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在纳卡爆发冲突，均进入“战时状态”，但大规模战争可能性小

“高加索火药桶”又爆，已致23人死亡
■本报记者 李雪

当地时间 27日，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
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 23

人死亡。亚阿两国态度强硬，互不相让，均已宣
布进入“战时状态”，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亚阿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是全球持续时
间最长的冲突之一。分析指出，双方冲突牵动
俄土利益，短时间内对抗或升级，但不会走向
大规模战争。

亚阿各执一词
据报道，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27日在纳

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 目前已造成至少 23

人死亡。 亚阿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率先发动军事进攻。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很难对亚阿双方
的官方信息进行独立核实，27日的冲突是 “近
年来最严重的地区冲突”， 双方都动用重型武
器。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已宣布国家进入

战时状态，并表示有信心夺回对纳卡地区的控
制权。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也宣布全国戒
严，并全面动员军队。

纳卡地区是亚阿两国此次冲突的直接导
火索。纳卡地区在苏联时期为阿塞拜疆的一个
自治州，多数居民为亚美尼亚族人。1988年，纳
卡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导致该州阿塞拜疆族和
亚美尼亚族爆发冲突。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
和亚美尼亚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亚美尼亚占
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塞拜疆的部分领土。

1994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全面停火达成
协议， 但两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

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近些年，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上升，阿塞

拜疆重新取得纳卡控制权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而
亚美尼亚则希望保持现状。

多方呼吁冲突降级
分析人士指出，纳卡问题被称为“高加索火

药桶”，牵涉多方利益，因此除了亚阿两国，外部
力量博弈将对纳卡局势走向发挥重要作用。

此次冲突发生后，土耳其“选边站”，土总统
埃尔多安发声明支持阿塞拜疆，谴责亚美尼亚是
造成区域不稳定的原因。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邹志
强指出，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之间文化、民族认同
度较高，关系密切；相比之下，土耳其和亚美尼亚
间存在宗教、民族、历史矛盾，关系不和，因此土

耳其必然站在阿塞拜疆一边，但不排除土耳其有
扩展地缘影响力、代表北约在高加索地区挤压俄
罗斯地缘空间的考虑。

俄罗斯则强调， 必须尽快促成亚阿双方停
火。传统上，俄罗斯被视为亚美尼亚的盟友。分析
认为，俄罗斯重视外高加索地区，不希望该地区
出现动荡，给外部大国介入的理由。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冯玉
军指出，纳卡冲突的背后，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
亚背后的大国土耳其和俄罗斯近来关系趋于复
杂紧张有关。

尽管近年来俄土两国曾在叙利亚问题上相
互利用并达成一定妥协，但最近矛盾不断，关系
趋于紧张。在利比亚问题上，俄罗斯和土耳其支

持对立两方； 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等问题上，

俄罗斯力挺希腊和塞浦路斯，坚决反对土耳其在
东地中海开发问题上抢占先机。

油气资源涉及俄罗斯国家经济命脉，随着东
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逐步提上日程， 如果进展顺
利，将对俄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俄罗斯经济形成
重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必然要给土耳
其力推的东地中海开发制造更多障碍。

此外， 法国政府呼吁亚阿立即停火并对话。

伊朗也表示，愿意从中协调双方和谈。美国总统
特朗普称，美国正在寻求停止暴力。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关切，称他“非常担忧”。

“战争即将重现。”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
特里·特列宁在社交媒体上称，“是时候让俄罗斯、

法国和美国，单独或联合制止事态继续发酵了。”

邹志强倾向于亚阿两国擦枪走火是一起突
发事件。在他看来，亚阿两国一直冲突不断，短期
内，两国对抗态势可能会上升，但受到外部国家、

地区安全结构、自身实力等因素制约，两国不会
走向全面开战，最终可能停火、进行谈判，或回到
“冷和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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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当地时间29日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上演，两位年逾古稀竞选人能否保持良好状态引人关注

特朗普和拜登首场辩论拉开“十月冲刺”序幕
■本报记者 安峥

没有握手，没有碰肘，不戴口罩，两名“选手”

站在舞台两侧，场下只有寥寥数十名观众。这将
是2020年美国首场总统竞选辩论的场景，美国当
地时间9月29日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上演。

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
人拜登未曾当面交锋。有评论称，首场对垒为
两人提供了维护“铁杆”支持的机会，但一不留
神，也会踏入吓退“摇摆”选民的陷阱。也有观
点认为，首场辩论会为剩下的五周竞选定下方
向，两人的首要目标不是赢，而是让对手输。

现场观众将压缩到80人左右

这是一场被疫情改写的总统辩论。它原定
在印第安纳州主办， 因疫情被迫挪到克利夫兰
市。鉴于疫情未退，特朗普和拜登 29日晚不会
依照传统在辩论前握手致意， 也不打算行碰肘
礼。当晚，现场观众也将从往年的上千人压缩到
80人左右，入场前会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辩论
结束后的候选人媒体见面环节也已取消。

不过，电视镜头里的辩论场景又跟往年差别
不大。特朗普、拜登和辩论主持人、福克斯新闻台
主播华莱士都不会佩戴口罩。两名“辩手”会像过
去一样站在舞台两侧， 华莱士会坐在他们对面，

率先向特朗普“发难”。美媒称，以犀利尖刻、打破
砂锅问到底著称的华莱士，估计不会放过抛出各
种尖锐问题来“折磨”候选人的机会。

特朗普团队最近意气风发，他们把26日提
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视为辩论前的意外收获，可
以激励特朗普的基础选民。 最高法院将成为当
晚辩论的一大话题。此外，候选人的记录、新冠
病毒、经济、种族和城市暴力，以及选举公正性
等议题都会在90分钟的辩论里占据一席之地。

电视辩论展示自己攻击对方

外界认为，首辩将拉开美国大选“十月冲

刺”的序幕，对于两名候选人而言都是重大考
验。但也有评论称，作为现任总统，特朗普比拜
登处境更艰难。因为在美国现代历史上，在任
总统的首场电视辩论总是出师不利。2012年，

时任总统奥巴马在与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
首次交锋中大失水准，事后不得不向自己的工
作人员道歉；2004年， 时任总统小布什遭遇咄
咄逼人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 表现得仓皇失
措；1984年， 时任总统里根在与前副总统蒙代
尔的首场辩论中恍恍惚惚，引发外界对其年龄
和心理健康的质疑。

有分析称，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习惯了一进屋
子就成为无可置疑的焦点，很少跟谁平起平坐较
量一番。也有观点认为，这就是电视辩论的精彩

之处，为两位候选人提供了公开竞技的舞台。

“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始于 1960年，到
1976年正式成为竞选惯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说， 当时电视可以说是
兴起不久的新媒体， 电视辩论能带给选民的直
观感受和冲击力比广播、 报纸更强烈。 为什么
1960年民主党候选人、年轻参议员肯尼迪能一
举压倒共和党候选人、时任副总统尼克松，就是
因为前者气质潇洒、谈吐风趣，与憔悴的后者形
成对比，从而鼓舞一些犹豫的选民做出选择。

“如今，电视辩论已成为美国大选的一项
重要的非正式议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教授宋国友说，它用公开对比的方式，让选民
更好地了解两名候选人的个人素质、政见立场

以及应变能力等。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方大
比分领先、毫无争议取胜的情况，没有任何候
选人能在大选前确保当选。因此，电视辩论对
他们而言既是一种考验， 也能起到展示自己、

攻击对方的作用。

两人围绕六大议题展开争论

外界好奇，特朗普和拜登都为这场重要演
出做何准备？又将如何闪亮登场？

特朗普团队守口如瓶，特朗普则淡化准备
的必要性，还拒绝模拟舌战场景。有美媒嘲笑
特朗普 “裸考”， 一些盟友担心特朗普有可能
“大意失荆州”。但也有相反的消息传出———有
总统顾问称， 特朗普正在用便签卡做问答练
习；也有助手透露，特朗普近来在竞选集会中
测试火力点，知道说什么最能“点燃”支持者。

拜登阵营一直在高调备战。美媒称，拜登
在过去几个月认真研究特朗普的发言和辩论
视频。上周四开始，拜登推掉其他行程，专门花
几天时间进行模拟辩论。有评论称，拜登比特
朗普拥有更丰富、 更新鲜的经验。 过去 40多
年，他曾三次竞选总统、一次作为奥巴马搭档
参选，共参加近 30 场辩论。去年以来，他成功
扭转初选早期辩论中的低迷表现，在与参议员
桑德斯的对决辩论中超水平发挥。

“拜登现场状态如何，他到底行不行？这是
首场辩论一大看点，也是我最关心的话题。”袁
征说，拜登过去经常说错话，外界也在热议他
的身体状况。考虑到两人都已年逾古稀，尤其
是拜登已经 77岁。 他们能否在一个半小时里
保持良好状态引人关注。

宋国友也认为，两位候选人将展示怎样的
形象，包括临场发挥、谈吐气质和身体状况，将
是首辩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他看点还包括，两
人将如何围绕六大议题展开争论，细化、深化
各自党代会上发布的政纲？两人如何攻击对手
软肋，比如特朗普的税收问题、拜登儿子的国
际业务等，又如何为自己辩护？

辩论影响几何？

据说最近几天，双方战略师为了美国大
选首场辩论夜不能寐，担心首场辩论会影响
未来五周大选走向。 但民主党高层认为，不
必风声鹤唳，电视辩论不太可能改变竞选轨
迹， 因为特朗普对疫情的处理方式不会变
化，台上说什么都对现状无济于事。

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全美广播公司最近
进行的一项民调给出相似结论：有超过 70%

的受访者说，辩论对他们的投票影响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
征认为， 辩论对选情的影响无法一概而论，

有时可能微不足道， 有时也会是决定性的，

比如 1960年那次。就今年而言，人们不能低
估三场辩论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这也是拜登
的临场表现备受关注的原因。如果他表现得
中规中矩，那么辩论对他就是加分项，反之
如出现重大失误，就会减分，会对拜登领先
的选情产生冲击。

“电视辩论会对选情产生重要影响。”复
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宋国友说，今年大
选，“摇摆” 选民发挥着异常关键的作用。很
多选民其实不是多么喜欢拜登，而是因为实
在讨厌特朗普才选择支持拜登。从基本盘角
度看，拜登“铁杆”支持者所占的比例其实不
及特朗普。因此，倾向于拜登的选民在最后
一刻还会因为讨厌特朗普而选他吗？眼下并
不确定。这场辩论有可能塑造“摇摆”选民的
立场，甚至包括不那么“摇摆”的群体，也可
能因为辩论结果而产生新的投票倾向。因
此，三场辩论可以通过改变部分选民的投票
行为，影响大选走向。

■本报记者 安峥

2020年美国大选首场辩论场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正在筹备中。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