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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胡文利

社会名人在公众面前的言论通常不痛

不痒。大概没有哪次名人访谈能比英国广

播 公 司（BBC）1995 年 对 戴 安 娜 王 妃 的 访

谈更具爆炸性、对后世的影响更深远。在

那段著名的 《全景》 专访中，戴安娜坐在

壁炉前的椅子上，脸上带着一种神经质般

的表情，一双大眼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记

者 —— 马 丁 · 巴 希 尔 。 在 巴 希 尔 的 诱 导

下，她揭开了自己的伤疤：丈夫查尔斯的

长期不忠让她患上了抑郁症，她经常暴食

和自残；她自己也有婚外情。她说，查尔斯

无法胜任国王一职；他身边的人都敌视她。

2300 万名观众收看过那次访谈，这个

数据是当时英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二。这

段“惊世骇俗”的访谈让无名小卒巴希尔一

夜成名，却让戴安娜和王室陷入狂乱的漩

涡中。伊丽莎白女王大为震怒，命令查尔斯

立刻与戴安娜离婚。两年后，戴安娜在巴黎

死于车祸。

巴希尔当时在业界资历尚浅，他如何

取 得 戴 安 娜 的 信 任、主 导 了 这 段“ 世 纪 访

谈”，多年来始终是个谜。据路透社报道，在

访谈播出 25 周年之后，英国最高法院前法

官戴森对当年的涉事人发起了调查，结果

跟访谈一样令举世震惊：巴希尔制造伪证，

对戴安娜撒下弥天大谎，从而得到了采访

机会；BBC 高管包庇巴希尔，对揭发他的

人进行打压，又在随后的内部调查中敷衍

了事。正是巴希尔与 BBC 严重违背新闻伦

理的合谋，最终导致了戴安娜的悲剧。英国

路透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包括

BBC 自己，披露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所

言，BBC 欠戴安娜一个道歉，也欠它曾

经伤害过的国家和民众一个道歉。BBC 这

家以专业自诩的新闻机构，还藏着多少不

为人知的污垢？

谎言促成的“世纪访谈”

巴希尔是怎样一步步接近戴安娜、取

得她信任的？戴森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巴希

尔从戴安娜的弟弟厄尔·斯潘塞下手，先给

斯潘塞写了一封信，声称他正在调查媒体

对戴安娜策划的阴谋，由此引起斯潘塞的

注意。斯潘塞同意与他“喝一杯”。见面后，

巴希尔编造事实说，英国情报部门收买了

他的上司艾伦·沃勒，以监视戴安娜。

为了让这番说辞更可信，巴希尔找到

BBC 美编马特·威斯勒，让他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伪造了两张沃勒的银行对账单。巴

希尔还骗斯潘塞说，查尔斯王子的私人秘

书理查德·艾拉德正在监视戴安娜，暗中酝

酿把她赶出白金汉宫的阴谋。

将信将疑的斯潘塞打电话给 BBC《全

景》栏目主编史蒂夫·休利特，询问巴希尔

这个人是否可信。休利特信誓旦旦地告诉

他，“巴希尔是我最好的手下之一”。至此，

斯潘塞疑虑尽消。不久后，他和巴希尔再次

碰面。巴希尔的谎言越编越大：戴安娜的私

人秘书帕特里克·杰弗森是艾拉德的同伙，

她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他还向斯潘

塞出示了情报部门向艾拉德和杰弗森汇钱

的“证据”。

戴安娜与王室之间的裂痕在多大程度

上由巴希尔的挑拨离间导致，或许再难求

证。她当时和查尔斯已经分居，她一直怀疑

查尔斯“阵营”在对她“使坏”。到了 1995 年，

她的神经已极度脆弱，处于崩溃边缘。戴森

在报告中指出，与巴希尔多次接触后，她想

对大众吐露心声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最终，

她接受了那次改变她命运的电视访谈。

BBC 难辞其咎

巴希尔固然是骗局的主谋，但 BBC 也

难辞其咎。外界质疑称，巴希尔的谎言为何

能骗过这家新闻机构的高管？对资深编辑

和记者而言，怀疑精神应该是最基本的职

业 素 养 之 一 。不 仅 如 此 ，BBC 还 对“ 吹 哨

人”的提醒置若罔闻。电视采访播出后，威

斯勒意识到了巴希尔让他制作假文件的真

正用意，向 BBC 高管反映了自己被骗伪造

银行对账单的事实，却没有得到回应。直到

多年后东窗事发，他才收到了 BBC 轻描淡

写的道歉信。

面对外界与日俱增的质疑，BBC 的做

法不是反躬自省，而是粉饰太平 。1996 年

英国《星期日邮报》披露银行对账单造假一

事后，BBC 进行了所谓内部调查。在巴希

尔承认造假的情况下，时任 BBC 新闻时事

总监托尼·霍尔替他辩解称：“我相信他是

个诚实、值得尊敬的人，即便有过失。”在机

构庇护下，巴希尔又在 BBC 工作了两年，

直 到 1998 年 跳 槽 到 英 国 独 立 电 视 台

（ITV）。2016 年，BBC 力排众议再次聘用巴

希尔为记者，后来又提拔他为编辑，理由是

他“足够优秀”。

作为当时的 BBC 主管，霍尔不可能不

了解巴希尔的举动。他曾如此谈论 BBC 的

文化：“规模这么大的机构，不可能避免犯

错。我们肯定会犯错误，但这是为了服务观

众，不是为了自己。”丑闻曝光后，霍尔立刻

宣布辞去英国国家美术馆主席职位。但他

坚称，银行对账单与戴安娜受访两件事之

间没有任何关联。

但戴安娜的家人并不这么认为。威廉

王 子 在 声 明 中 表 示 ：“ 充 满 欺 骗 的 采 访 手

段，极大地影响了我母亲在访谈中说的话，

让 我 父 母 的 关 系 变 得 更 差 ，伤 害 了 无 数

人。”当他得知母亲最后几年的恐惧、偏执

和孤独很大程度上由 BBC 记者的谎言导

致时，他的悲痛难以言说：“辜负她的不只

是一个无赖记者，还有失职的 BBC。”

这桩丑闻严重损害了 BBC 的公信力。

英 国 内 政 大 臣 普 里 蒂·帕 特 尔 表 示 ，BBC
必须“反思并吸取教训”。BBC 前主席格雷

德呼吁，BBC 必须进行严肃的内部结构改

革，并由没有利益冲突的外部记者组成的

独立编委会监督其报道。英国司法大臣罗

伯特·巴克兰认为，BBC 的过错太严重，政

府应该对其采取管束措施。

BBC 欠 戴 安 娜 一 个 道
歉，也欠中国一个道歉

BBC 骗访丑闻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

为严重违反了新闻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

它 让 全 世 界 再 次 思 考 两 个 永 不 过 时 的 问

题：媒体是否可以为了获得新闻而不择手

段？在公众关注度和当事人利益之间，报道

的界限在哪里？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新闻道德伦理

准则有所区别，但都包括以下要素：真实、

准确、客观、公正、公平、公共问责。在获取

新闻和公众传播的过程中，这些原则普遍适

用。新闻从业者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正

直，并把公众责任放在第一位。此外，记者面

对的是人的生活和生命，因此，新闻报道对

公众的潜在裨益必须大于其潜在危害。

面 对 千 夫 所 指 ，BBC 辩 解 道 ，机 构 过

去的管理流程存在缺陷，现在已经有了很

大改进。然而，25 年过去了，BBC 真的改变

了吗？

事实上，这家自诩“独立”“可信”的媒

体，今天仍在撒谎欺骗，甚至变本加厉。赵

立坚日前指出，BBC 对英国王室的采访尚

且如此，对事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报道

更加丑陋和虚伪 。“BBC 欠中国一个真诚

的道歉。”赵立坚说，BBC 在新疆等涉华问

题上炮制和传播了大量虚假信息。像当年

的骗访事件一样，BBC 不仅对其记者违反

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不做提醒和批评，反

而包庇纵容，完全不讲是非、不讲原则。赵

立坚发问：“在 BBC 新闻档案里，还藏着多

少不为人知的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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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后，曾经欺骗戴安娜的BBC还在继续撒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延长监测

核活动协议的第二天，伊朗核问题第五轮

谈判 5 月 25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启动。

第一天的会谈之后，美伊双方谈判代表均

表示“谈判气氛积极”，伊朗首席谈判代表

阿巴斯·阿拉格齐甚至透露，希望能在未来

几天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美伊是否真的正在接近达成协议的谈

判终点？有分析人士指出，鉴于伊朗将于 6
月 18 日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美国拜登政

府若想抢在伊朗保守强硬派卷土重来之前

重返伊核协议、阻止伊朗“去美元化”，那么

留给美国的时间和空间都已不多了。

第五轮谈判可能是最后一轮

“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的目的，是促使美

国返回伊核协议，并确保各方充分和有效

执行该协议。”当地时间 5 月 25 日，欧盟谈

判代表团发言人艾伦·马顿在结束第一天

谈判后向媒体表示，伊核协议第五轮谈判

的目的是为达成协议找到共识。

美伊间接谈判始于 4 月初的奥地利维

也纳，由欧盟及 2015 年伊核协议其余签署

方共同进行调解。谈判核心仍集中在两个

焦 点 上 ：伊 朗 承 诺 采 取 步 骤 限 制 核 计 划 ；

美国、欧洲和联合国解除对伊制裁。

对于第五轮谈判的前景，美伊双方 5

月 25 日均释放了较积极的信号。白宫发

言人珍·普萨基说，美国在维也纳与伊朗进

行第五轮间接谈判，表明外交努力取得了

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阿巴斯·阿拉格齐

也表示，前四轮维也纳谈判取得了相对进

展，希望能在未来几天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为进一步创造谈判气氛，伊朗近期主

动释放善意。目前伊朗有 18 个核设施和其

他 9 个地点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的
监督之下，但监测核活动协议已于 5 月 23
日到期。就在外界担心此事生变之际，伊朗

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特使 5 月 24 日表示，伊

朗已通知该机构决定将监督协议延长一个

月至 6 月 24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

罗西 24 日对伊方决定表示了欢迎。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蒂

布扎德 25 日提醒说：“延长协议是一个不

会永远存在的机会，美国应该抓住这一机

会。”一位匿名伊朗高级官员也向路透社表

示，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同意延长监督协

议时限，是希望美国取消对伊制裁，“这是

最好的积极时机”。

同样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的还有俄罗

斯和中东地区国家。中东地区一位外交官 25
日向路透社透露，有参与核谈判的西方官员

称，“本周将在维也纳宣布一项协议，阐明伊

朗和美国为取得进展所作的承诺”。俄罗斯

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25日也说，与伊朗的

第五轮谈判可能是最后一轮。

谈判形势与伊朗大选密切相关

美伊双方之所以对维也纳第五轮谈判

都寄予厚望，与伊朗将于 6 月 18 日举行的

第十三届总统大选密切相关。

2013 年，以温和务实著称的鲁哈尼获

改革派支持上台，之后他致力于与国际社

会 对 话 ，改 善 伊 朗 与 美 欧 的 关 系 ，并 在

2015 年 与 伊 核 问 题 六 国 达 成 历 史 性 的 伊

核问题全面协议，这也助他在 2017 年成功

连任总统。但美国特朗普政府 2018 年退出

伊核协议、恢复和追加对伊朗制裁，以鲁哈

尼为代表的伊朗温和改革派受到了国内强

硬保守派猛烈攻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

伊对伊核协议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今年拜

登新政府上台后，美方虽多次表示有意重

返伊核协议，但却迟迟不愿在解除对伊制

裁上松口，美伊深陷“伊朗先恢复履约还是

美国先解除制裁”的僵局之中。因而，正在

进行的美伊谈判进程，对伊朗今年大选走

向、对拜登政府重返伊核协议之路都将产

生重要影响。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 5 月

26 日 接 受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时 指

出，从伊朗内政部公布的 7 人候选名单看，

温和派候选人全军覆没，入围的 7 人分属

于保守派或强硬派，区别在于莱西的保守

程度更大，伊斯兰革命卫队出身的几位候

选人强硬程度更强一些。虽然不排除有温

和派候选人补录进候选人名单的可能性，

但王晋认为，伊朗温和派参与今年大选的

机会已非常小。

保守派在伊朗大选中似乎势不可挡。

但王晋分析说，保守派上台也不意味着伊

朗就会与美国彻底撕破脸、与美国完全对

立，只是他们的对美立场会更趋强硬，谈判

对话难度较温和派可能会上升。当然，保守

派上台后如何施政，首先还是会受到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节制，以及视具体情

况而论，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保守强硬到

底，一味反美。

来自以色列的阻力不可小觑

除了要与伊朗保守派抢时间，拜登政

府要想争取伊核谈判取得积极突破，还必

须破解来自以色列的阻力。

以 色 列 总 理 内 塔 尼 亚 胡 5 月 24 日 表

示，不管有没有伊核协议，以色列都将竭力

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前他也曾告诉拜

登，美以需要做的就是“击垮试图威慑美以

的对手”，美国不需要通过任何形式去遵守

伊核协议。内塔尼亚胡甚至威胁说，如果美

国执意重返伊核协议，以色列会单独行动，

轰炸伊朗核设施也不是没可能。

此前，在美伊谈判的多个可能取得关

键成果的时间节点，以色列曾接连轰炸伊

朗核设施、货船和油轮。5 月 7 日，美伊

在维也纳启动第四轮谈判，并传出美国即

将“解除对伊制裁具体方案”的消息后，

以色列在 5 月 10 日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发

起军事行动，目标直指受伊朗支持的哈马

斯，此举敲打白宫、阻止美伊和解的意味

确定无疑。

有分析称，在巴以冲突刚平息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5 月 24 日迅速到访以色

列，表面是为巴以问题斡旋，实际上可能

是 为 稳 住 以 色 列 ， 尽 可 能 消 除 “ 美 伊 和

解”来自以色列方面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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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离重返伊核协议还有多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周呈宣

2020 年 5 月 25 日 晚 ， 美 国 明 尼 阿

波利斯市的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

惨遭白人警察德里克·沙文跪压颈部致

死 。 弗 洛 伊 德 “ 我 无 法 呼 吸 （I can't
breathe） ”的凄厉呻吟引发的全美甚至

全 球 抗 议 仍 在 继 续 ，“ 消 除 种 族 歧 视 ”

的呼声不绝于耳。当地时间 5 月 23 日，

明尼阿波利斯等地民众再次高举弗洛伊

德的大幅画像举行游行集会，悼念他遇

害一周年。

弗洛伊德之死撕开的伤疤，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等，对美国民众来说，过去

一年的感受是极其痛苦的。尽管弗洛伊

德案在 4 月 20 日迎来了判决，前白人警

察肖万二级谋杀罪、三级谋杀罪和二级

过失杀人罪名均成立，最高或将被判刑

75 年 。 但 很 显 然 ， 这 剂 “ 止 痛 片 ” 的

药 效 只 有 宣 判 时 的 一 瞬 ，“ 弗 洛 伊 德

式”悲剧并没有因号称“美国历史上最

重要裁决之一”的弗洛伊德案告一段落

而结束，非裔人士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

的惨剧仍在美国持续上演。

据美联社报道，3 月 11 日，旧金山

湾区一名白人警察用枪 向 一 名 黑 人 青

年 射 击 ， 导 致 其 死 亡 ， 警 察 的 理 由 仅

是 怀 疑 黑 人 青 年 涉 嫌 在 上 个 月 向 一 些

车 辆 燃 放 烟 花 。 一 个 月 后 的 4 月 19
日，加州阿拉梅达 26 岁的黑人青年马

里 奥 · 冈 萨 雷 斯 在 公 园 内 与 警 察 发 生

冲 突 ， 因 遭 受 暴 力 致 死 。 4 月 20 日 ，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15 岁的黑人女孩马

基 亚 · 布 莱 恩 特 被 警 察 开 枪 射杀。就

在上周，路易斯安那州警方公布的一段

录像显示，警察暴力袭击一名黑人男子

致其在医院死亡。

在日复一日的呼吁正义平等的声浪

中，层出不穷的事件一直折射着残酷的

现 实 。“ 警 察 暴 力 地 图 ”（Police Vio⁃
lence Map） 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5 月 25 日，美国警察在 2021 年已经

杀害 414 人；黑人仍然是最有可能遭警

察杀害的群体，尽管黑人人口仅占美国

总 人 口 的 13％ ， 但 被 警 察 杀 害 者 中 ，

黑人占比高达 28％。

事实上，除了剥夺生命的暴行，对

非 裔 的 歧 视 行 为 在 美 国 更 是 无 处 不

在 。 美 联 社 一 项 民 调 结 果 显 示 ， 目 前

有 超 过 半 数 的 非 裔 美 国 人 认 为 自 己 在

日 常 生 活 、 求 职 和 购 物 中 受 到 了 种 族

歧 视 。 新 冠 病 毒 的 大 流 行 ， 也 揭 示 了

美 国 种 族 间 的 不 平 等 现 状 。 美 国 疾 控

中 心 相 关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在 目 前 已 完

成 新 冠 疫 苗 接 种 的 人 群 中 ， 白 人 占 比

达 到 了 64.3%， 非 裔 占 比 却 仅 为 8.6%。

在 弗 洛 伊 德 谋 杀 案 激 发 美 国 反 对 种 族

主 义 和 警 察 暴 行 的 历 史 性 抗 议 发 生 一

年 后 ， 英 国 《卫 报》 报 道 说 ， 目 前 仅

有 17％ 的 美 国 人 认 为 当 下 的 种 族 关 系

比一年前更好。

过 去 一 年 ， 弗 洛 伊 德 之 死 引 发 的

美 国 各 界 对 种 族 歧 视 和 警 察 暴 力 执 法

问 题 的 批 判 ， 可 以 说 铺 天 盖 地 ， 警 察

管 理 改 革 的 必 要 性 也 被 更 多 讨 论 。 那

么，弗洛伊德之死是否为美国带来了实

质性改变？黑人生命运动政策与研究协

调员阿玛拉·恩尼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我认为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

肯定的是，民众存在着对实质性变革的

渴望。”《华盛顿邮报》 今年 4 月的一次

民 意 调 查 显 示 ， 有 60％ 的 美 国 人 表

示，政府应该做更多事情“让警察为虐

待黑人负责”；超过 70％的人表示“有

点”或“强烈”支持针对警察领域进行

改革，包括禁止种族歧视、建立普遍的

警务标准等。

诸多分析人士此前认为，弗洛伊德

之死将成为美国警务系统改革和立法的

催化剂，但他们的“美好愿景”在美国

依然没有实现。正如一些媒体对美国警

察改革进程评价的那样，“尽管已经废

了非常多墨水、写下了无数关于弗洛伊

德悲剧催生的对变革的呼吁，但这些墨

水 至 今 仍 没 有 正 式 进 入 官 方 法 律 文 件

内”。

今年 3 月，国会众议院再次表决通

过了以弗洛伊德名字命名的警察改革立

法，但这项法案在参议院并没有达成两

党共识，至今仍未获得通过。拜登政府

一直想在弗洛伊德死亡一周年之前敦促

国会通过警察改革立法，但目前看来，

该法案仍进展缓慢、前途未卜。分析普

遍认为，阻碍该项立法的，无疑是根植

于美国社会系统性种族歧视和长期存在

的白人至上主义。美国非营利组织“反

诽 谤 联 盟 ”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2020
年，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宣传活动为

近 10 年中最活跃的一年。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警务改革

问题和刑事司法，在过去一年中几乎没

有任何改变，这将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一

个严峻挑战。尽管拜登 5 月 25 日这天在

白宫接待了弗洛伊德的家人，在解决种

族歧视问题上 摆 足 了 姿 态 ， 但 由 于 警

务 改 革 努 力 停 滞 不 前 ， 弗 洛 伊 德 的 姐

姐 布 里 奇 特 在 明尼阿波利斯的集会上

表示，她的家庭和许多家庭都仍然在受

到伤害。

本报北京 5 月 26 日电

弗洛伊德死亡一周年

让他“无法呼吸”的
美国改变了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经过一年多的宣传造势，享受过英国

女王和首相亲自登舰的打气和壮行，承载

着昔日“日不落帝国”复兴梦想的英国海

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当地

时间 5 月 22 日启程开赴亚太，执行其首次

远洋部署行动。英国国防部消息称，“伊

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赴亚洲首航，

是英国当代最大规模的海空武装海外派遣

行动，将帮助英国与印太地区加深接触，

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印太”事务中扮演更

重要角色。

据悉，在为期 28 周的部署行动中，“伊

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将穿过地中海

前往红海，从亚丁湾抵达阿拉伯海，再从印

度洋驶向菲律宾海，然后北上至西太平洋，

最后返回英国。其间，他们将到访印度、新

加坡、韩国、日本等 40 个国家、参加 70 多场

活动，包括参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反恐

行动、在地中海与法国航母并驾齐驱、与日

本自卫队举行联合军演等。

多家英媒确认，这艘英国航母届时将

进入南海航行，但不会穿航台湾海峡。英国

首相约翰逊 5 月 21 日在“伊丽莎白女王”号

航母上发表广播讲话时称，这次部署行动

“充满信心但不寻求对抗”，“不希望与任何

人为敌”。但观察人士注意到，早在该航母

2017 年正式服役以来，英国前国防大臣迈

克尔·法伦等多位英政府官员、多家英媒，

都曾反复炒作航母编队要来南海“碰瓷”。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更是高调打出过“挑

战中国，脱欧后的英国试验‘战舰外交’”标

题，还刻意避开“历史包袱”没有使用“炮舰

外交”一词。

航母远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作为英国历史上建造的排水量最大的

水面战舰，也是英国海军目前的最强战舰，

“ 伊 丽 莎 白 女 王 ”号 航 母 摆 足 架 势 远 航 亚

太，“刷存在感”的目的昭然若揭。英国国防

大臣本·华莱士曾说，“当我们的航母战斗

群起航时，‘全球英国’的旗帜将高高飘扬。

这彰显了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力，拉近了我

们和朋友的联系，也重申了我们对解决当

前和未来安全挑战的承诺”，“我们要在半

年多时间里向世界证明，英国并不是在倒

退，而是在前进，并会在塑造 21 世纪的国

际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所谓“全球英国”，是英国 2016 年“脱

欧 ”公 投 结 束 后 提 出 的 理 念 ，目 的 是 对 冲

“脱欧”带来的不利影响，重塑英国在全球

舞台上的领导地位。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

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该地区的地缘战略重

要性愈发凸显，英国也加大了在亚太、印太

地区的介入力度。在今年 3 月公布的外交、

国防与安全政策报告中，英国明确了“转向

印太”的战略方针，认为该地区正在成为世

界地缘政治的中心。派航母前往亚太巡航

的军事手段，成为英国向印太区域“倾斜”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 是 英 国 1982 年 与 阿 根 廷 爆 发 马 岛

战争以来首次向海外派遣如此规模的航母

战斗群。不过，英国海军的当下综合实力，

似乎难以支撑其“全球英国”战略企图。舰

载机是航母的核心打击力量，但据公开信

息，本来号称最多可搭载 36 架 F-35B 战斗

机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最终仅搭载

了 18 架，其中只有 8 架来自英国皇家海军，

另外 10 架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为提

升英国航母战斗群的护航实力，美国和荷

兰还各自提供了一艘防空战舰。三国混编

的航母大队真实打击能力如何，被军事观

察家认为也要画上一个问号。

各 方 普 遍 认 为 ，英 国 航 母 此 次 远 航 ，

“力量展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比

如，一位海军专家直言不讳地说，“伊丽莎

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远赴亚太，更像是失

去“海上主宰”地位的英国用来展示身份的

“面子工程”。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彼得·里

基茨勋爵也说，“这是外交舞台，而不是军

事战略”。

随 美 国 起 舞 ，也 在 避 免
完 全 被 绑 上 美 国 战 车

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助力、在武器

装备上抱紧美国大腿，“伊丽莎白女王”号

航母此次远行，多方位体现了英国作为美

国盟友强化与美国关系的决心。除了航母

上搭载的 10 架美国战斗机、一艘护航美军

防 空 战 舰 ，航 母 上 搭 载 的 1700 多 名 人 员

中，同行的还有 25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 伊 丽 莎 白 女 王 ”号 航 母 补 给 基 地 定 在 日

本，海军专家分析认为，也是因为美军第七

舰队司令部在日本横须贺设有海军基地。

值得关注的一个“巧合”是，几乎在“伊

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出发的同一时间，美国

“里根”号航母离开日本横须贺港，开始新

一年度的部署。美国《外交学者》杂志指出，

英国“脱欧”后，更加强调传统的英美“特殊

关系”，希望依靠美国来维系甚至抬升其全

球地位。航母追随美国巡航亚太，是英国提

升国际地位的“难得机会”。

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此次巡航的

路线和活动看，除了会与美日配合开展联

合军演，英国还特别表示，会在太平洋上与

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

参加纪念“五国防务安排”50 周年的演习。

军事专家杜文龙分析称，这表明英国有自

己的安排和分寸。英国内心知道，这支航母

编队并不是来打仗的，实际作战能力也不

强；如果在亚太地区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

意志行事，比如“闯领海”等越线动作，很容

易激怒中国等相关国家，从而将自身置于

危险境地。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多家英媒在报

道 中 刻 意 高 调 放 出 消 息 称 ，“ 伊 丽 莎 白 女

王”号此次前往日本的途中，不会途经台湾

海峡，而是从台湾东海岸通过。《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分析认为，这反映出当前的英国

仍未理顺本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定位，

在对华问题上陷入了立场困境。

亚太不是重温“帝国旧梦”的地方

英国表面上打着“区域和平稳定”的旗

号，但 这 个 曾 经 的 殖 民 帝 国 大 张 旗 鼓“ 重

返”亚太，注定会为地区局势增加军事上的

不确定性，在本地区制造更多紧张氛围。作

为域外国家，英国上一次派出航母来到“印

太地区”，还要追溯到“Ocean Wave 97”远

航行动，而那次的任务只是从香港接回参

加完香港回归中国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储

和末代港督彭定康。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回应相关问题时

强调，今日之世界已不是百年前的世界，今

日之中国也不是百年前的中国。南海不应

成为大国博弈之海、炮舰横行之海。域外国

家不远万里跑到南海来耀武扬威、挑动事

端、制造紧张，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根本原

因。中国军队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南海地

区和平稳定。

现如今，英国内部的分裂危机正在加

剧，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分析人士

指出，英国政客们应该扪心自问，彻底反

思和摒弃曾经的殖民心态和帝国旧梦，好

好 想 一 想“ 后 脱 欧 时 代 ”“后 疫 情 时 代 ”

的路该怎么走。 本报深圳 5 月 26 日电

英国航母海外首秀赴亚太 引发“炮舰外交”警惕

当地时间 5 月 1 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离开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前往苏格兰参加演习。“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 5 月 22 日已启程远航亚太地区，任

务期长达 7 个月。 人民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