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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一艘英國油輪，以報復英國海軍月初在直布羅陀

扣押伊朗油船，大幅加劇了區域緊張局勢。英國22日

表示希望發起由歐洲領導的海事保護行動，以保護波

斯灣航運，這也響應了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呼籲建立

國際聯盟保護波斯灣。

英國外相侯俊偉22日在下議院宣布了這一計劃，

他承諾 「會設法盡快發起海事保護行動」 ，但 「英國

不會參與美國對伊朗極限施壓政策，因為我們仍致力

於維護伊朗核協議」 。他同時強調，英國並不希望發

生衝突，但伊朗此舉是 「海盜國家行為」 。英國目前

已與美、法、德、意、芬、西、丹麥和阿曼的外長談

過這項行動。

美國中央司令部也在籌備 「哨兵行動」 ，旨在組

建國際聯盟，保護中東的海上航線。美軍參謀長聯席

會議主席鄧福德稱，美軍將在其中主要扮演指揮角色

，巡邏和護航工作由別國海軍承擔。這與英國所說的

「歐洲領導」 存在出入。

歐洲此前對美國的提議持審慎態度，不知目前會

如何回應英國的呼籲。有法國官員向媒體表示目前無

意在波斯灣增加軍事存在，法國希望緊張局勢降溫。

另外，英國新首相約翰遜承諾在10月31日脫離歐盟，

英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也會下降，預計難有他國響應。

英倡組歐洲海軍保衛波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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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及《衛報》報道：

在約翰遜登上保守黨黨魁之際，英國自由民主黨也選

出了新一任黨魁史文森（Jo Swinson）。39歲的史

文森是自由民主黨首個女性黨魁，一旦約翰遜政府瓦

解，提前舉行大選，她有可能成為英國政壇重要的 「
造王者」 。

自由民主黨雖然在650席下議院中僅佔12席，但

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該黨是呼籲二次公投的最堅

定聲音，代表了對抗民粹主義的自由派中間力量。一

旦舉行大選，自民黨很可能吸引許多留歐派的加入，

他們或是對保守黨脫歐失去信心，或是對工黨黨魁郝

爾賓遲遲未為二次公投背書感到失望。在五月的歐洲

議會選舉中，自民黨已經躍為第二大黨，體現了留歐

選民的心聲，也預示了該黨政治影響力正在擴大。

史文森也深知，未來選舉很可能會使保守黨和工

黨進一步丟失席位，屆時他們需要小黨聯合組閣，自

民黨可能成為 「造王者」 。史文森也預測會有各黨議

員 「叛變」 至自民黨，就如之前脫離保守黨成立 「獨
立小組」 的七名議員，有兩名又轉身加入了自民黨。

史文森表明，若郝爾賓仍是工黨黨魁，她就會拒

絕與工黨組閣，因為 「郝爾賓內心根本就是個脫歐派

」 。她同時也鄙視約翰遜，批評他 「只關心自己，不

會捍衛英國正直、平等和尊重的價值觀。」

英自民黨首誕女黨魁 或成造王者

英國脫歐關鍵時間點
7月24日

•文翠珊會在下議院最後一次回答問題，
再將辭呈遞給女王。約翰遜接着會前往
白金漢宮確認接任首相，再前往唐寧街
10號發表就職演講。

7月25日
•議會進入夏季休會期。下議院此前在
18日投票通過修正案，要求議會在休
會期都要討論北愛爾蘭邊境問題，以防
止約翰遜繞過議會無協議脫歐。

9月3月
•議會重啟，若約翰遜與歐盟達成新協議
，則會嘗試在議會闖關，若約翰遜打算
在10月31日無協議脫歐，留歐派則將
盡力立法阻止。工黨或會趁機發起不信
任投票，引發提前大選。

9月29日至10月2日
•保守黨大會

10月17日至18日
•英國預定脫歐之前的最後一次歐盟峰會

10月31日
•英國預定脫歐日期

來源：《金融時報》

約翰遜當選 重申10月底脫歐
臨三大艱難挑戰 相位恐難坐熱

責任編輯：周 萱 美術編輯：賴國良 電郵：tkpgj@takungpao.com.hk 傳真：2572 5593

國際 2019年7月24日 星期三A22

▲▲黨魁競選者侯俊偉黨魁競選者侯俊偉（（左左））恭喜約翰遜獲勝恭喜約翰遜獲勝
路透社路透社

▲▲英國保守黨黨魁約翰遜英國保守黨黨魁約翰遜2323日日
發表獲勝演講發表獲勝演講 路透社路透社

保守黨當天中午12點（本港時間23日19時）

宣布該黨領袖競選結果，符合資格的黨員共

159320人，投票率達87.4%，無效票509張，約

翰遜獲得92153張選票，而侯俊偉獲得46656張

選票。最終約翰遜以66%的得票率擊敗對手成為

保守黨新領袖，支持率不及此前預計。他將於24

日在唐寧街十號門口發表就職講話，然後正式入

主首相府。

約翰遜隨後發表簡短獲勝感言，他指侯俊偉

是令人尊敬的對手，又讚揚即將離任的文翠珊為

國家所做的貢獻。他同時強調自己上任後將有三

個優先事項，即實現脫歐、團結保守黨和擊敗工

黨黨魁郝爾賓，並重申不論如何會在10月底帶領

英國脫歐。

與盟友僅佔三席優勢
文翠珊、內政大臣賈偉德、前脫歐事務大臣

藍韜文等都對約翰遜獲勝表示祝賀及全力支持，

期望保守黨團結並達成各方能夠接受的脫歐方案

，同時防止工黨上台執政。保守黨盟友、北愛爾

蘭民主統一黨（DUP）黨魁范愛玲表示期待與約

翰遜合作。美國總統特朗普也立刻在推特上祝賀

約翰遜當選，並稱 「他會做得很好！」
不過，外界對約翰遜的未來並不看好，BBC

稱就連約翰遜長期盟友也 「不確定他能執政多久

」 。在他上台前幾日，財相夏文達、司法大臣郭

達瑋、國際發展事務大臣施達偉紛紛預告，一旦

約翰遜上台就會劈炮。外交部國務大臣鄧克勤也

閃電請辭，他預測約翰遜政府會在秋天瓦解。他

還計劃嘗試在下議院發起投票，測試約翰遜屆時

是否擁有大多數支持，但被議長白高漢拒絕。

政治觀察人士指，約翰遜主張無協議也要脫

歐的立場在黨內充滿爭議，難以團結保守黨。同

時保守黨與盟友DUP的聯合多數席位正搖搖欲墜

，目前僅佔3席優勢，八月在地區補選中還有可

能輸給自由民主黨1席。他能否避免重蹈覆轍、

保住首相之位，關鍵看他能否闖過三關的考驗。

工黨今秋或提不信任案
首先是實現脫歐，這是脫歐派領袖約翰遜能

上台的主要原因，他也因此被寄予厚望，但問題

是議會將於25日休會，直到9月3日才能復會，這

也意味着離10月31日脫歐限期只剩下不到兩個月

時間。歐盟方面一再拒絕重啟談判，他能否在如

此短的時間內達成協議，以及在北愛爾蘭邊界方

案上說服DUP都是未知數。

其次是團結國家，脫歐僵局讓英國從政府、

黨派到民間陷入分裂，約翰遜將面臨如何重新凝

聚人心的難題，特別是執政保守黨的留歐派與工

黨聯手在18日通過修正案，防止約翰遜在議會休

會期間強行無協議脫歐。這表明保守黨內留歐派

反對硬脫歐的決心。

最後是贏得大選，分析認為約翰遜上台後迅

速打破脫歐僵局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最終導致脫

歐在10月底限期前無法完成，各方又重新陷入政

治紛爭，屆時或不得不提前舉行大選。郝爾賓對

於相位已是虎視眈眈，此前有傳言他會搶在議會

休會期之前（7月25日）發起不信任動議，但又

有報道指他會等到秋天，選擇一個更好的時機。

不過，目前多家民調顯示，不論保守黨還是

工黨，都因脫歐而遭到重創，支持率雙雙大幅下

滑至不足30%，都沒有任何底氣能獲得絕對優勢

。約翰遜能否贏得大選被畫上問號，他還沒坐熱

的相位就可能再次易主。

英國保守黨領袖競選23日公布最終
結果，一如外界預期，前外相約翰遜以
66%得票率輕鬆獲勝，他將於24日正式
入主唐寧街十號首相府。他表示上任後
有三個優先事項，即實現脫歐、團結保
守黨和擊敗工黨黨魁郝爾賓。目前歐盟
未鬆口重啟談判、保守黨在議會未佔多
數且黨內分裂、工黨伺機發動不信任投
票，約翰遜一有不慎，還沒坐熱的相位
就可能再次易主。

大公報駐倫敦記者 李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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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55歲的約翰遜如願以償地當
上英國首相。前兩位首相卡梅倫和文翠珊
均因脫歐問題而黯然出局。約翰遜究竟是
帶領英國出走歐盟的摩西，還是把英國拖
入災難的魔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

約翰遜這次當選首相，並不是一次全
國性的大選，只是由16萬英國保守黨員投
票產生，其廣泛性和民主性一直遭到質疑
。但不容忽視的是，約翰遜這一次在保守
黨黨魁選舉中一路遙遙領先，這在英國政
壇並不多見。保守黨寄希望於約翰遜的離
經叛道、不按常理出牌或可成為歐盟重新
談判的一支奇兵。歐盟方面已經明確拒絕
重啟談判，歐盟候任 「大管家」 、歐委會
主席馮德萊恩表示，為避免硬脫歐可考慮
再次延期。不過，私下裏一些國家開始與
約翰遜溝通，希望找到變通辦法，畢竟硬
脫歐是兩敗俱傷的事情。英國議會18日也
搶先通過了一份反對繞過議會、強行無協
議硬脫歐的修正案，決議案的核心內容是
強制要求就被解散的北愛爾蘭議會進展情
況每兩周作一次報告，而北愛問題與脫歐
問題緊密相關，等於是防止約翰遜以國會
休會方式讓英國硬脫歐，實際上給約翰遜

戴上了 「腳鐐」 。以財政大臣哈蒙德為首
的一批保守黨議員還威脅，如果約翰遜尋
求無協議硬脫歐，他們屆時將發起對政府
的不信任案。

走馬上任的約翰遜面臨內外交困的窘
境。對內要彌合分歧，爭取議會內各黨派
對脫歐的支持，弄得不好，議會發動對他
的不信任動議，成為一屆短命的首相也未
可知。到目前為止，他煽動底層群眾的本
事及分裂保守黨的能力，文翠珊已經充分
領教了。另外，作為一名資深的政客，約
翰遜也在為提前大選作準備。雖然保守黨
目前的支持率低迷，而自由民主黨還不足
以挑大樑。工黨領袖科爾賓年逾七十，思
想過於左傾，且在反猶問題上鬧出了醜聞
，也拿不出像樣的脫歐方案，引起工黨的
不滿。工黨正面臨着後繼乏人的問題。乘
着工黨腳跟未穩，進行一場大選，約翰遜
覺得這一招也可以一試。

在對外方面，約翰遜面臨着三大難題
。一是處理好英美特殊關係。在特朗普6月
份訪問英國期間，正值保守黨的選舉期，
約翰遜刻意迴避兩人見面，只通了一個電
話，約翰遜擔心與特朗普會面會成為 「票

房毒藥」 。最近，英美關係遭遇 「電報門
事件」 困擾，約翰遜在對駐美大使達洛克
的表態中一直採取模糊策略，為緩和英美
關係留有餘地，而特朗普也在第一時間向
約翰遜表示祝賀，也算是一種姿態。而約
翰遜對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言論多有批評，
這會不會為日後兩人關係結下樑子還是未
知數。

其次，英國與伊朗之間的扣船事件輪
番升級，稍有不慎，或有擦槍走火的可能
性。在伊朗問題上，英國扮演了打手的角
色，或是約翰遜交給特朗普的投名狀。但
約翰遜與特朗普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也是十
分明顯的。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之
前，身為外相的約翰遜曾飛赴華盛頓，力
勸美國不要這樣做，但逢奧（巴馬）必反
的特朗普堅決要抹掉這位黑人總統的外交
遺產，讓約翰遜失望而歸。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在中東問題上，
追隨美國並不是一件好事。2003年貝理雅
首相附和美國對伊拉克的指控，加入到了
美國的 「志願者聯盟」 ，與法德分道揚鑣
。2015年，英國發表了齊爾考特報告（涉
伊拉克戰爭），對貝理雅犯下的錯誤進行

了清算。
至於2011年對利比亞的對武，雖然是

法國打響了奧德薩黎明的第一槍，但英國
也參與其中。2012年英國下議院再次通過
決議，否決了英國政府對利比亞的戰爭權
力。2016年，奧巴馬在接受福克斯電視台
採訪時稱，他任上犯下最大錯誤是，對利
比亞的戰後規劃考慮不周，對部落割據認
識不足，留下了一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他說， 「英國首相卡梅倫為別的事分心，
而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忙着吹噓自己派出的
戰鬥機」 。可見，打爛一個舊世界容易，
建設一個新世界何其艱難。而美國改造中
東的計劃 「播下的是龍種，長出來的卻是
跳蚤」 。特別是中東北非政權瓦解之後，
大量難民逃往歐洲，可以說今天的歐洲被
移民問題困擾，很大程度上是自釀苦果。

英國的算盤是在伊朗問題上幫助美國
，美國或在美英貿易協定上對英做出讓步
。英國拿伊朗開刀，恐怕也是一步臭棋，
畢竟伊朗是中東大國，不是一個軟柿子，
更不會屈服於外力。在英國權力真空期，
居然奉美國之命去直布羅陀海峽攔截伊朗
油輪，結果遭到伊朗的報復。英國的主流

媒體認為，今天英國的煩惱完全可以避免
。英國的國防力量，特別是海上力量不足
，這是明擺着的事實。英國人抱怨，他們
被美國主戰派博爾頓帶到了溝裏。這不由
得讓我想起，前不久，英國揚言要加大在
南海地區的巡航力度。英國這種刷存在感
的方式，若沒有相應的實力作後盾，其結
果只能是自取其辱。當下的英國，如果不
能清醒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仍然
活在 「帝國」 的幻象之中，英國只能加速
沉淪。

迄今為止，約翰遜尚未能向世界展示
出他的高超外交能力，相反他的口無遮攔
、魯莽的言辭令世界印象深刻。在香港問
題上，約翰遜最近的表態也是不着邊際。
在中英關係問題上，如果香港問題處理不
好，或許中英關係的成色會很快下降，黃
金年代變成白銀時代或青銅時代並非不可
能。沒有了人民幣離岸市場支撐的倫敦金
融中心，想必進一步暗淡下去，這恐怕是
約翰遜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問題。在處理中
、美兩國大國的關係問題上，才真正考驗
這位才子加狂人的大智慧，而不是雕蟲小
技。

周德武

被誤讀的約翰遜如何糾正世界的誤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