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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记者 赵恩霆

俄乌战事爆发后，大多数时候列车
都是从乌克兰首都基辅驶离，往西部与
波兰交界的边境地区撤离民众。但15日
晚，一列逆行的火车停靠基辅，车上的乘
客来头不小，分别是波兰总理莫拉维茨
基、捷克总理菲亚拉、斯洛文尼亚总理扬
沙，以及波兰政府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
副总理、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卡钦
斯基。

15日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总理
什米加尔在基辅与上述三国领导人举行
会谈。16日下午，上述三国领导人再度乘
火车离开基辅回国。他们是俄乌战事爆
发以来，首批到访基辅的外国领导人，试
图以此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考虑到当前乌克兰处于交战状态，
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亚领导人从空中
进入乌克兰境内存在安全风险，而且还
可能会被俄罗斯视为挑衅行为，因而三
国首脑改为铁路入境乌克兰——— 在波兰
集合搭乘火车长途跋涉，在晚间基辅进
入宵禁后抵达。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政府2月底正
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文件后，在本月
10日至11日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上，只有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

亚三国明确表示支持。针对此次基辅之
行，波兰政府发言人穆勒称，上述三国代
表团代表了欧盟和欧洲理事会。波兰总
理府网站发布的消息称，此访旨在强调
欧盟对乌克兰的明确支持。

波兰在这次三国领导人基辅之行中
扮演了牵头角色，一方面源于其同乌克
兰之间存在地理和地缘政治上的特殊联
系，另一方面也符合其近些年来在中东
欧地区着力打造的“带头大哥”人设。

波兰与乌克兰之间拥有很长的边界
线，两国均与俄罗斯接壤——— 波兰与俄
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2014年乌克兰
危机以来，波兰始终站在乌克兰一方，冲
在反俄一线，大力引进美国和北约驻军。
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波兰总统杜达力
邀美国永久驻军，不仅出资建设基地等
设施，还提议将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
目前，美国在波兰北部部署有陆基“宙斯
盾”反导系统。

在欧盟内部，围绕成员国经济社会
发展议题、难民安置、司法以及对俄关系
等问题，以法德为代表的西欧“老欧洲”
国家，与波兰为首的中东欧“新欧洲”国
家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分歧。其中，波兰
可谓欧盟内部的“刺头”，多次与欧盟叫
板，眼下双方围绕司法改革问题仍龃龉
不断；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组

成的为维谢格拉德集团，此前也曾公开
抵制欧盟分摊难民计划。

此次三国首脑基辅之行，事先知会
了美国、北约以及俄罗斯，但遭到欧盟批
评，称这只是上述三国代表团的“个人行
为”，并未得到欧洲理事会正式授权，且
欧盟27国并未就此达成一致，不能代表
欧盟立场。

正因波兰在中东欧地区和乌克兰问
题上的存在感，俄乌战事爆发后，它自然
成为西方支援乌克兰的桥头堡。本月初，
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
多战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日访问乌克
兰西部邻国摩尔多瓦给出积极回应，提
议由波兰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苏-27
和苏-25等现存的苏制战机，美国则向波
兰提供同等数量的F-16战机。

尽管波兰一贯反俄，但在俄乌战事
上保持着清醒，一旦向乌克兰提供苏制
战机，则意味着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等于
引火上身。对于美国提议，波兰8日回复
称，可将28架米格-29战机送到德国拉姆
施泰因空军基地，由美国向乌克兰转交，
同时呼吁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等拥有苏
制战机的北约成员国跟进。

然而，美国国防部立即表示，波兰的
提议不可行，向乌克兰提供战机援助一
事不了了之。显然，美国、北约和欧盟也

不愿因此直接介入冲突。
然而，刚把“皮球”踢回给美国，波兰

领导人就在此次基辅之行中提出一个更
大胆的提议——— 向乌克兰派遣一支北约
主导的国际维和部队。波兰副总理卡钦
斯基表示，波兰军队可为维和部队提供
保护。波兰国防部长布拉什恰克16日还
细化了提议，并将其提交北约成员国防
长会议。

虽然西方在援乌问题上一个比一个
头脑发热，但轮到实际操作时都变得很
现实和谨慎，对于波兰的提议，北约随即
表示不考虑向乌克兰派兵；美国国务院
也表示，这种做法过于激进，有延长战争
的风险。

美国此前提议“以苏制战机援乌，换
同等数量美制战机”，是想把波兰推到前
台，完成美国和北约想干又不敢干的事。
但波兰拒绝，说明其不愿充当北约“炮
灰”，各方都在竭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
接冲突。

但波兰又不愿放弃借乌克兰危机再
刷一波存在感的良机，才提出以北约或
更大范围国际组织的名义、打着维和旗
号介入乌克兰局势。实际上，这个风险不
比援乌战机小，甚至更大一些。一个接一
个“馊主意”，暴露出西方在俄乌局势中
的矛盾心态。

拒绝美国的馊主意，波兰提了个更馊的

齐鲁晚报记者 赵世峰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
16日召开安全保障调查会议，对运用美
国核武器的“核共享”政策等交换意见。
关于“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
器”，日本近期出现了要求讨论和修改的
意见，值得警惕。

日本朝野政党一部分人主张应讨论
在日本部署美国核武器并共同运用的

“核共享”政策。这种声音不仅来自民党
内部，也来自日本维新会等党派。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10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
议上表示，关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并运
用美国核武器的“核共享”政策，各党进
行讨论没有问题，但他再次否认政府探
讨的可能性。

岸田14日重申，包括凭借美军“核保
护伞”和常规战力在内的综合威慑力来
保卫日本的“延伸威慑”正在发挥作用，
由于“核共享”违背“无核三原则”和以

《原子能基本法》为首的法律体系，“不予
讨论”。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
战争和不保持战力，1967年时任首相佐
藤荣作正式宣布“无核三原则”，自那时
起成为日本的国策。

在俄乌冲突的情况下，前首相安倍
晋三2月27日在富士电视台一档节目中
表示，应在日本讨论“核共享”政策。日本
维新会也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启动该讨
论的建议。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6日
在富士电视台节目中就“不运进核武器”
原则说，“希望在自民党内进行讨论”，

“应设置例外以便在突发事态时允许破
例”。日本将在年底前修改外交和安全政
策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
文件，高市力促在此之前进行相关话题
的讨论。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表示，德国
等国采用了在国内部署美国核武器并运
用“核共享”的政策，“我不认为一味坚持

‘无核三原则’而不进行验证是正确的。”

安倍等人的言论遭到了立宪民主党
等在野党以及核爆受害者团体的反对。
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党首山口那
津男指出，“无核三原则”是国策，“虽然
出现了各种意见，但不能动摇”。日本内
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作为政策方
针，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想法不变。”

现居加拿大、90岁的广岛核爆受害
者瑟洛节子7日致函岸田文雄，对部分政
客呼吁讨论“核共享”的表态“深感震惊
和不知所措”。她强调，需要的是“加强旨
在禁止和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法”，而不是
运进核武器。长崎核爆受害者、89岁的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
会”代表委员田中熙巳愤怒地表示，“他
们难道不知道核爆受害的实际情况吗？”
其他核爆受害者也谴责称，“这是否定
2021年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与世
界人民为敌的行为。”

“核共享”是北约上世纪五十年代采
取的军事战略，在德国等部分非拥核国

家部署美国的核武器，使用核武器则需
要美国和盟国双方作出决定。研究废核
的非营利组织“Peace Depot”特别顾问
梅林宏道认为，日本这样做有可能违反
规定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原子能基本法》
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指出，北约
采用“核共享”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与提
出‘无核三原则’的日本有很大不同”。

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中岛琢磨也认
为，“要实现（‘核共享’）有很多困难”，安
倍的发言可能更多的是在拉拢保守团
体。非政府组织“和平之舟”共同代表川
崎哲警告，“如果日本的政治家就核威慑
力发出信号”，将“导致军备竞赛，反而会
增加危险”。

打破“无核三原则”？日本朝野激辩“核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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