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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鲁莽将整个中东推向悬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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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两场悼念活动分别在伊朗首
都德黑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伊朗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出席并主持了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
亚的悼念仪式，另一场是黎巴嫩真主党高
级军事指挥官舒库尔的葬礼。

7月30日，以色列在贝鲁特附近地区发
起“定点清除”行动，舒库尔在空袭中身亡。
当天赴伊朗出席该国新总统佩泽希齐扬就
职仪式的哈尼亚，于7月31日凌晨在德黑兰
遭炸弹袭击身亡。以色列对此不置可否，但
伊朗指责以色列就是凶手。

此外，以色列军方8月1日证实，哈马斯
军事指挥官戴夫在以军7月13日对加沙地
带南部城市汗尤尼的空袭中丧生。

到本月7日，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将满10
个月。围绕加沙停火的谈判几经周折，眼下
正处于关键期，此时以色列接连对哈马斯
和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实施“定点清除”，不
仅给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泼了一盆凉水，更

是将复杂的中东局势推到了悬崖边上。
哈尼亚遭暗杀当天，哈马斯高级别领

导人哈利勒·哈亚在德黑兰表示，以色列将
为其罪行付出沉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在声明中明确指出是以色列所为；哈
梅内伊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
议上下令，要求直接打击以色列。

8月1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
拉誓言对其高级军事指挥官舒库尔和哈马
斯领导人哈尼亚遭暗杀事件进行报复。

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以
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誓言铲除哈马斯，并
将此作为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目标之
一。但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巨大人
道主义危机的同时，其自身也逐渐陷入战
争泥潭，国际社会舆论对以色列愈发不利。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要求停止战争、
要求内塔尼亚胡下台的抗议活动不断，甚
至以色列战时内阁也因内部分歧垮台，内
塔尼亚胡与以军高层也被爆在加沙军事行
动问题上存在矛盾。

然而，以色列执政联盟中扮演关键角

色的极右翼政党态度强硬，主张继续推进
军事行动消灭哈马斯，否则就退出联合政
府。内塔尼亚胡正是靠极右翼势力的支持，
才得以重新上台执政的，因而他不仅强力
推进战事，还四面出击，试图通过“定点清
除”行动敲打伊朗的地区“代理人”。

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均与伊朗关系
密切。以色列对这两个组织的高层进行“定
点清除”，既可以转移国内视线，缓解压力，
同时又能借此威慑伊朗。

长期以来，以色列视伊朗为最大安全
威胁。今年4月1日，以色列还曾空袭了伊朗
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建筑，导致包
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两名
指挥官在内7人死亡。

作为报复，伊朗于4月13日夜间向以色
列目标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这是
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不过，那次回击
之前，伊朗已提前释放信号，以色列的防空
系统及美英在该地区的战机拦截了绝大部
分导弹和无人机，那次报复被认为是一次
象征性和可控的行动。后来，以色列也对伊

朗目标发动了反击，但这次报复同样是姿
态性的，没有造成重大后果。

尽管如此，那次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
报复与反报复，仍让世界捏了一把汗，这两
个拥有强大军力的国家，稍有不慎就可能
引爆整个中东。如今，类似的鲁莽行动再次
上演，这不仅是一次不负责任的危险挑衅，
接二连三的“定点清除”还会对中东局势造
成叠加冲击。伊朗的复仇行动已箭在弦上，
只是尚不清楚其反击力度，以及是否会向4
月时那样保持限度避免事态升级。

以黎战争风险在提升，各方随即展开
斡旋。而伊朗对以色列采取何种回应，又会
招致以方何种回击，其冲击波可比以黎局
势大得多。现在不仅加沙地带停火希望渺
茫，中东地区都可能发生更大规模战争。

哈尼亚遭暗杀后，面对中东危局，美国
和一些西方国家仍不愿施压以色列，坚称

“以色列有权自卫”。而中国、俄罗斯等联合
国安理会成员则对这种公然破坏和平努力
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军事手段和滥用武
力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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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美日两国举行外长和防长“2+2”
会谈，确认将重构驻日美军，把驻日美军司令
部整编为“联合部队司令部”，加强与日本自
卫队的协同指挥。同时，美日还首次召开“延
伸威慑”部长级会议，加快在作战、装备、核战
力三个领域的一体化进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
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防务大臣木原
稔参加了“2+2”会谈，就强化使用包括核武
器在内的美国战力保卫日本的体制达成共
识。当天，不少日本民众在会议举办地附近
举行抗议，反对日美不断加速推进在军事
等领域的同盟关系、搅动地区局势。

这是日美自1960年修改《日美安保条
约》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包括形成日美联合
作战体系、日本装备产能纳入美军供应链
等在内，标志着日美同盟走向新阶段。

一是强化日美联合作战体系。美日“2+
2”会谈确认调整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
指挥框架，以强化在安保领域的合作。

日本将于2024年度末成立统一指挥陆
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初期规
模240人，具有情报和作战等功能，负责指
挥包括太空和网络等新领域在内的部队。

据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月27日
透露，为完善美军与自卫队的协调体制，提
升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美方拟在东京横田
基地驻日美军司令部设置“联合部队司令
部”。“联合部队司令部”也考虑采用与日方
相对应的规模，指挥官由中将提升至上将。

驻日美军司令部目前的权限仅限于基
地管理等内容，部队实战指挥以及与日本
自卫队的协调工作由远在夏威夷的美军印
太司令部负责。此前就有意见指出，由于与
日本相距较远且有时差，为在出现突发事
态时美军与自卫队顺畅合作，有必要加强
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

木原稔7月29日与奥斯汀举行会谈，同
意将设置工作小组，完善自卫队与驻日美
军的指挥框架。同时，为有效运用对敌基地
攻击能力，将加快日美职责分工。

2023年1月，布林肯、奥斯汀与时任日本

外务大臣林芳正、时任防卫大臣浜田靖一
在华盛顿举行了“2+2”会谈，同意调整美军
在冲绳的驻军，并在《日美安保条约》中正
式增加太空相关内容，明确表示“来自太空
的攻击”可能触发该条约的共同防御条款。

二是扩大共同生产军备的能力。为了
应对武器弹药供应不稳定的情况，日美计
划扩充防卫装备品的共同生产。

据日本防卫省7月28日消息，日美两国
已签署协议，日本将向美国出售航空自卫
队持有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总金额约
30亿日元（约合1952万美元）。2023年底，日本
政府表示，将根据修改后的“防卫装备转移
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向美国出口在日本
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三是美国承诺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
一切军事力量参与日本的防卫。

7月28日，日美还举行了首次“延伸威
慑”部长级会议，就强化“延伸威慑”、深化
战略层面的讨论达成一致。《日本经济新
闻》报道称，这次会议意在宣示美国保卫日
本的意志。日美自2010年起举行外交和防

务部门高级别“延伸威慑磋商”。
上述协议遭到广岛、长崎核爆受害者

的强烈批评。广岛县知事汤崎英彦表示，
“增加对核武器的依赖令人深感忧虑，这可
能会导致核风险提升。”同时，日美将驻日
美军司令部整编为“联合部队司令部”的做
法也引发日本民众对美军影响力过度增强
的担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7月29日
否认此举会导致“自卫队与美军一体化”。
他说：“自卫队所有活动均基于我国的自主
判断，（日美）遵照各自独立的指挥系统来
行动，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

日美不断深化军事合作，威胁地区安
全稳定。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崎
享表示，将自卫队作为推进地区战略的工
具，是美国的最大目的，对突发情况进行判
断和决策的仍是美国。美国将尽可能地避
免直接参与战争，通过利用日本自卫队来
增加自己的选项，美国不会为了日本真正
动用核武器，所谓“延伸威慑”对日本是十
分危险的，将来日本可能会被卷入各种危
机，出现非常危险的情况。

日美“2+2”会谈新动向令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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