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歷史等因素影響，烏克蘭東西部
無論在種族、宗教、文化、政治理念
以至歸屬感都差異極大，要實現「真
正統一」自然困難重重。在民族共識
無法凝聚之下，基輔變天、克里米亞
入俄、東部反恐、東部兩州獨立公
投，正把東西部分歧愈拉愈大，從內
到外逐步撕裂烏克蘭。其中月初造成
40多名親俄分子死亡的敖德薩火災慘
劇，更成為俄烏人民無法癒合的傷
痛。

二戰期間，納粹德軍曾在敖德薩一
帶實施種族清洗，對象包括猶太人和
斯拉夫人，無數俄羅斯人、烏克蘭人
和白俄羅斯人被納粹親衛隊強行鎖進
教堂，再放火活活燒死。逾半世紀後
的今天，烏民親眼目睹數十名被困在
起火建築的同胞慘死，內心傷痛和怒
火不難想像，更使東部民眾對一面倒
親西方的基輔政權徹底死心。

事實上，對比屢遭西方指控加劇烏
危機的俄羅斯，基輔政權在緩和國內
局勢上的貢獻幾乎為零，甚至有蓄意
加劇混亂之嫌。烏代總統圖爾奇諾夫
這邊廂稱願意對話，那邊廂卻派軍隊
赴東部實施「反恐」鎮壓，令人匪夷
所思。有分析指，圖爾奇諾夫故意加
劇緊張局勢，以把美國和歐盟拉下這
淌渾水，增加烏國與俄談判本錢。

縱使烏東兩州公投確實存在不少疑
問，不等於可以否定當地之六百多萬
民眾的切實意願，亦確切反映了烏東
西部裂痕。西方能拒絕承認投票結
果，卻不能忽視當中的民意及地緣政
治現實。基輔政權固執地把東部人民
定性為「恐怖分子」，無疑是自欺欺
人，只有放低槍支，
聆聽人民的聲音，實
現真正的圓桌會議，
烏危機才有望迎來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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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結果顯示，兩州近九成選民支持獨立，有關代
表隨即宣布「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

克人民共和國」脫離烏國獨立。但相比克里米亞入俄
公投後的喜慶氣氛，頓涅茨克氣氛未見熱鬧。有居民
指當地秩序持續變差，民眾都在家中囤積食物和藥
物，甚至考慮在家中放置自衛武器。
烏國防部指，烏軍一隊士兵昨在東部城市克拉馬托

爾斯克附近遭最少30名武裝分子伏擊，士兵6死8傷。

兩州稱商入俄太早 美歐不承認公投
頓涅茨克政府聯合主席之一的魯堅科認為，當前首

務是解放其他東南部地區，現在討論加入俄羅斯聯邦
為時尚早。
俄方早前發聲明稱尊重公投結果反映的民意，但強

調無意吞併兩地，呼籲基輔與東部展開直接對話。這
與瑞士總統兼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輪任主席伯
克哈爾特前日提出的和平路線圖相符，伯克哈爾
特促請各方停止暴力，盡快磋商地方分權和俄語
地位等關鍵議題。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表示，美方不承認兩

州公投結果，又稱俄國在穩定烏局勢上「還能做
更多事情」。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前日在基輔
表示，歐盟支持烏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敦促俄國履行日內瓦協議，呼籲烏東武裝分子放
下武器。
各方繼續為緩和局勢作出外交努力。德國外長

施泰因邁爾昨日先後到訪基輔和烏東，稱支持基
輔和親俄地區展開「全國性對話」，並強調總統
大選對化解烏危機具關鍵作用。德國總理默克爾
強調，烏危機只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促請各方
代表參與化解局勢。德法兩國警告，對俄制裁將
對西方國家經濟構成負面影響。烏臨時總理亞采

紐克則前赴歐盟委員會，商討下一步應對措施。

俄反制 禁美用俄火箭引擎
歐盟前日宣布擴大制裁名單，早前在互聯網引起熱

議的克里米亞美女總檢察長波克隆斯卡婭榜上有名。
俄副外長批評擴大制裁名單反映歐盟政策「片面和不
負責任，亦不符合現實」。加拿大同日宣布擴大制
裁，加入6名俄政軍高層和6名烏克蘭人，令制裁名單
增至近100人。
美國早前限制對俄出口高科技產品，俄副總理羅戈

津昨宣布反制措施，禁止美國使用俄製火箭引擎作軍
事發射，並決定拒絕美國要求在2020年後不再續用國
際太空站。 ■俄新社/美聯社/法新社/《泰晤士報》

盧森堡前首相、歐盟委員會新一屆主席候選人
容克前日警告，由於烏克蘭危機演變成大規模暴
力衝突，相信在10至15年內，烏國都不能滿足加
入歐盟的條件，加入北約更是遙遙無期。
容克指，俄羅斯介入克里米亞及烏國東南部

的做法顯然違反國際法，歐盟必須回應，倘俄
國不改變對烏外交政策，歐盟定要加強對俄制
裁。

北約：加強與摩爾多瓦合作
摩爾多瓦官員昨日表示，該國將於下月27

日與歐盟簽署聯繫協定。北約副秘書長弗什博
前日指出，北約「在尊重摩爾多瓦中立，支持
其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前提下，承諾會與摩
國加強合作夥伴關係」，但稱這並非要排斥或
與俄競爭。 ■法新社/美聯社

曾於美國前總統里根任內出任助
理財長的羅伯茨接受「今日俄羅
斯」訪問時表示，用烏克蘭衝突煽
動新冷戰對華府有利，認為中東戰
事逐漸結束，可能讓美國巨大的軍
工系統無所事事，這會影響參議員
的支持，因此政客們就尋找機會發
揮美軍的軍事潛力。
但是羅伯茨認為，在目前狀況
下，俄國的反應將具有決定性意
義。他指出，俄國最好是忽視美國
現有軍事政策，繼續理順與中國、
巴西和其他拉美國家的國係，同時
努力不在任何問題上依賴美國。他
說，俄國應該忽視美國構建獨裁全
球統治系統的企圖，集中精力推動

自己的經濟利益。
另外，「維基解密」昨日發布

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在2008年2
月1日出任駐俄大使時提交的秘
密報告，當中提到北約可能東擴
並接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
還談到這種政策的風險。當中有
專家警告，美國的烏國政策可能
挑起暴力浪潮和國家分裂。
報告說：「專家們表示，俄國
特別擔憂烏國在加入北約上的嚴
重分歧，大部分俄語居民反對加
入，這可能導致國家分裂、暴
力，如果情況糟糕，會導致內
戰。」

■俄新社

烏克蘭東部分離分子聲稱，盧甘斯克州「人民州
長」博洛托夫昨日在境內遇襲輕傷，但發言人無透
露兇徒用甚麼武器。
另外，東部城市斯拉維揚斯克支持獨立的市長前

日呼籲俄羅斯派兵，到當地維持穩定與和平。他
說，烏軍是佔領軍，「他們應該離開，我們會保護
自己的領土。」 ■法新社/路透社

宣布脫烏謀合併 挑戰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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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

前日宣布，根據周日獨立公投結果，各

自脫離烏國成立主權國家，並已就合併

開始談判。不少親基輔民眾則趕緊收拾

行裝，遷往西部或離開烏國。分析指，

頓盧兩地分離派已表明不會參與本月25

日的烏總統大選，這將重挫選舉和新政

府認受性，烏國解體可能性大增。

美專家：
俄應忽視美拖入新冷戰企圖

容克：
烏入歐最快10年後

盧甘斯克「人民州長」
遇襲輕傷

尼日利亞政府拒絕伊斯蘭極
端組織「博科聖地」以囚犯交
換被擄女學生的要求後，有官
員昨日表示，對任何可以救回
女生的手段「保持開放態

度」。美國昨日派出載人偵察
機在尼國上空搜索，並與尼政
府分享衛星影像。
美國早前已派出軍方及執法

部門等專家到尼國，協助尋找

該批200多名女生。美國國務
院發言人表示，美方專家正仔
細檢視「博科聖地」前日發布
的片段，希望能找到重要線
索，救回她們。 ■法新社

泰國局勢持續不穩，反政
府示威領袖素貼昨日再次呼
籲上議院任命非民選中立總
理，指現時出現政治真空，
而且看守總理尼瓦探隆並無
合法性。對於看守政府希望7
月大選如期舉行，素貼強
調，實施政治改革前必須先
有中立總理。

上議院開會無共識
上院昨日開會商討當前政

治危機的解決方法，惟最終

無共識。議長素拉猜表示，
這問題已積壓超過10年，不
能在一日之內解決，指議員
會嘗試盡快以最公平方法處
理。素貼前日指出，反對派
會繼續留守，直至上院得出
解決辦法。
「國家公民」組織領袖沙友
前日致函陸軍總司令巴育等三
軍總司令，要求他們尋求泰王
意見，帶領泰國走出政治危
機，並在今日前作回應。巴育
昨日指出，他會聆聽建議，但

採納與否必須由社會決定。
美國策略及國際研究中心東

南亞專家鮑爾指出，泰軍現時
並不想介入，但若局勢升級可
能會被迫出手。美國國防部高
官西賴特則說，泰軍已公開表
示不願再次介入政局，國務院
東亞首席副助理國務卿馬謝爾
說，美國不適宜介入泰國內
政，但強調解決方法必須合憲
和民主。

■美聯社/路透社/
《曼谷郵報》

補主稿

西國省高官街頭遭槍殺 美偵察機助尋尼國女生

素貼籲上院任命新總理

西班牙北部萊昂省省議會主席、執
政人民黨地區領袖卡拉斯科，前日在
萊昂市街頭遭人槍擊，身中4槍送院
不治。
首相拉霍伊譴責事件和表示哀悼，

內政部相信事件不涉及恐怖襲擊或政
治動機。警方拘捕了一名55歲中年

婦及其33歲女兒，其中女兒剛剛在
周日被省議會解僱，懷疑因此動殺
機。

警察總長女傳不甘被炒報復
報道指，59歲的卡拉斯科當時正

離開寓所前往開會，在橫過一條橋時

遭到槍擊。目擊者憶述聽到5聲槍
聲，「最初以為是炮仗」。西班牙傳
媒報道，母女是萊昂省阿斯托加市警
察總長的妻女。
人民黨和其他政黨取消前日及昨日

的政治競選活動，以示哀悼。
■法新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警方用布覆蓋屍體
進行蒐證。 法新社

■卡拉斯科

■一個親俄哨站
「問吊」烏兵人
偶。 路透社

■頓涅茨克民眾放煙
花慶祝獨立。美聯社

舉十字架慶祝

■■盧甘斯克州盧甘斯克州「「人民人民
州長州長」」博洛托夫穿起博洛托夫穿起
避彈衣發表演說避彈衣發表演說，，宣宣
布盧州獨立布盧州獨立。。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