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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普京不從政，他肯
定是一位寫劇本的高手。
這兩星期的烏克蘭局勢，
從「落難總統」阿努科維

奇出走俄國、克里米亞俄軍調動、乃至
俄國會授權普京出兵，一切部署是何等
精密而高效，彷彿所有變數盡在一個人
的計算之中。任憑歐美如何警告威嚇，
普京的龐大身影，成為他們終日擺脫不
了的心理陰影。

「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地
緣政治災難」──普京曾一針見血地道
出他自己及很多俄國人心中永恆的痛。
當今烏克蘭民族衝突和政治對立，使這
東歐大國陷入分裂危機，若她徹底脫離
俄國的傳統庇蔭，投向歐盟懷抱，無疑

是在冷戰傷口灑鹽。這是普京絕不想見到的局面，
最起碼要保住黑海艦隊駐紮的克里米亞，訴諸軍事
行動亦在所不惜。

西方政客和輿論說這是冷戰般的對抗，當然有點
言過其實，但亦正好反映他們對普京式外交的恐
懼，這種外交風格就是兵不厭詐、兵貴神速、出奇
制勝。若照西方本子做事，按步就班，慢條斯理地
談判、妥協，那就不是普京了。老謀深算的他，看
準對手死穴︰歐洲天然氣供應緊握在俄國手上；美
國中期選舉將至，執政民主黨不敢在外交上胡來，
生怕賠上選票；至於在伊朗和敘利亞等多邊議題
上，更需要俄國出面。且看奧巴馬和歐洲領袖這幾
天的回應，無非警告完又譴責，又或嚷着要缺席八
國集團(G8)峰會。採取相應軍事行動？他們是一字
未提。

歐美遲疑之際，普京一步步掌握主動權。先讓阿
努科維奇宣布自己仍是合法總統，批評反對派撕毀
和解協議，為俄國行動打下合法基礎。接着因應克
里米亞俄民要求介入，最後隨着俄國本土要求出兵
的呼聲高漲，普京才要求國會授權，這一路過來的
鋪墊，都令歐美招架不住。當然，克里米亞俄兵已
在行動，國會授權後普京不用
立即揮軍，但至少保留這張終
極牌面，也好讓全世界知道，
誰才是黑海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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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中
方對當前烏克蘭局勢深表關切，呼籲各方在尊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準則基礎上，通過對話和談判尋求政治
解決分歧，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秦剛表示，中方譴責烏克蘭境內極端暴力行徑，敦

促有關各方在法律框架內和平解決內部分歧，維護烏
克蘭各族人民合法權益，盡早恢復社會正常秩序。中
方將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尊重烏克蘭獨立、主權和
領土完整。

■新華社

俄羅斯不費吹灰之力便控制克里米亞半島，除了
因為烏克蘭軍方極力避免採取會引起俄方更大反應
的行動外，亦與烏軍無力抵抗有關。《紐約時報》
指出，烏軍大部分為徵召軍人，且軍費不足，裝備
殘舊過期，根本敵不過俄軍。分析更指，即使俄軍
真的接管克里米亞，烏方根本無應急計劃。
根據烏克蘭軍方網站，烏軍有13萬現役軍人，另
有約100萬後備軍。烏軍在克里米亞只配置約3,500
名持輕型武器的軍人，並無坦克，且只有一隊駕駛
SU-27戰機的飛行中隊，難以抵抗俄軍。
《紐時》指出，烏克蘭新政府並非以民選方式上

台，認受性及合法性受質疑，正引發撕裂國家的危
機。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烏克蘭專家威爾遜指出，
臨時政府最大的錯，是掌權後廢除俄語作為第二官
方語言的法例，對大量親俄地區造成冒犯和挑釁，
等同火上加油。 ■《紐約時報》

雖然俄羅斯為取得克里米亞控制權，展現出不
惜一戰的氣勢，但實際佔領克里米亞不如表面看
來般容易。先不論整個半島的水電能源和食物都
要經烏克蘭本土陸路輸入，單是佔當地人口12%
的韃靼人已夠棘手。韃靼人對俄羅斯極度仇視，
近年不斷成為恐怖組織招攬對象，一旦俄軍佔領
半島，隨時可能製造一批像車臣黑寡婦一般，藏
匿於暗處的新敵人。
自13世紀以來，克里米亞一直是韃靼人的家

鄉，全族人口一度多達600萬人。但俄羅斯
1783年把克里米亞納入版圖後，俄裔移民不斷

湧入，在百多年的逃亡潮或獨立鬥爭下，當地韃
靼人在二戰前跌至20萬人。戰後蘇聯領導人斯大
林更把韃靼人集體流放中亞，到1980年代中期
他們才得以重踏故土。
俄軍兵臨半島，令韃靼族群甚為緊張。數十名

非武裝人士前日到當地的韃靼人電視台門外集
合，揚言死守當地，不讓他人接管電視台。分析
指，「基地」和伊斯蘭瓦哈比派等恐怖組織多年
來一直煽動克里米亞韃靼人對俄復仇，一旦俄國
重臨激起韃靼人恐懼，局勢恐一發不可收拾。

■《星期日泰晤士報》/《紐約時報》

美加英法抵制G8前期會 烏壯丁全員備戰

俄軍幾全控制克里米亞俄軍幾全控制克里米亞
烏克蘭代總統圖爾奇諾夫形容烏國已瀕臨災難邊

緣，下令全軍進入備戰狀態，並動員全體後備軍
人。歐美續向俄羅斯施壓，美加法英先後宣布抵制在
索契舉行的八國集團(G8)峰會前期會議。
烏克蘭海岸警衛隊昨日把船隻從克里米亞兩個港
口移至其他黑海基地，外界認為這反映俄軍愈來愈
接近完全取得克里米亞半島的控制權。烏臨時政府
安全委員會昨日下令三軍保持最高警戒，加強對核
電站、機場和戰略設施的保護。圖爾奇諾夫批評普
京的舉動等同宣戰，促請西方各國領袖採取實際行
動施以援手。
由於烏克蘭實施全民徵兵制，意味該國所有40歲或
以下男性都要動員，不過軍方裝備及物資甚為不足，
能否在短時間內籌措足夠武器與裝備頗成疑問。

沒收烏海軍基地槍械
自從國會通過授權派兵後，俄軍在克里米亞活動增
加。有外國記者昨日目擊13輛運兵車駛經通往辛菲羅
波爾的公路，當地多個重要設施亦有士兵把守。俄媒
報道，俄軍在塞瓦斯托波爾和蘇達克的烏國海軍訓練
基地，沒收大批槍械和子彈。
烏軍在克里米亞半島的設施接連被懷疑是俄軍的武
裝人員包圍，局勢緊張。巴拉克拉瓦的邊防基地外有
大量軍車駐守，半島南部另一個邊防基地，則被多達
1,000名軍人包圍。

奧巴馬普京通話90分鐘
親俄示威蔓延至烏國東部和南部城市，頓涅茨克和
敖德薩等地均有示威者到政府大樓外示威，又在外牆
畫上俄羅斯國旗。哈爾科夫有親俄群眾與基輔支持者
爆發衝突，造成近百人受傷。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致電普京，兩人通話近一個半
小時，奧巴馬譴責俄方派兵是「違反國際法」，破壞
烏主權和領土完整，呼籲俄方將軍隊撤回黑海艦隊基
地。他警告俄方若一意孤行，「將在國際社會面臨更
大的政治和經濟孤立」。克里姆林宮則表示，普京向
美方強調，俄國公民在烏國境內受到生命威脅，俄方
有權捍衛自身利益及同胞安全。
歐美國家試圖透過外交施壓迫使俄國退兵，加拿
大、英國和立陶宛召回駐俄大使。德國外長施泰因邁
爾敦促俄方停止侵犯烏國領土主權，北約秘書長拉斯
穆森形容俄方行為威脅「歐洲的和平與安全」。

俄美烏安理會「激戰」
克里米亞局勢急速發展，聯合國安理會前日起罕有
連續兩日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烏克蘭局勢。美國和烏
克蘭代表在會上批評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俄代表則
批評一些西方國家早前高調支持烏反政府示威者遊行
集會，助長反對派力量，引發這場不該發生的危機。
美國國務卿克里昨日警告俄方恐因出兵被踢出G8，並
遭到美國及其他國家聯合實施經濟制裁。
莫斯科昨日有兩派群眾示威，分別支持或抗議俄國
軍事介入烏國。俄警方稱以「企圖違反公眾秩序」拘
捕50人，但有人權組織稱多達352人被捕。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戰雲密布，俄羅斯國

會前日授權總統普京出兵烏克蘭後，據報俄

軍幾乎控制半島上所有重要據點，一支數百

人部隊昨日駛入克里米亞首府辛菲羅波爾，

兩艘屬於俄軍波羅的海艦隊的反潛戰艦亦駛

進半島。有分析認為，俄國國會對出兵範圍

用上「烏克蘭領土」而非單純「克里米

亞」，反映俄方或有意派兵到烏國其他親俄

地區。

黑
海
的
主
人

俄上議院副議長布什明前日表示，自烏克蘭臨時
政府上台以來，已有14.3萬人離開烏國前來俄國。
俄聯邦移民局公民權部門主管卡扎科娃證實，來自
烏克蘭的移民申請人數過去兩周急增，為接壤烏國
邊境城市帶來重大壓力，亦有旅居俄國的烏克蘭人
申請俄籍。布良斯克州長德寧預料，要待烏局勢穩
定後，移民潮才會停止。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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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關切局勢 籲對話解分歧

廢俄語最大錯
雜牌軍難抵俄精兵

14萬烏民逃俄避難

韃靼人仇俄 恐成計時炸彈

■■烏軍鎖上軍營烏軍鎖上軍營
大閘大閘，，與武裝分與武裝分
子對峙子對峙。。 美聯社美聯社

■■烏克蘭在克里米烏克蘭在克里米
亞的基地被武裝分亞的基地被武裝分
子包圍子包圍。。 法新社法新社

■■親俄示威者抬走在衝突親俄示威者抬走在衝突
中受傷的同伴中受傷的同伴。。 路透社路透社

■俄軍艦駛入塞瓦斯
托波爾。 美聯社

■莫斯科警方拘捕涉嫌違反公眾秩序的示威者。 路透社

■■親俄派在烏克親俄派在烏克
蘭上街蘭上街，，贊同出贊同出
兵兵。。 路透社路透社

■烏克蘭親歐派與親俄派
觸發肢體衝突。 法新社

血流披面血流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