强烈抗议，并敦促

日本立即撤回相关表述。韩国表示，日本政

府应明确认识到，反复针对独岛提出不正当

领土主张不利于构建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蔡亮指出，虽然韩国总统尹锡悦不惜背

负骂名也要取悦日美，但日本不会因为某些

政治层面的妥协和让步，就在领土、历史等问

题上动摇立场。

同样的论调，日本也用在了对日俄争议

领土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的表述

上。新版《外交蓝皮书》又一次使用“这些领

土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俄罗斯非法

占领”这一措辞。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

“不接受此类措辞，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丧失战略自主性
蔡亮指出，从日本最近的一系列举动不

难看出，对美“一边倒”的日本政府正在丧失

战略自主性：3月18日，日本开始向冲绳县石

垣驻地运输导弹。3月28日，日本国会不顾

在野党及民众反对，批准政府2023财年预算

案，其中防卫费再创历史新高。3月31日，日

本宣布将对23种用于芯片制造的技术设备实

施出口限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日本追

随美国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举措。接下

来，七国集团峰会5月将在日本广岛举行，日

本作为美国“马前卒”的角色定位无疑会进一

步强化。

只是，虽然日本政府认为紧随美国符合

国家利益，日本国内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日

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日前向岸田文雄提

交建议书，敦促为稳定日中关系而进一步作

出外交努力，呼吁与中国尽快修复关系。他

认为：“我们也对（日中之间）各种纷争、紧张

和冲突深感担忧，那么如何打破僵局？我们

希望通过外交方式寻求积极突破。”

中国一直强调，中国和日本是搬不走的

近邻，同为亚洲重要国家，维护和发展中日友

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本报记者 王若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