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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批评了以色列在约
旦河西岸推行的“定居点”政策，并呼吁巴以双
方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冲突。新一轮巴以冲
突以来，德国政府一度明确支持以色列，同时
压制国内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引发了不小的
争议。此次朔尔茨的态度转变，也折射出本轮
巴以冲突对德国社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

批评以色列的声音逐渐增多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针对加沙
地带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造成大规模平民伤
亡，加沙地带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这导致
德国国内批评以色列的声音逐渐增多。一段
时间以来，反对以色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遍及
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德国各大城市，一些
示威者高呼“支持哈马斯”等口号，甚至焚烧以
色列国旗。

此外，一些在德犹太人的人身安全也遭受
威胁。10月 18日，两名身份不明男子向柏林
的一个犹太社区投掷燃烧弹，还有人试图袭击
犹太教堂。根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的统计，
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已发生了 1800余起
针对犹太人的犯罪事件。

民众对政府有关本轮巴以冲突的立场和

举措不满，是导致德国社会治安事件近期增加
的直接原因。本轮巴以冲突10月7日爆发后，
德国政府第一时间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并
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如暂停援助巴勒斯坦、
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禁止哈马斯人员和亲
巴勒斯坦组织在德国境内活动、多个城市宣布
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等。但最新民
调显示，德国民众因以色列的过度军事行动和
对加沙地区平民的袭击而感到愤怒。41%的
受访民众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过分的，
35%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的反应是适当的，
57%的受访者表示以色列应对当前加沙地区
平民的状况负责。

德国政界有人将近期“反以示威”频发归
咎于外来移民群体，并质疑德国政府正在推行
的公民法改革。目前德国的公民法规定，外来
移民在德国居住满 5年后有资格申请德国国
籍，而政府计划中的公民法改革将使这一时间
缩短为3年。事实上，移民只是游行示威者中
的一部分。目前，大约有 2380万有移民背景
的人生活在德国，其中阿拉伯裔和土耳其裔族
群人数众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德国出生，
一些人在德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尽管如此，
对巴以问题和巴勒斯坦民众多年的遭遇，他们

仍抱持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德国政府反犹问
题专员菲利克斯·克莱因认为，“反犹主义”可
能广泛存在于德国社会的各阶层，尤其是在阿
拉伯裔和土耳其裔这两个群体中。

德社会两派各执一词

就在不久前，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
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
频，呼吁德国政府对近期在德国多个城市爆发
的反以示威游行采取“强硬政治回应”，在德国
社会内部引发激烈讨论。德国犹太人中央委
员会主席约瑟夫·舒斯特尔表示支持，认为哈
贝克的讲话既明确了保护犹太人是德国的“国
家理性”，也提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合理关切。
目前作为反对党和在野党的基民盟副主席卡
琳·普里恩也表示，哈贝克的表态是强有力且
必要的，目前政府中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与之相对的是，近段时间以来，质疑哈贝
克言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有不少人
认为，并非所有参与示威活动的人都是所谓

“反犹主义者”，或者是哈马斯的支持者。很多
人参与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对巴勒斯坦平民所
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并呼吁双方实现和平对
话。另一方面，随着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造成越

来越多的平民伤亡，很多人认为德国已经为二
战中的罪行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没有必要再因
为历史的包袱无条件地为以色列“站台”。德
国应从当前的现实出发，为真正解决巴以冲突
作出应有的贡献。

英国《卫报》近期刊文认为，德国与以色列
保持立场一致越来越成为一种包袱：当以色列
轰炸加沙地带造成平民死亡、当地基础设施被
摧毁时，德国政界仍然认为批评以色列是不可
接受的行为，这已成了一种自我束缚。甚至连
一些以色列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以色列《国
土报》最近刊文表示，德国认为无条件支持以
色列就是承担了自己对于历史的责任，但当以
色列在加沙地区制造人道主义危机，让加沙地
区两百万平民流离失所，而德国仍然支持以色
列时，德国已经背叛了其历史责任。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对巴以冲突的不同反
应折射出德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反对
以色列游行示威引发治安事件增加只是表象，
其背后是移民问题、族群问题等正在加深德国
社会的裂痕。 □焦授松

巴以冲突加深德国社会裂痕

据新华社东京11月24日电 日本新潟县县
厅 24日发布消息说，日本环境省当天宣布，饲养在
新潟县佐渡朱鹮保护中心的雌鸟朱鹮“洋洋”23日
上午去世。

“洋洋”来自陕西省洋县，今年 27岁，相当于人
类的 80余岁高龄。日本环境省 24日发布的通报
说，“洋洋”死于 23日上午。“洋洋”此前因受到雷声
惊吓扭伤腿，后无法站立，进食困难。21日，兽医对
其进行了治疗并喂食。通报说，推断“洋洋”23日因
身体衰弱死亡。

新潟县县厅在官网上表示，“洋洋”为朱鹮在日
本的野生回归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新潟县还将
同日本环境省一起，与佐渡朱鹮保护中心携手为朱
鹮的野生回归而努力。

1999年 1月，“洋洋”和“友友”作为中国赠送给
日本的首对朱鹮来到日本新潟县佐渡岛，并在此后
岁月中为拯救日本濒临灭绝的朱鹮族群发挥了很
大作用。据日媒报道，1998年日本朱鹮被确定为

“野生灭绝”物种。1999年“洋洋”和“友友”到来前
整个日本仅剩下佐渡岛上唯一的一只朱鹮。此后，
为确保基因多样性，中国又数次赠送朱鹮给日本，
帮助日本重新建立了朱鹮种群。

中国赠送日本的朱鹮“洋洋”去世

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发表国情
咨文，提出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列强也
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宣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
洲”。这种把拉美乃至西半球变成自己势力范
围的主张被称作“门罗主义”。算起来，“门罗
主义”提出已经200年了，打着这个旗号，美国
在拉美的表现怎么样，我们不妨做个盘点。

表现之一：强取豪夺

“门罗主义”披着“庇护美洲”的外衣，从事
的是领土扩张的行径。在19世纪的近百年时
间里，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剥夺印第安人的安
身立命之所，而且发动美墨战争夺走墨西哥半
壁江山，策动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里抢夺古
巴、波多黎各。鼓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出
去，进而控制巴拿马运河，把加勒比海和墨西
哥湾变成美国的“内湖”。短短百年里，美国领
土扩张了10倍多，今天937万平方公里土地近
四分之一是从墨西哥抢来的。

表现之二：经济殖民

美国把拉美视为“后花园”，当作“提款
机”，掌控其经济命脉，源源不断把当地老百姓
的血汗钱放进资本的腰包。欧·亨利小说《白
菜与国王》讲了一个“香蕉共和国”的故事，这
是垄断资本在中美洲疯狂掠夺的真实写照。
20世纪初，以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为代表的资
本在中美洲霸占土地，垄断生产和贸易，控制
铁路港口，坐拥关税特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
中之国”。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这些中美洲国
家只能种植香蕉、咖啡、甘蔗等单一农作物，沦
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些国家至今难以摆脱

经济结构单一的沉疴旧疾，工业化现代化无从
谈起。

美国以同样的手段控制了古巴的制糖业、
阿根廷和巴拉圭的罐头业、圭亚那的铝土、玻
利维亚的锡、秘鲁的铜……一部拉美现代史，
就是一部美国欺凌掠夺史。

表现之三：武力干涉

“门罗主义”讲的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
洲”，干的却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强调
失序源于不够文明的国家或政府未履行好自
身义务，“文明的美国”须充当“国际警察”维持
西半球秩序。在这种歪理邪说的支持下，美国
视拉美为禁脔，赤裸裸地武力侵犯和干涉拉美
主权国家。1903年强占古巴关塔那摩，1915
年起占领海地近 20年，1916年起武装占领多
米尼加8年，1961年派雇佣军入侵古巴……美
国的军事干涉覆盖了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塔
夫茨大学研究报告显示，1776年以来美国在
全球进行了近 400次军事干预，34%针对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
近”成为拉美之殇。拉美动荡百年，美国是最
大乱源。

表现之四：策动政变

50年前智利“9·11政变”至今烙在很多拉
美民众心中。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事强人
皮诺切特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轰炸总统府，阿
连德总统在政变中身亡。这不过是美国在拉
美策划的多起血腥政变之一。哈佛大学一项
研究显示，在 1898年至 1994年不到 100年的

时间里，美国政府在拉美地区策划和实施了至
少41次政变，相当于每28个月就有一次。

时至今日，“门罗主义”遗毒仍在。近年玻
利维亚、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发生的政局动
荡，处处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前国务卿蓬佩
奥在其新书《寸步不让》中披露，美国曾计划对
委内瑞拉实施干预，逼迫马杜罗政府向反对派
妥协。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公
开承认他曾多次参与策划政变，宣称“在他国
搞政变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干涉内政、输
出动乱是盘踞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拉美国家身
上的政治毒瘤。

表现之五：滥用制裁

美国对拉美大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冷战时期拉美国家成为阵营对抗的棋子，被迫
选边站队，冷战结束后又沦为新自由主义的

“试验田”。“不听话”的国家动辄遭到制裁打
压。古巴被美国敌视封锁禁运 60多年，蒙受
近 1600亿美元经济损失，覆盖几乎所有民生
领域；委内瑞拉数万人死于美国制裁造成的人
道主义灾难，事实和数字触目惊心。美国“唯
我独尊、宁负天下”的霸权主义政策制造了无
数人间悲剧。今年11月2日，联合国大会连续
第 31次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再次敦促美
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187
个国家投支持票，只有美国、以色列投反对票，
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不断翻新花样，包
装“门罗主义”。起初，美国政府宣告“门罗主
义时代已经终结”，实际上则通过“接触”政策
重返拉美。然后，美国政府公然声称“看来门

罗主义是个好东西”，打造所谓“新门罗主义”，
借此整肃“后院”，卷起袖子下场对付委内瑞拉
等“宿敌”，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胁迫各国选边
站队。近几年，美国政府接连打出“民主自由
人权价值”“美洲增长倡议”“近岸外包”“重建
更美好世界”牌笼络拉美国家，无奈应者寥
寥。2022年，美国总统在演讲中声称“拉美不
是美国的‘后院’而是‘前院’”，自以为这是对
拉美国家的恩赐，反而恰恰暴露出把这些国家
当作“工具”和“私产”的傲慢。

拉美苦美久矣。越来越多拉美国家走向
觉醒，意识到美拉关系从未建立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无论美国怎样开动舆论机器进行宣
传，其政策内核仍是钳制与干涉，底色还是强
权与霸凌。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
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拉美国家团结自强的
步伐也越来越坚定。2022年美国主办美洲峰
会，将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几个“不听话”
的国家排除在外，遭到拉美国家大范围抗议和
抵制。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表示，美洲不应再有

“门罗主义”，也不应由任何一国主导。尼加拉
瓜要求美国偿还百亿“历史债务”。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说“新自由主义‘药方’的药效已
尽，寡头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也已经穷途末
路”。黯然收场的美洲峰会，不仅暴露了美国
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让美国重塑在美洲
领导力的外交目标沦为笑谈。

失道寡助，美国假普世价值之名推行“门
罗主义”，基于自私自利进行对外干预，只会招
致越来越多的反感与反对。“200岁”的“门罗
主义”可以休矣。 □据新华网

“门罗主义”200年，给世界都带来了什么

人民网开罗11月 24日电 当
地时间 24日 7时（北京时间 13时），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正
式生效。

自 10月 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发以来，已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
的大量人员伤亡，加沙地带粮食不安
全状况加剧，卫生系统濒临崩溃，人
道局势进一步恶化。此次冲突规模
和强度之大，令世界震惊。在多方斡
旋及协调下，自 10 月 21 日以来，埃
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开放拉
法口岸协议，已有多辆装载人道援助
物资的卡车从埃及通过拉法口岸进
入加沙地带，来自加沙地带的受伤人
员则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

拉法口岸是目前加沙地带唯一
一个不受以色列控制的陆路通道。
记者看到，在拉法口岸埃及一侧的道
路附近，装载有人道援助物资的车辆
正在排队等候。而这些车辆进入加
沙地带前都要接受以色列的检查。

据埃及官员称，截至11月22日，
通过拉法口岸已向加沙地带运送了
2222吨医疗援助物资、6063吨食品、
4625吨水、1407吨其他物资以及 378
吨燃料，共有 7730名外国人和双重
国籍人士通过拉法口岸离开加沙地
带。然而，联合国多次警告，获准进
入加沙地带的援助物资远不能满足
当地民众需求。

今年 21岁的阿里·纳赛尔是当
地护理学校的学生，作为埃及红新月
会志愿者，他已经在拉法口岸工作两
周了。他表示，自己很高兴能作为志
愿者参与到人道救援物资传递工作
中，希望能够把更多救援物资通过拉
法口岸传递到另一边的巴勒斯坦兄
弟姐妹手上。

阿里什医院是埃及北西奈省最
大的医院之一。目前这里会接收部
分从加沙地带转移至埃及境内的伤

员。据埃及媒体报道称，埃及 11月
20日当天通过拉法口岸接收了来自
加沙地带的 28名早产儿，其中 16名
早产儿已转运阿里什医院，还有部分
早产儿被送往开罗或伊斯梅利亚。
埃及已派调 3.8万名医生和 2.5万名
护士为来自加沙地带的伤员提供医
护服务。

埃及卫生部官员艾哈迈德·马赫
迪在采访中表示，一直以来，埃及与
中国卫生部门保持很好的合作。中
国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有很好的经
验和能力，相信中方将在解决当下巴
以冲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1月20日至21日，阿拉伯、伊斯
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华。代表
团将中国作为国际斡旋的第一站，并
表示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高度评价中
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长期秉持公正
立场，赞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轮
值主席国推动出台本轮巴以冲突以
来首份安理会决议，期待同中方开展
更加密切的协调，防止危机蔓延，重
启和谈进程。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始终
是中东问题的核心。11月 21日，习
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
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时强调，巴以
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
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
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
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公正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
定。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
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
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
正、持久解决。

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生效
人 道 局 势 依 然 严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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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欧盟委员会发布 2023 年入
盟年度评估报告，建议欧盟理事会启
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欧
盟成员国领导人将在 12 月 14 日至 15
日举行的布鲁塞尔峰会上讨论启动谈
判进程的正式决定。根据欧盟议事规
则，这一决定必须经所有欧盟成员国
一致通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谈
判必须在乌克兰完全满足欧盟条件后
才会实际启动，而这可能需要数年时
间。因此，布鲁塞尔峰会后，欧盟能否
和乌克兰启动谈判进程，仍面临很大的
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欧盟收到
乌克兰的加入申请。去年6月，乌克兰
得到欧盟批准成为入盟候选国，但这距
离真正入盟还相当远。对欧盟而言，接
纳乌克兰入盟还要攻克很多“关”。

——标准对接关。关于乌克兰入
盟，欧盟内部始终存在两大疑问：一是
即使冲突结束，乌克兰能否完成加入欧
盟所需的一系列改革，达到欧盟单一市
场规则的各项标准；二是欧盟能否进行
充分的自我改革，更便于乌克兰和一大
批潜在新成员与其完成标准对接。在
标准制定和政策法规上，欧盟与现有成
员国一直存在不少分歧。一些成员国
至今和欧委会在法律标准等问题上僵
持不下，对欧盟单一市场规则的实施造
成不小阻力。欧委会主管价值与透明
度事务的委员薇拉·尧罗娃说，对于新加入的国家，
欧盟会采取更严格的法律措施。入盟谈判会比过
去困难得多。

——预算分配关。如果成功入盟，乌克兰将对
欧盟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乌克兰现在仍处于冲突
状态，经济发展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按照冲突前人
口规模，乌克兰将排在欧盟第五，但经济水平垫
底。根据布鲁盖尔智库研究员索尔特·达瓦斯估
算，如果把乌克兰纳入2021—2027年的团结基金投
资预算，乌克兰将成为欧盟的最大资金接受国。面
对可能成为资金净受益者的新成员国，欧盟将如何
改革预算分配方式？不太富裕的成员国将如何应
对自身成为净捐助国的角色转变？这些问题直接
冲击欧盟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可能造成两种结
果：要么欧盟其他成员国接受更少的预算份额，要
么欧盟同意大规模增加预算规模。无论哪种结果，
对饱受经济衰退困扰的欧盟成员国而言，无疑都是
难解之题。

——机制改革关。2022年2月以来，欧盟将乌
克兰、摩尔多瓦、波黑列为候选成员国，开始与阿尔
巴尼亚进行入盟谈判，并加强与黑山、北马其顿、塞
尔维亚和土耳其等其他4个正式候选国的接触。欧
盟成员国在扩员方式和机构改革上开始出现越来
越多分歧，或将加剧欧盟内部极化和分裂的风险。
如果欧盟成员国从目前的27个增加到35个，欧盟
在外交、税收等领域达成决策的难度会进一步加
大。因此，欧盟或将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决策机制，
甚至可能需要修改现有条约。但在修改条约上，欧
盟很难获得现有成员国的支持，各国政府担心这会
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出现更多新要求。

2004 年，欧盟接纳捷克等 10 个国家为欧盟成
员，这次扩员对欧盟的权力结构、治理能力和合作
模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欧盟即将启动的新一轮
扩员，无疑将对其凝聚力、决策力和行动力带来新
的挑战。 □贾平凡

据新华社惠灵顿11月24日电 新西兰候任总
理、国家党领导人克里斯托弗·拉克森 24日与新西
兰行动党领导人戴维·西摩、优先党领导人温斯顿·
彼得斯在惠灵顿国会大厦签署正式协议，宣布组建
由国家党领衔的新一届政府。

拉克森将出任新西兰总理兼情报安全部长。
彼得斯与西摩将在本届议会三年任期中分别担任
一年半的副总理，这在新西兰历史上尚属首次。此
外，彼得斯将再次出任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则由国
家党副党魁妮古拉·威利斯担任。20个内阁席位
中，国家党占14席，另两党分享6席。

据拉克森介绍，新一届政府将于 11月 27日宣
誓就职。

新西兰于 10月 14日完成议会选举后，在野党
国家党获得最高支持率，赢得组阁权。在参加竞选
的17个政党中，国家党选择与行动党和优先党联合
组建政府。过去数周，三党一直就施政政策和内阁
部长人选艰难谈判，协调立场。

新西兰宣布成立新一届政府

近日，泰国南奔府在哈
利奔猜寺举办盛大灯会，吸
引游人纷纷前来挂灯留影、
祈福许愿。

□新华社记者 王腾 摄

→游客在哈利奔猜寺拍摄灯笼。

花市灯如昼花市灯如昼

↑游客在哈利奔猜寺悬挂灯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