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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半年零場記者會 白宮發言人捱轟
【大公報訊】綜合CNN、Axios報

道：白宮七位前發言人，以及國務院和
國防部六位前發言人日前罕見聯合發表
公開信，呼籲白宮發言人格里沙姆（見
圖）恢復每日召開例行記者會的慣例，
並指這在軍事衝突期間「更加重要」。格
里沙姆13日斷然拒絕，並斥 「白宮記
者並不是想要信息，而是要上鏡而已。」

格里沙姆自從去年7月接任總統特
朗普的發言人後，從未舉辦一場記者會
，而是只接受對特朗普友善的新聞媒體

訪問，如 「霍士新聞網」 ，以及 「一個
美國新聞網」 等。在特朗普政府之前，
白宮例行記者會是數十年來的傳統，在
前總統奧巴馬、小布什任內，白宮和國
務院幾乎天天召開記者會。就算在
美伊局勢高度緊張的上一周，
格里沙姆也未露面。

對於13位前發言人的公
開信，格里沙姆在Axios新聞
網站回應道： 「媒體史無前
例的接近（總統），但白宮記

者持續抱怨，因為他們無法上電視；他
們不追求信息，而是要上鏡而已。」 她
還說， 「我認為通過例行記者會公布的
事實來制定政策很愚蠢，顯然總統通過

非傳統的方式做很多事，他改寫政
治規則。」 《紐約時報》等媒
體對此嘲笑道，納稅人每年
支付20萬美元給白宮發言人
，以讓她向公眾解釋總統的
決策，但她卻一場記者會也

不開，還為此感到驕傲。

伊高院院長：特朗普須到國際法庭受審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對於
伊朗6日宣布不再遵守核協議的限制，
英、法、德三國14日觸發 「爭端調解機
制」 ，通知《伊核協議》的其他締結方
（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一起商議如
何說服伊朗重返協議。若無法談攏，可
能最終導致各方重啟對伊朗的制裁。

英法德三國在聯合聲明中強調，不
會像美國一樣對伊朗實行極限施壓，而
是希望伊朗能重新履行《伊核協議》。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豐特列斯
表示，現在是拯救協議的 「最重要
時刻」 。

不過，英國首相約翰遜14日在接
受BBC採訪時，首次表示願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一起，與伊朗協商新版本

的《伊核協議》，似是對現有協議失

去興趣。約翰遜稱， 「我們的美國朋友
認為需要完全阻止伊朗製造核彈，他們
認為這個協議滿是漏洞，再加上這是前
總統奧巴馬的協商結果……特朗普自稱
是談判大師，所以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用特朗普版本的《伊核協議》取代現有
版本。」

特朗普希望達成的更加嚴格的協議
，包括進一步約束伊朗的核能力及彈道
導彈發展計劃，同時約束伊朗的地區行
為。

自美國2018年5月退出核協議並對
伊朗實施 「極限施壓」 以來，歐盟無法
緩解德黑蘭面臨的沉重經濟壓力，伊朗
只好逐漸退出協議。在特朗普3日下令
擊殺伊朗高級將領蘇萊馬尼後，伊朗報
復式完全中止協議。

歐盟拯救伊核協議 約翰遜撐特朗普方案

美軍回憶伊朗空襲 稱導彈威力驚人

【大公報訊】綜合
法新社、《德黑蘭時報
》、CNN報道：伊朗誤
擊烏航事件持續發酵，
德黑蘭已進行了連續三
天示威，許多公眾人物
也紛紛出面批評政府。
為了盡快平息民眾怒火
，當局已開始拘捕數名
應對烏航事件負責的人
員，總統魯哈尼也再三
保證會將涉事人員繩之
以法。

▲伊朗德黑蘭大學生14日悼念空難死者 法新社▲伊朗總統魯哈尼14日強調將空難涉事人繩之以法 美聯社

▲伊拉克阿薩德空軍基地13日公布空襲
後照片 美聯社

▲伊朗民眾為空難死者守夜 美聯社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伊
拉克阿薩德空軍基地13日公布了被伊
朗襲擊後的照片，照片顯示許多美軍
站在斷壁殘垣中，檢視空襲造成的損
失。有美軍對於伊朗彈道導彈的威力
感到吃驚，並透露有士兵藏身的掩體
差點就被擊中。

據報道，有幾處厚重的防爆牆被
夷為平地，有一個士兵藏身的掩體正
好就在其中一堵防爆牆後，差點就被
擊中。另外，許多用航運集裝箱做成
的美軍宿舍也毀於一旦。平時停放黑
鷹直升機的機場也被炸出大坑，幾個
飛機棚化為焦土。

美軍中士古德溫透露，他們當天
在掩體內躲了近7個小時才敢出來。另

一中士馬丁內茨當時負責在外面觀察
傷亡情況，他看到導彈能輕易夷平防
爆牆時大為吃驚。他形容，導彈來臨
的時候與流星一樣，在襲擊後的兩天
，有同袍看到真流星時嚇了一跳，還
以為是導彈再臨。

德黑蘭街頭從11日至13日都有民
眾上街，抗議當局延遲公布烏航真相，
儘管示威規模不如去年11月抗議油價
上漲那麼大，但民眾對於最高精神領袖
哈梅內伊和他領導的革命衛隊的失望之
情溢於言表。許多公眾人物也紛紛發聲
，至少兩名國營廣播電視台主播宣布請
辭，另有一位前主播也為 「過去替政府
說了13年的謊」 而公開道歉。伊朗知
名導演基米亞（Masoud Kimiai）在內
的著名影視人物則退出了即將舉行的 「
伊朗黎明國際電影節」 以示抗議，該電
影節被稱為伊朗國內的奧斯卡。CNN
形容，烏航事件或成為伊朗的 「切爾諾
貝爾」 時刻。

設特殊法庭查明空難真相
伊朗當局為了平息民怒，加快了調

查和拘捕的速度。伊朗司法部發言人伊
斯梅利14日表示，專家組正調查、審
問相關人員及收集相關文件，並已逮捕
數人，不過他未公布具體人數和人名。
伊斯梅利還表示，失事飛機的黑盒已被
送往法國解密，伊朗和烏克蘭專家將全
程參與。

伊朗總統魯哈尼當天也強調，會將
所有犯錯或疏忽的相關人員全部繩之以
法， 「不僅僅是那個按下發射按鈕的人
犯了錯，其他人也必須擔責。」 他還要
求司法部門設立一個特殊法庭，由高階
法官和專家組成，進一步查明烏克蘭客
機事件原因。他同時質問軍方為什麼延
遲三日才公布真相。

魯哈尼同時也指出，所有悲痛的根
源來源於美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隔空
響應了這一說法，他說倘若不是美國近
日之舉加劇中東緊張情勢，那些殞命的
加拿大人現在會在家裏與親人團聚。他
還說，國際社會向來「非常清楚我們需要
一個沒有核武的伊朗」，但同時也必須處
理 「因美方行動所引發的區域緊張」 。

矢言將特朗普送至國際法庭
雖然伊朗將重心放在處理烏航事件

上，該國同時也計劃對特朗普下令空襲
殺死蘇萊馬尼將軍一事追究到底。伊朗
最高法院院長易卜拉欣．萊希指，「我
們不會放過他（特朗普），他應該到國際
法庭受審。」無論特朗普在任期間還是任
期結束，伊朗都將對他起訴到底。他指

，伊朗要讓美國領導人對他的舉動和違
反國際法的行為負責。伊朗人權委員會
、外交部及其他機構會負責提起訴訟。

目前，特朗普政府依然未能提供一
個擊殺蘇萊馬尼的正當理由，特朗普也
放棄了所謂蘇萊馬尼即將要襲擊四個美
國使館的謊言，並改口稱 「是否有迫切
危險並不重要」 。國務卿蓬佩奧
13日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
表演講，將空襲行動解釋為 「震懾
伊朗」 ，旨在防止德黑蘭在未來採
取 「惡意活動」 。蓬
佩奧還指，這種震懾策
略不僅適用於伊朗，對
俄羅斯和中國也適用。

平民怨 伊朗拘誤擊烏航涉事人

公評世界
周德武

蘇萊馬尼事件持續發酵或釀新的世界性悲劇
蘇萊馬尼之死已經十餘天。新年的第

一隻 「黑天鵝」 產生了無法預知的蝴蝶效
應，正朝着多個方向繼續發酵，給美伊兩
國內政及美伊關係的前景投下了巨大的陰
影，也讓全球反恐形勢進一步堪憂。

一是伊朗方面，在蘇萊馬尼下葬的當
天，他的家鄉出現了嚴重踩踏事故，至少
50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伊朗人對失去
蘇萊馬尼的痛苦和憤怒從葬禮的擁擠程度
可見一斑。三天的哀悼期結束以後，伊朗
隨即於1月8日凌晨對美國展開了代號為 「
烈士蘇萊馬尼」 行動。儘管白宮提前接獲
伊朗即將報復的通報，當危險真地降臨的
時候，白宮情戰室還是亂成一團。民主黨
人擔心特朗普的魯莽行動將國家推向戰爭
邊緣不是沒有道理。

不幸的是，在打擊美軍事基地四個多
小時之後，處於高度緊張狀態的伊朗革命
衛隊航空兵誤以為天空中出現的一架飛機
是美國的巡航導彈，結果將烏克蘭一家航
空公司的飛機擊落，釀成了176人全部罹難
的慘劇。三天後，伊朗領導人正式承認此
次空難是一起無法饒恕的人為事故。

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伊朗主要城市
的街頭均出現了示威，遊行人士高叫口號
，要求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承擔責任。半官
方的FARS電視台也罕見進行了報道。特朗

普總統改用波斯語發推，給伊朗示威者加
油打氣。英國駐伊大使則親臨現場，遭到
伊朗方面一個小時的扣押，認為其所作所
為與外交官的身份極不相稱。

反美聲浪因伊朗革命衛隊自身的失誤
，迅速變成了反政府示威，劇情如此快地
反轉，足見伊朗社會在美國全面制裁面前
，社會燃點其實已經很低。聯想到去年11
月伊朗出現的街頭騷亂，民眾對政府的諸
多不滿，正借着客機誤擊事件發泄出來。
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去年抗議活動的延
續。美國順勢而為，希望把伊朗這部分人
的憤怒引向他們希望的方向，通過一場
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實現伊朗政權更
迭。

蘇萊馬尼事件發酵的另一個方向則是
美國本土。一是用無人機擊殺一個國家的
軍事領導人，這種手法給世界樹立了惡劣
範例，對美國的軟實力構成巨大損害，進
一步強化了美國霸權與霸道的認知。二是
特朗普不受約束的斬首衝動正把美國推向
戰爭的邊緣，引起了國會的高度警覺，迫
使眾議院於9日緊急通過《伊朗戰爭法案決
議》，限制總統對伊戰爭權力。三是斬首
蘇萊馬尼的動機受到強烈質疑。特朗普反
覆強調，有足夠的情報指向蘇萊馬尼準備
向美的四個大使館發動襲擊，美國不得不

先發制人，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脅。 「美國
變得安全了」 ，這是國務卿蓬佩奧說的話
，但大多數美國人的直覺與之完全相反。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前國務卿鮑威爾當年
在聯大會議上拿着一瓶 「化武原料」 （後
來才知道是洗衣粉）向世界展示薩達姆政
權邪惡的一幕。小布什依據這份假情報，
輕易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有人認為，小布
什是在為老布什 「打一場沒有打完的戰爭
」 。為此，美國付出了數萬億美元的代價
及4000多個鮮活的生命。

伊拉克戰爭的陰影猶在，而與伊朗的
衝突會不會重蹈2003年覆轍？特朗普信誓
旦旦，但國防部長埃斯珀欲言又止。令人
疑竇叢生的是，特朗普對情報機構一直不
屑一顧，甚至認為從中央情報局到聯邦調
查局等 「深層國家機器」 一直跟自己過不
去，而這一次對情報又如此深信不疑，不
能不讓人對特朗普的動機產生聯想。美國
媒體一遍遍地播放2011年特朗普指責奧巴
馬企圖發動戰爭以轉移視線的一段視頻，
用特朗普的邏輯，自證這場 「動機不純」
的斬首行動。有輿論認為，特朗普正利用

國家情報，做自己想做的事，為競選連任
鋪路。

美國認定 「伊朗革命衛隊」 是恐怖組
織，打死衛隊中的一個將軍，符合美國的
反恐邏輯。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伊朗是
不是也可以照此邏輯追殺任何一個伊朗認
定的恐怖分子？伊朗總統魯哈尼於1月13日
正式簽署 「嚴厲復仇法」 。該法案宣布五
角大樓內的所有成員為恐怖分子，這是繼
伊朗去年視美國中央司令部為恐怖組織的
升級版。

美伊兩國互視對方軍隊為恐怖組織，
把美伊兩國的對抗推到了新高度。無人機
正在改變戰爭形態，美國不宣而戰，去擊
殺一個國家的軍事領導人引起世界的廣泛
爭議。如果說打擊 「伊斯蘭國」 （IS）首
領巴格達迪是許多國家的共識，而特朗普
把蘇萊馬尼與巴格達迪，甚至與拉登相提
並論，恐怕並不能令全世界信服。德黑蘭
大學美國研究專家馬朗迪說，蘇萊馬尼協
助擊垮 「伊斯蘭國」 ，奠定了他在伊朗和
其他中東國家人民心中的英雄地位。如
果沒有像他這樣的人，中東將會黑旗飄
揚。

失去了蘇萊馬尼，全球打擊 「伊斯蘭
國」 形勢變得更加微妙。華爾街日報2019
年12月27日發表了《 「伊斯蘭國」 正在阿

富汗崛起》的文章稱，阿富汗成為 「伊斯
蘭國」 最大的海外分支，目前成員達2000
人左右，形成了一套網上招募、組織及培
訓的辦法。特別是巴格達迪被美國特種部
隊逼到牆角自殺之後， 「伊斯蘭國」 殘餘
正尋求對美國進行新的報復，IS雖然 「失
去了領土」 ，但 「與戰略潰敗是兩碼事」
，任何低估 「伊斯蘭國」 的破壞力都會犯
下顛覆性錯誤。

美國一邊要對付塔利班，另一邊要對
付阿富汗的 「伊斯蘭國」 ，雙重夾擊之下
的美國想脫身都難。恩格斯1857年在《阿
富汗》一文中寫道： 「阿富汗人是勇敢、
剛毅和愛好自由的人民，戰爭對他們來說
，是一種消遣和擺脫單調營生的休息」 。
這就是阿富汗人的民族特性。大英帝國和
蘇聯都栽在這塊土地上，如今美國也面臨
同樣的困境。阿富汗是 「帝國的墳墓」 名
不虛傳。

因生果，果成因，美伊關係在這種糾
纏和循環中迅速惡化。蘇萊馬尼事件的蝴
蝶效應正向全世界擴散。不論是這起事件
的被動接收者還是主動肇事者，都有可能
遭到反噬。美伊兩國領導人都面臨着巨大
考驗。蘇萊馬尼事件既是一個悲劇的結束
，更有可能是美伊關係不確定未來或釀成
更大悲劇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