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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2日晚，正在
阿富汗喀布尔参加和平谈判的
巴基斯坦支尔格会议成员、开
普省信息和公共关系首席部长
特别助理穆罕默德·阿里·赛
义夫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
员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同
意与巴基斯坦塔利班无限期停
火，双方将继续进行和平谈
判。他表示，他们同意巴基斯
坦塔利班发布停火声明。

当晚稍早前，巴基斯坦塔
利班发言人穆罕默德·库拉萨
尼发表声明称，由于最近两日
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巴基斯
坦塔利班与巴基斯坦政府的停
火将无限期延长。

穆 罕 默 德 · 库 拉 萨 尼 表
示，巴基斯坦塔利班与巴基斯
坦政府代表和支尔格会议成员
在喀布尔举行了会谈，取得了
重大进展，因此，巴基斯坦塔

利班决定无限期延长与巴政府
间的停火。几天后双方还将举
行更多的会谈，以推动谈判进
程。

目前，巴基斯坦政府代表
团、巴基斯坦塔利班代表团和
来自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区
的支尔格会议成员在阿富汗喀
布尔举行和平谈判，以期结束
巴基斯坦边境部落地区20年的
武装冲突。 据新华社电

据德国之声报道，6月1日
晚间，在德国工会联合会一次
活动上，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发
表演说称，今年 2 月 24 日俄罗
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是
一场“野蛮的战争”“对国际法
的严重践踏，是二战后欧洲历
史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也是卸
任总理半年多以来，默克尔首
次出席具有政治色彩的公开活
动。

默克尔说，她声援的对象
当然是遭受俄罗斯“侵略”的
乌克兰，她当然也会支持乌克
兰人行使自卫权力。“我要明确
地说，对于德国政府、欧盟、

美国以及我们的G7伙伴，为制
止这场野蛮战争所付出的努
力，我会予以坚决的支持。”

默克尔说，这场战争将会
带来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
层面上一系列重大挑战。但对
于这场战争究竟会带来怎样的
后果，目前任何人都无法定
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将
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默克尔表示，战争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乌克兰的范畴。飙
升的能源价格已经令德国民众
忧心忡忡，而非洲很多国家更
面临着饥荒的威胁。

德国之声报道称，下周，

默克尔将会再度在政治性场合
公开露面。6月7日她将出席柏
林的一次讨论会，讨论的主题
将围绕俄乌战争、德俄关系，
也许还会涉及默克尔执政时期
的对俄立场。在东德长大，并
能讲流利俄语的默克尔曾因力
推北溪二号工程，受到美国和
欧洲盟友的批评。迄今为止，
默克尔从未就自己当年的对俄
政策公开表达过意见。但默克
尔时期曾担任德国外交部长的
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则以
对其当年执行的对俄政策公开
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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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 ，
在英国伦敦，英
国王储查尔斯
的妻子卡米拉
（左）与凯特王
妃乘坐马车参
加阅兵式。

当日，庆祝
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登基
70 周年庆典在
伦敦拉开帷幕。
庆典将从6月2
日持续至6月5
日 ，包 括 阅 兵
式、街头派对、
音乐会等活动。
新 华 社 发（蒂
姆·爱尔兰 摄）

新华社北京6月 3日电 丹
麦 6 月 1 日举行公民投票，大
多数选民支持加入欧洲联盟
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这一
结果意味着丹麦将改变近 30
年来与欧洲一体化保持距离
的政策传统，在安全和防务问
题上寻求与欧盟统一立场、统
一行动。

公投结果显示，约67％的选
民赞成放弃丹麦享有的退出欧
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权利，约
33％的选民反对放弃。

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说：
“丹麦现在可以参与欧洲在防务
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我非常高
兴。”她认为，俄罗斯2月24日对
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欧
洲不再是从前的欧洲，“欧洲一旦

再发生战争，你无法保持中立”。
当天早些时候，弗雷泽里克

森在投票时说，丹麦是一个只有
550万人口的小国，“小到无法在
这个非常不安全的世界中独善
其身”。

路透社报道，丹麦是唯一不
参加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的欧盟成员国。这次公投结果标
志着丹麦将首次放弃它签署《马
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所获得的数
项“退出权”之一。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丹麦人经
公投释放出“愿意致力于我们共
同安全的强烈信号”，欧洲理事
会主席米歇尔说这一决定将让
欧盟和丹麦“更安全、更强大”。

弗雷泽里克森与议会多数

党派协商一致后，3 月初决定发
起这一公投。她同时宣布，计划
到 2033 年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例提升至 2％，以满足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成员国的
要求。

据法新社报道，丹麦议会14
个政党中有11个先前敦促选民
投票赞成放弃退出欧洲共同安
全与防务政策的权利，其余3个
政党呼吁选民投票反对，认为丹
麦防务应继续依赖北约集体防
卫机制。

作为北约创始成员国，丹麦
自 1949 年以来一直将北约视作
国家防务基石，但北约之首美国
已经暗示其欧洲盟友须对自身
安全负起更大责任，不断敦促欧
洲国家增加防务支出。

英国英国：：庆祝女王登基庆祝女王登基7070周年周年

截至6月3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
别军事行动已经 100 天了。对莫斯科、基辅
和华盛顿来说，要让这场冲突终结，似乎还
遥遥无期；而对渴望战事落幕的乌克兰难民
来说，这段难熬的时光，无比漫长。

局势将如何演变？也许从10个信号，可
窥见一斑。

【【信号一信号一：：双方都现疲态双方都现疲态】】

2月24日入乌后，俄军发起的“闪电战”
未能奏效，一度被唱衰将战败。而乌方牢牢
占据道德高地，灵活结合舆论战、信息战、制
裁战等，让“北极熊”体验了一把21世纪“混
合战”的威力。

不过，按俄方说法，普京的打法精确而
克制，主要是考虑“不伤及平民”。从预计的

“摧枯拉朽”到拖成“持久战”，一方压倒、拖
垮另一方的情况没有出现，有的只是互相消
耗，大家都疲于应战。拖下去，对双方都不是
最优解，必须想办法破局。

【【信号二信号二：：胜利天平倾斜胜利天平倾斜？】？】

行动第二阶段，俄方将整体攻势收缩到
了局部，慢而稳地推进，旨在全面控制乌东
顿巴斯地区和南部。

目前俄方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僵持数月
的马里乌波尔之战，以亚速钢铁厂的乌军和
外国雇佣兵全面投降画上句号；随着俄军控
制卢甘斯克地区95%领土，具有收官意义的
北顿涅茨克合围战，即将以俄军胜利告终。

俄外长拉夫罗夫直言，“解放顿巴斯”
“无条件优先”，志在必得，没得商量。

【【信号三信号三：：和谈已被冻结和谈已被冻结】】

普京最初的目的是以战促谈，逼迫乌方
回到谈判桌。泽连斯基也承认，政治谈判是最
终的唯一途径。但和谈一波三折，3月底，俄乌
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已称得上是迄今
最有效的一次，自那之后，就陷入停滞。

此间，泽连斯基与乌高层的态度反复多
变、自相矛盾。6月2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指出，俄已明确表达要求，但基辅迫
于其“监护人”压力，宁愿冻结谈判。谈判走
不通，也倒逼俄乌继续诉诸军事手段，期望
战场取胜以增加谈判筹码。

【【信号四信号四：：制裁威力渐显制裁威力渐显】】

同时，俄罗斯正面临西方史无前例的制
裁和孤立。不仅包括金融和经济，还延伸到
了文化、体育、意识形态等领域。

虽然克里姆林宫将金融工具用到了极
致，试图自成体系地对抗打击，但拜登称，有信
心“让俄经济倒退15年”。多领域的制裁，将随
着时间推移慢慢渗透到俄社会的各方面，导致
经济低迷、发展萎缩、民众生活受影响。

路透社披露，由于外汇储备被冻结，俄
方无法支付190万美元债券利息，或出现近
一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外债违约。接下来，
普京必须确保经济基本面和社会总体稳定，
尽早解围，否则，事态可能在到达临界点后
急剧变化。

【【信号五信号五：：人道危机暂缓人道危机暂缓？】？】

联合国难民署此前称，俄乌冲突发生以
来，已有 650 多万人从乌离开，他们缺衣少
食、无家可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1日表
示，乌局势给该国境内300万儿童和难民收
容国的220多万儿童，带来毁灭性后果。

此外，5 月 30 日，乌内政部长顾问安德
鲁西夫表示，如今乌克兰人回国趋势趋于稳
定，已有60%的乌难民，也就是480万人，已
经回国。

【【信号六信号六：：欧洲严重欧洲严重““内伤内伤””】】

欧洲已经对俄发起五轮制裁，第六轮刚
刚敲定，但制裁总以一种“伤敌一千，自损八
百”的方式进行。无论是石油、天然气、煤炭，
还是粮食、面粉、食用油，由于俄乌冲突和对
俄制裁的巨大冲击力，欧洲各类物价疯涨，
通胀高企、民怨载道，欧盟和欧元区国家经
济增长预期下调，“反噬”明显。

随着时间推移，更多问题暴露，欧洲国
家分裂为几大派别。脱离欧盟的英国以及波

罗的海国家主张严厉制裁和削弱俄罗斯，但
匈牙利等国反对与俄能源“脱钩”。德、法“两
驾马车”，更主张俄乌尽快谈判以结束冲突。

【【信号七信号七：：乌克兰被乌克兰被““掠夺掠夺””】】

显然，美国算盘打得更精。美国截至目
前已豪掷 500 多亿美元支援乌克兰，但这

“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就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美国最新的400亿美元援乌法案中，

军火商将稳拿173亿美元，乌克兰估计能分
得60亿美元，但是，按俄高官的说法，400亿
美元都由乌克兰来背，债几辈子都还不完。
不仅如此，拜登5月上旬签署租借法案加速
对乌军援，实质上还是要乌掏钱买武器。

但是，深陷困局的乌克兰哪有钱呢？作
为“欧洲粮仓”，小麦就成了抵债品。美国和
欧盟计划用两个半月从乌运出2000万吨粮
食，说要援助非洲和中东，但俄方揭露，这些
粮食实际被运往欧洲，很可能用来换武器。

【【信号八信号八：：美国可能美国可能““出戏出戏””】】

事实上，即使高价换来的武器到了乌军
手里，乌军还是节节败退，以至于乌外长库
列巴猛烈抨击北约见死不救，“几乎什么都
不做”，并形容“战争是一场揭下面具的考
验”。

美国最卖力演的“戏”，不在乌克兰。通
过俄乌冲突削弱俄罗斯、榨干乌克兰、让欧
洲听话、让北约扩张、大发战争财，顺便收割
一波回流的资源，美国坐收渔利，多重战略
目的已接近达成。

揭下面具就能看见，美国的“醉翁之意”
在亚太。通过印太战略，美国领导的北约，手
比任何时候都伸得长。拜登的亚洲行专访了
日韩，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召集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开会。加上美国-东盟
特别峰会的虽迟但到，一招一式，都是在中
国周边比划。

【【信号九信号九：：底线正在浮现底线正在浮现】】

美总统拜登近日对《纽约时报》阐明美
国立场的五个“不”，即不寻求北约与俄爆发
战争；不鼓励乌在其境外实施打击；不会向
乌施压要求其对俄让步；不会试图“推翻普
京政权”；不认为俄打算动用核武器。

这实际把美国的态度讲得很明白了，对
俄方不会用核武器这一底线，美国看得很清
楚。对乌局势，美国不愿介入太深，虽然不停

“拱火”，但始终热情有限。美国的一大底线
就是，俄乌打归打，美国和北约绝不插手，绝
不派兵，不会为一个可能永远也加入不了北
约的乌克兰消耗一兵一卒。

【【信号十信号十：：版图会改变吗版图会改变吗？】？】

99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68岁的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先后就乌克兰问
题发表看法。基辛格提醒俄乌尽快谈判，让
两国分界线恢复“原状”。“原状”被认为是指
俄方“正式控制”的克里米亚、“非正式控制”
的乌东地区。

安倍则说，俄乌冲突发生前，如泽连斯
基能承诺乌不加入北约，或给予乌东顿涅茨
克、卢甘斯克两地区高度自治权，还有避免
冲突的可能。

两人的言论，被解读为暗示乌克兰放弃
部分领土换取和平，遭到泽连斯基等人批评。

但事态似乎正朝政治家们建议的方向
发展。

一是俄军控制下的乌克兰赫尔松州上
月申请加入俄罗斯，虽未能通过，但普京已
签令允许当地居民依法获取俄公民身份，并
让卢布在当地流通。

二是马里乌波尔和顿巴斯的战事进展，
使得俄打通从克里米亚半岛—乌南部—顿巴
斯—俄西部的陆上通道，解决了中断8年的克
里米亚半岛供水问题，并控制乌80%海岸线，
使俄后勤补给得到保障，战场灵活性增加。

6月2日，泽连斯基承认，俄方已控制乌
克兰125000平方公里，约1/5土地，面积“远
超”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总和。俄方最终会
怎么处置这些土地，乌克兰版图会不会变
化，就要取决于接下来的战场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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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100天透露十大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