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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七年
一个月前，2021年3月16日，是克里米亚危机

爆发7周年的日子。7年前的那一天，克里米亚公
投决定脱乌入俄，乌克兰危机因而陡然升级。一
个月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效
仿克里米亚未果，转而宣布“独立”，乌政府军与
当地亲俄民间武装随即爆发冲突。

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所在地区被称
为顿巴斯地区，那里煤炭资源极为丰富，苏联时
期就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后来又成为乌克兰重要
的工业基地。顿巴斯地区毗邻俄罗斯，那两个州
有超过100万讲俄语的居民。

顿巴斯地区战事爆发后，经国际社会斡旋，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俄罗斯、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同乌东部民间武装在白俄罗斯
首都明斯克签署包括停火协议在内的议定书。

然而，停火协议并未得到有效落实。2015年2
月，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诺曼底模式”）
四国领导人在明斯克就长期政治解决乌克兰危
机的综合性措施及乌东部地区停火问题达成协
议，即新明斯克协议。虽然大规模武装冲突得到
控制，但小规模交火仍时有发生。实际上，停火协
议仍未得到彻底有效执行。

2020年7月，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与乌
东部民间武装代表举行视频会议，各方再度就在
顿巴斯地区全面停火达成一致。然而，今年2月底

以来，顿巴斯地区交火和人员伤亡增多，乌政府
军和东部民间武装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7年来，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耿
耿于怀。这期间，乌克兰经历了三任总统——— 亲
俄的亚努科维奇在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前的国内
大规模抗议示威中下台出走俄罗斯，亲西方的波
罗申科任内乌国内局势趋稳且难以逆转地“一心
向西”，喜剧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誓言解决克里
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两大核心问题。

他们的对面，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一如既
往坚定且强硬的俄总统普京。7年来，俄罗斯不断
加强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存在，修建连接本土和克
里米亚的跨海大桥等基础设施，甚至不惜在2018
年11月以刻赤海峡危机来敲打乌克兰。此外，通
过简化顿巴斯地区居民获取俄罗斯护照的手续
等举措，强化对当地的影响。

造势
今年以来，顿巴斯地区战事突然升级，乌政

府军与东部民间武装的冲突已造成26名乌军士
兵死亡，去年7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名存实亡。

同时，乌政府对国内反对派采取行动。泽连
斯基下令对亲俄反对派领导人梅德韦丘克相关
的3家电视台实施制裁。不久，乌克兰国家安全与
国防委员会又决定对梅德韦丘克在内的8人和19
个实体实施制裁。乌政府指控梅德韦丘克涉嫌向
乌东部民间武装提供资金等支持。

近年来，梅德韦丘克作为乌俄关系的协调人
之一，是唯一能成为普京座上宾的乌政界人士，

他曾多次到访莫斯科并与普京面对面单独会谈，
沟通乌克兰问题。泽连斯基拿梅德韦丘克开刀，
有点在乌俄关系上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乌东部局势升级后，乌政府军向东部地区大
量调配兵力和重型装备。同时，泽连斯基等乌政
府和军方高层公开向北约求援。北约派遣一支小
规模部队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与乌政府军举
行联合演习，北约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也到访乌
克兰，向乌政府军提供指挥支持。

作为回应，俄罗斯也向西部边境大量调兵，
涉及数万人规模和大量重型装备。路透社、美联
社等西方媒体报道称，这是自7年来俄军在俄乌
边境进行的最大规模军事集结。

泽连斯基冲在了求援最前线：4月2日与美国
总统拜登首次通话，得到了“不会在乌东部局势
升级时让基辅独自面对莫斯科的压力”的承诺；4
月5日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获得英国对乌政
府应对乌东部局势行动的支持；4月6日与北约秘
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通话，后者表态将继续致力于
与乌克兰建立密切伙伴关系；4月10日到访土耳
其，土总统埃尔多安重申“不承认克里米亚被吞
并”，支持乌克兰筹备“克里米亚平台”峰会。

4月8日，泽连斯基还身穿防弹衣视察东部前
线阵地。他16日还到访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商谈乌东部局势。

此外，3月底至4月初，美乌互动频繁：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与乌总统办公室主
任叶尔马克、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与乌武装力量
总司令霍姆恰克、美国务卿布林肯与乌外长库列
巴、美防长奥斯汀与乌防长塔兰等分别通话。

动因
克里米亚危机和乌东部战事爆发后，乌克兰

在2014年12月修改法律放弃不结盟地位，并于
2016年6月将加入北约确定为外交政策目标。尽
管泽连斯基2019年上台后曾寻求通过对话改善
乌俄关系，但近期乌东部局势升级后，他在与斯
托尔滕贝格通话时宣称，“结束顿巴斯战争的唯
一途径是乌克兰加入北约。”

在乌克兰看来，这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救命
稻草”。但在俄罗斯眼中，这话触碰到了俄罗斯国
家战略利益的“高压线”。泽连斯基对此心知肚
明，但为何选在此时公开叫嚣呢？

一个根本影响因素是美国——— 白宫易主。
拜登作为美国政坛“老人”，自20世纪70年代

末开始便与苏联和俄罗斯打交道，他对俄态度一
向强硬，制裁和军事对抗都不在话下。拜登曾在
2011年访俄时当面告诉普京：“我不认为你有灵
魂。”普京则回应称：“我们彼此彼此。”

去年10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
节目播出了一段专访拜登的视频，他在视频中表
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俄罗斯，将其视
为美国在军事上的头号对手。

此外，特朗普任内还曾爆出拜登及其儿子亨
特曾与乌克兰的一家能源公司之间存在密切联
系。而且，乌克兰局势升级正是发生在拜登担任
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当时力挺乌克
兰，并联合西方国家发起对俄制裁。

拜登的对俄立场和过往经历，让乌克兰政府

重新看到了“希望”。而且，五角大楼前不久还宣
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乌克兰国内———
泽连斯基政府。两年前以超过70%的支持率赢得
大选时，解决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战事就是泽连斯
基的承诺之一。如今5年任期已过2年，今年1月乌
克兰社会监测机构的一项民调显示，泽连斯基的
支持率跌至不足20%。

然而，到了3月底前后，乌克兰民调机构“评
级”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为
45%。尽管与当选时相比依然差距巨大，但较1月
时有了大幅回升。从时间上来看，或许正是由于
泽连斯基政府2月以来在乌东部局势上强硬出
击，并广泛进行外交活动，既一定程度上转移了
国内视线，也赢得了一些民众的支持。

回击
无论克里米亚还是顿巴斯战事，对乌克兰而

言都是头等大事，但在美国和北约眼中，乌克兰
只是西方对抗和遏制俄罗斯的一个环节和抓手。

围绕乌克兰危机，美国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
形成了一条军事对抗战线。这条战线从波罗的海
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经波兰到乌
克兰，南下到黑海。近年来，这条战线进一步向北
延伸到了挪威和北极地区。

在黑海，3月19日和20日，美军“蒙特雷”号导
弹巡洋舰和“托马斯·哈德纳”号导弹驱逐舰先后
进入黑海。与此同时，俄黑海舰队6艘潜艇罕见地
全部出动执行警戒任务。

在北海，3月27日，英国F-35与法国“阵风”、
美国F-15组团举行“零秒战区”空中演习。3月29
日一天内，北约战机紧急升空10次，追踪和拦截
俄军机在北大西洋、黑海、波罗的海以及北海空
域的活动。

近期，美军首次在挪威部署4架B-1战略轰炸
机。俄军则在北极史无前例地3艘战略核潜艇同
时破冰上浮，展示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

就近期乌东部局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
斯4月5日表示，美方支持乌克兰应对“恐吓和挑
衅行为”，要求俄方对增兵做出解释。第二天，俄
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回应称，俄在本国领土上做
认为必要的事情，不会理会美方的某些信号。他
同时明确拒绝美国参与协调乌东部问题的“诺曼
底模式”会谈。

尽管各方都很强硬，但必要的沟通还是有
的。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3月31日分别与乌克兰、
俄罗斯和英国军队总参谋长通话。普京近期也与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保持沟通。4月13日，拜登与普
京第二次通话，乌东部局势仍是主要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进出黑海要道博斯普鲁
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证实，美军通报

“罗斯福”号和“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将在14日
至15日进入黑海，并停留到5月。但土耳其方面14
日透露，美方取消了这一部署计划。

美国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停留在口头和
有限行动上，相比泽连斯基的憧憬，避免与俄罗
斯发生正面冲突才是美国和北约的首要考量。难
怪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科扎克警告称，如果乌政
府在顿巴斯开战，那将是“乌克兰末日的开始”。

“火药桶”顿巴斯

当乌克兰海军的舰艇驶出亚速海，通过刻赤海峡进入黑海举行演习之时，他们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这是一次“有去无
回”的单程旅行——— 介入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之间的刻赤海峡被俄方封锁，一封就是半年。

又一场刻赤海峡危机呼之欲出，背后是近期俄乌围绕乌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口水仗和军事调动日益升级，乌东部局势
正在进入7年来最紧张的时刻。一晃，克里米亚危机和乌东部战事都已经7年了。

在美俄博弈加剧、俄罗斯与北约军事对抗升级的大背景下，乌克兰顿巴斯地区这个“火药桶”又开始滋滋冒火星了。

4月10日，一名乌克兰政府军士兵在乌东部顿涅

茨克冲突地区执勤。 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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