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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近
期在中東投下兩顆
「震撼彈」︰先是退

出伊朗核協議，接着將美駐以色列大使
館遷往耶路撒冷，引發中東地區劇烈動
盪。這再次暴露了「特式」霸權主義的
作風，並可能令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陷
入危機，最終危害美國根本利益。

回顧小布什、奧巴馬和特朗普近三
屆美國總統，均離不開涉及中東的重大
外交失誤︰小布什下令揮軍伊拉克，奧
巴馬強行干涉利比亞，特朗普打開了伊
朗和以巴兩個「潘朵拉的盒子」。

動搖自身地位
美國「損人不利己」政策可從三個

層面反映出來。首先，美國自我破壞了
在國際舞台的地位和重要性。伊核協議
是在伊朗與「P5+1」的框架下達成，
即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美、
英、俄、法和中國）再加上德國。
「P5+1」具有廣泛代表性，核協議是
各國多年透過外交渠道，游說伊朗棄核
取得的重大成果。特朗普執意毀約，將
外交視作兒戲，既損人又不利己。

最不滿的莫過於美國的歐洲盟友，
它們借着近年伊朗經濟開放之機，拓展
與伊朗的貿易往來與投資。被視為「超
級鷹派」的美國國安顧問博爾頓聲稱，

其他國家將跟隨美國的步伐退出核協
議，警告當美國向伊朗重新實施制裁
後，將懲罰與伊朗經商的企業，盟友也
不獲豁免。然而，歐洲豈會為了盲從特
朗普，而完全放棄伊朗商機？歐盟上周
五作出應對措施，容許成員國直接向伊
朗央行付款，購買伊朗石油，並讓企業
無須遵守美方的制裁令，反映美國無法
任憑一己之意來詔令天下。

特朗普不僅令歐美同盟關係愈來愈
脆弱和分裂，亦向俄羅斯奉上地緣政
治大禮。不久前才以強勢姿態連任的
俄總統普京，與歐洲站在同一條陣
線，支持維護伊核協議，展示俄國對
國際協議的尊重和承諾，凸顯美國孤
立的形象。

此外，美國愈向伊朗施壓，愈將它
推向普京懷抱。俄伊均支持敘利亞巴沙
爾政權，雙方在抗衡美國上擁有共同戰
略利益。如此一來，俄國勢力將在中東
北部四國——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和
土耳其形成整合，進一步削弱美國在區
內的優勢地位。

信譽瀕臨破產
除了損害自身地位之外，美國的信

譽也是瀕臨破產。特朗普在毀約方面早
有前科，他上任後旋即宣佈退出「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協

定》，尤其是《巴黎協定》牽涉科學界
公認的全球暖化威脅，特朗普仍一意孤
行，失信於全球。如今面對美國退出伊
核協議，英德法三國仍極力挽救，但無
論結果如何，跨大西洋關係已蒙受嚴重
打擊，特朗普再次向歐洲暴露美國不可
信賴的一面。

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指出，伊核協
議是全球政治運作規則的一部分，若
沒有規則，世界將變得更不穩定和容
易出現誤判。他認為美國退出協議是
一筆難以抹消的「花底」，朝鮮與美
國談判時，難免懷疑美國日後毀約的
可能性。朝鮮上周突然威脅退出下月
的朝美峰會，令朝鮮無核化進程產生
變數，已是給予特朗普的重大警示。

在美國駐特拉維夫的大使館遷往耶
路撒冷爭議上，特朗普更是拆了自己
招牌。美國多年來以中立調停人自
居，即使偏頗以國也不會公然表態承
認耶城為以國首都。特朗普則顛覆外
交傳統，完全傾向以色列一方，遷館
的日子碰着巴人悼念「災難日」(以色
列立國日)70周年，極具象徵意義，反
映特朗普已不止是偏袒以色列，而是
明目張膽地挑釁巴人和整個阿拉伯世
界。

縱使特朗普揚言會提出以巴和平
「終極方案」，觀乎他的遷館決定、一

面倒地支持以國並漠視巴人難民的處
境，不管所謂終極方案如何，華府聲譽
已備受重創，斷送了自身作為以巴和談
主要中間人的中立角色。以國強硬派亦
更有恃無恐地加緊擴大殖民定居點，激
發巴人更強烈憤慨。前國務院和國防部
官員戈登堡形容，美國傳統上扮演中東
「消防員」的角色，如今卻淪為「縱火
狂徒」。

違背多邊主義潮流
特朗普危害美國利益的第三個層

面，是違背政治協商和多邊主義的潮
流。在伊核問題上，歐盟的態度很明
確︰若要伊朗棄核，必須給它甜頭，
即放寬貿易制裁。這是一種「交易的
藝術」，常常把「交易」一詞掛在嘴
邊的特朗普批評伊朗核協議是災難，
自己卻未能交出一份更好的方案。

美方始終以高高在上的姿態，試圖
以壓迫性的言行來逼談判對手就範。
例如國務卿蓬佩奧周一向伊朗開出談
判新協議和撤銷制裁的條件，要求伊
朗讓步，包括撤出也門和敘利亞、釋
放在囚美國人質和叫停發展可搭載核
武的導彈。然而專家指出美方條件太
苛刻，等同命令伊朗投降，對方不會
接受，而且國際社會也不大可能配合
特朗普，對德黑蘭政府作出極嚴厲的

制裁。
從伊朗到以巴，特朗普均以「說得

出做得到」的藉口，訴諸極端和單邊手
段，加劇地緣局勢緊張，導致美國難以
擺脫中東亂局的泥沼。有意見認為，特
朗普奉行類似 1980 年代美國總統卡特
的方針。卡特在1980年1月的國情咨文
提出，任何企圖控制波斯灣地區的外部
勢力，美國都會視之為對自身關鍵利益
的威脅，為了對抗相關威脅，美國將訴
諸包括軍事行動在內的一切必要手段。
當年這套「卡特主義」是衝着蘇聯而
來，時至今日，特朗普把矛頭指向俄羅
斯和伊朗，極力阻止它們在中東事務發
揮影響力，並試圖讓美國壟斷對以巴問
題和海灣安保形勢。「特朗普主義」美
其名為「美國優先」，實質是霸權主
義。

在當今國際多極化發展格局之下，
無論華府是想減少對中東事務的承
擔，還是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都離不
開與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合作，除了西
方盟友之外，還有俄國、伊朗和土耳
其等地區大國。特朗普不斷煽風點
火，中東的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
之間衝突愈趨走向軍事化和暴力化，
而美國也進一步自行孤立於國際主流
之外，最大受害者不是別人，而是美
國自己。

特朗普詔令天下日子長不了
�&

示威者昨日早上首先在泰國法政大學集合，部分人是前「紅衫
軍」成員或英祿支持者，亦有不少是年輕新生代。他們原定

由大學遊行至政府大樓，但天氣陰晴不定，在天雨下，部分示威者
退回大學，另一部分按計劃路線遊行，其間有人試圖衝過路障，與
警方發生推撞，也有人使用擴音器，企圖掩蓋警方廣播聲線。

部署3200警救護車受阻
儘管示威人數不多，警方仍然嚴陣以待，遊行路線沿途部署約

3,200名警員，並架起鐵馬，示威者批評警方阻礙集會。警方則警
告示威者違反公眾集會禁令。據報遊行期間反對派領袖希拉偉斯曾
中暑暈倒，救護車進入現場接載不適示威者時，警方一度阻撓。

示威者提3點訴求
遊行群眾表示，他們不滿軍政府上台至今，人民生活依樣困難，
貪污情況也未有改善，政府更箝制言論自由，多番推遲大選。遊行
人士提出3點訴求，包括於11月舉行大選、解散NCPO，以及軍方
不再支持NCPO。
泰國軍方於2014年發動政變後，多次推遲大選舉行日期，由最
早聲稱的2015年，推到現在的2019年2月，反對派憂慮軍方可能
再次推遲大選。

■美聯社/路透社/《曼谷郵報》

張文遠

泰國軍方於2014年5月22日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總

理英祿上台，4年過去，軍政府仍然未肯放權。約500

名反政府人士昨日未有理會軍政府禁令，於曼谷遊行

示威，要求軍政府承諾於11月前舉行大選，並解散由

軍方控制的國家和平秩序委員會(NCPO)。當局出動大

批警力並架設路障阻擋示威者，最少5名示威領袖被

捕，總理巴育則重申，大選將按軍政府時間表，於

2019年初舉行。
英國王室發放薩塞克斯公爵哈里王子和夫人梅根於大

婚當日拍攝的3張照片，感謝外界參與婚禮，其中一張
是哈里一家和花童的大合照，婚禮當天在教堂表情嚴肅
的英女王也笑了起來。
3張照片由拍攝哈里夫婦訂婚照的攝影師盧博米爾斯

基操刀，第一張是哈里和梅根與一眾花童的合照，婚禮
當天表現害羞的喬治王子笑得頗燦爛；第二張為哈里和
梅根在溫莎堡梯級上的黑白合照，在這張照片中，梅根
坐在哈里腿間，而且較男方低一級樓梯，溫馨甜蜜。
第三張照片則在溫莎堡「綠色客廳」拍攝，哈里夫婦
站在中間，英女王和王夫菲臘親王坐在哈里右側，梅
根母親拉格蘭則在女兒左側，同場還有王儲查爾斯夫
婦、威廉王子夫婦和各花童。照片可見女王面露微
笑，梅根則跟母親站得相當近，顯示二人關係親密。

■英國廣播公司/《每日快報》/《每日郵報》

王室發佈王室發佈「「四代同堂四代同堂」」照照
感謝外界參與大婚感謝外界參與大婚

■■哈里和梅根的黑白哈里和梅根的黑白

合照合照。。 美聯社美聯社

■■喬治王子喬治王子((梅根右梅根右))笑得頗燦爛笑得頗燦爛。。 美聯社美聯社

■■英王室四代同堂合照英王室四代同堂合照。。 法新社法新社

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昨日前往反
貪委員會總部，就銀行戶口內一筆
4,200萬令吉(約8,401萬港元)可疑入賬
進行說明，納吉布作供4小時後離開，
未有被捕。新任反貪委員會主席蘇克
里表示，當局很快會向納吉布提出起
訴，他又在記者會上聲淚俱下地大爆
2015年調查納吉布和一馬發展(1MDB)
貪污案時，曾經遭人恐嚇甚至寄子
彈，到美國調查期間，更遭到大馬警

員跟蹤拍照。
蘇克里於2015年按時任反貪委主席

指示，調查納吉布與一馬案，他表示
調查期間受到很大壓力，不但證人逃
走了，他也被威脅革職或提早退休。
2015年7月反貪會原本計劃起訴納吉
布，但對方卻先下手為強撤換了反貪
委主席，蘇克里被迫避走美國，其間
一直受到當局派人監視，並拘捕他的
下屬作要挾。

蘇克里表示，他從美國回國後曾聯
絡多名內閣官員，建議他們對付納吉
布，結果只有時任副總理慕尤丁等3
名官員願意見他，3人其後亦被革
職。
蘇克里又指，納吉布多次宣稱戶口

內的可疑款項來自沙特阿拉伯一名王
子，但反貪委派人到中東見該名王子
時，對方卻拿不出證據。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大馬反貪委主席哭訴收子彈恐嚇

■■至少有至少有55名示威領袖被警方拘捕名示威領袖被警方拘捕。。 法新社法新社

◀示威者與警方發
生推撞。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