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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至5�?1日，北约进行名为“坚定捍卫�?024”的史上最大规模、时间长�?个月的联合军演。这可以看作是回应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举动，也可以看作是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瑞典加入北约的主要障碍得以消除之际，北约试图通过炫耀武力影响俄乌冲突发展，乃至影响欧洲地缘格局演变的重大举措�?



　　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北约表面“生意兴隆”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内在的困境�?/p>


　　应对威胁结盟，还是为结盟制造威胁？


　　北约和当年的华约，是冷战理论、逻辑的产物，二者互为对手�?945�?�?5日，一支美军侦察部队与一支苏军在德国东部城市托尔高南部易北河畔不期而遇。二战欧洲战场东西两线并肩作战的美苏盟军实现胜利会师，宣告纳粹德国希特勒政权即将灭亡。然而，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开始凸显�?/p>


　　1946�?月，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出著名的8000字“长电文”�?947年的夏天，乔治·凯南以“X先生”署名在《外交》季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二者成为美国以“遏制战略”为主导的冷战理论的重要基础，随之是美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转折�?/p>


　　当时，苏联在中东欧部署有30个师，而美、英、法的兵力加起来不到10个师。为了达成力量的平衡�?948�?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五国组成西欧军事联盟�?949�?�?日，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告成立�?955�?�?4日，以苏联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华沙条约，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冷战的双方主角正式登场�?/p>


　　然而，1991�?�?日，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冷战宣告结束，而作为冷战主角另一方的北约却逆势扩张，至2022年，北约完成5次扩张，将前华约国家，甚至从苏联解体中分离出来的国家纳入北约阵营，兵锋直抵俄罗斯边界�?023�?�?日，芬兰加入北约。迄今，瑞典加入北约的主要障碍已排除，不久将成为�?2个北约成员国�?/p>


　　如果说在美苏对峙阶段，北约组织尚有应对威胁原因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华约解散之后，北约的继续存在和扩张就已经没有任何合理依据。事实上，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在1998年美国决定北约第一次东扩之际，就警告“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我认为俄罗斯将慢慢作出相当不利的反应”。这几乎可以理解为对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俄乌冲突的预警和预言�?/p>


　　乔治·凯南认为北约东扩的做法“没有理由”，也是进退失据。即使从最近美国和北约政客的表态来看，其包含的逻辑也十分混乱�?021年年初，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宣称“俄罗斯已经衰落”�?022�?0月，尽管此时俄乌冲突已经爆发，拜登政府发布任上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俄罗斯降级为“次级威胁”�?/p>


　　2023�?月，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表示：“俄罗斯已经输了，他们在战略上、行动上和战术上都输了。�?023年年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称，俄罗斯在冲突中已经遭遇“重大战略失败”。然而，今年1�?6日，斯托尔滕贝格在达沃斯论坛上却突然话风逆转，发出“永远不要低估俄罗斯”的警告�?/p>


　　美国和北约政客此类互相矛盾的话语，体现出他们在威胁判断这样严肃的问题上完全采取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没有威胁就寻找威胁，实在找不到就制造一个威胁，目的就在牢牢抓住北约这个冷战的工具�?/p>


　　扩员后更加强大，还是内耗更大？


　　北约成员国虽然主要是欧洲国家，但也有国家地跨欧亚。这些国家历史上恩怨纠缠、现实中利益冲突。任何复杂的系统，规模越大内耗越大，内部协调所需“开销”也就越大，北约作为一个军事集团，更是难逃此困�?/p>


　　希腊与土耳其地理上隔爱琴海相望，同为北约成员国，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使得距土耳其海岸咫尺之遥的很多岛屿，依据历史上一些战争后签署的条约，主权归希腊所有。这些原本不是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爱琴海海底发现大量石油资源后，土耳其与希腊之间关于爱琴海权益的争端迅速升温�?/p>


　　2020�?�?日，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三国签署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协议。土耳其认为这一协议无视土耳其利益。同�?�?1日，土耳其派出勘探船，在希腊东南部的卡斯特洛里佐岛附近海域开展“海洋调查”。对此，希腊方面表示，土方的做法“是对国际海洋法、睦邻友好原则和欧盟多次呼吁的藐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态度强硬，表示土耳其将采取各种举措捍卫在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等地的利益，包括军事手段�?/p>


　　依据北约章程，对任何北约国家的攻击视同对整个北约的攻击。有评论调侃说，如果希腊与土耳其爆发冲突，北约到底帮哪一边？


　　北约的土耳其问题几乎成为内部安定的烫手山芋。土耳其不仅和北约盟国之间纷争不断，甚至不惜挑战盟主美国�?019�?月，土耳其不顾美国再三警告执意购买俄制S-400防空系统，这可能导致美制F-35战机的数据被俄制S-400防空系统获取�?021�?月，美国防部正式宣布将土耳其排除在F-35战机生产计划，导致美土之�?00亿美元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购销合同告吹�?/p>


　　随着北约扩大�?2个成员国，内部之间潜在的矛盾也随之增加。谁也无法预测，各国之间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会因哪一块疮疤发作演化为现实冲突�?/p>


　　是区域军事集团，还是全球军事联盟�?/p>


　　冷战的取胜使美国一时“拔剑四顾心茫然”。为此，美国及其所主导的北约不断将自己的力量向北约传统的防区之外拓展，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是其最先的举动。近年来，随着美国加大实施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印太战略”，北约将触角伸向亚太地区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p>


　　迄今，地处东亚的美国盟国日本和韩国已经是北约网络防御卓越中心的成员，两国多次参加这个中心组织的网络战演训�?020�?2月，北约30多个成员国共同出台了“北�?030”改革报告。其中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并强调“必须更加认真地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及其军事崛起”�?022�?�?9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不仅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领导人参会，而且其通过的《北�?022战略概念》中，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p>


　　在北约从战略上涉足亚太事务的同时，美国及北约其他主要国家，都在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系。美国是北约盟主，也是“印太战略”的主导者，在组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奥库斯”联盟之后，又大力将美日、美韩军事联盟向美日韩三方军事联盟推进�?/p>


　　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要盟国，日本积极响应“印太战略”，同时大力加强与德、法、英等主要北约盟国的军事关系。日本与法国�?015年就已经签署《防卫装备相关协定》《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文件，目前正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进行磋商�?023�?月，日本与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允许两国在对方国家部署武装力量，为简化手续、加强英日之间的军事联系提供法理依据�?/p>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美国以及北约领导人，真的要将北约从一个区域军事集团，变成全球军事联盟吗？


　　北约作为一个军事集团是冷战的产物，它的思想原创、章程和组织结构，归根结底来自遏制战略和冷战思想。而在北约的发展过程中，它的每一次任性而为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各当事方包括美国自身，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p>


　　1950�?�?1日，在朝鲜战争爆发两个月之际，乔治·凯南向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交了一份正式备忘录。凯南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目标和战略并不清晰，鲁莽行事将会引发战事升级。乔治·凯南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历史已经证明乔治·凯南的预言完全正确�?/p>


　　俄乌冲突爆发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0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乔治·凯南�?0世纪90年代就对美国政府提出忠告，指出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p>


　　而今，美国政府两次不听劝告的结果都醒目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认知是行动的先导，战略思路不清晰的后果严重且难以预料。当前，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顶多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面临一系列严肃复杂问题的当口，无论北约的盟主美国，还是其他成员国，都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p>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p>


　　吴敏�?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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