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军队去年从
阿富汗撤离之际，首都
喀布尔机场围墙外上
演令人揪心的一幕：一
名男婴被托举交给墙
另一侧的西方士兵，却
从此下落不明。阿富
汗警方本月 8日证实，
这名男婴日前终于在
喀 布 尔 回 到 亲 人 怀
抱。然而，他何时能与
身在美国的父母团圆
仍然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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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这名男婴名叫苏海尔·艾哈
迈迪，去年 8月 19日在喀布尔机场与家人失散
时只有 2个月大，去年 11月才被确定仍在喀布
尔，被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抚养。经过 7 个多
星期的交涉及警方介入，苏海尔终于被交还给
外祖父等亲戚。

苏海尔的父亲米尔扎·阿里·艾哈迈迪曾在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做保安工作。去年8月19
日，艾哈迈迪带着妻子和孩子赶往喀布尔机场，
希望搭上美军撤离的飞机前往美国。

接近机场入口时，人潮汹涌，艾哈迈迪担心
苏海尔会被挤坏，从机场围墙外把他举起，交给
墙另一侧的西方士兵。艾哈迈迪当时距机场入
口只有5米远。他以为很快能到墙的另一侧找
回儿子，然而又过了半个小时，他们一家才进入
机场。那时候，苏海尔已不见踪影。艾哈迈迪
事后回忆，他找遍机场也没发现儿子。多名官
员对他说，孩子可能已经被带离阿富汗，日后会
与他们重聚。

当时拍摄的图片显示，裹着尿布的苏海尔被
高高举起，靠近缠绕铁丝网的墙头，一名全副武
装的西方士兵从墙头伸手接住这个哭喊的婴儿。

艾哈迈迪和妻子苏拉娅以及他们的另外 4
个孩子离开阿富汗后，落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
一处军事基地内。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对苏

海尔的下落一无所知。
苏海尔与家人失散那天，喀布尔29岁的出

租车司机哈米德·萨菲在机场发现苏海尔独自
一人躺在地上哭。

他在机场内没找到孩子的父母，决定带他
回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萨菲和妻子育有
三个女儿。他给苏海尔取了新名字，努力让他
融入家庭。萨菲的社交媒体页面上，有苏海尔
和三个女儿的照片。

媒体去年11月报道苏海尔失踪的故事后，
有邻居意识到萨菲抱回的孩子可能是苏海尔，
便在网上留下线索。远在美国的艾哈迈迪看到
后联系在阿富汗的亲戚，包括岳父穆罕默德·卡
西姆·拉扎维，让他们与萨菲联系，要回苏海尔。

67岁的拉扎维住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
省。他赶了两天两夜的路来到喀布尔，带着一
头宰好的绵羊、数公斤核桃和衣物做礼物送给
萨菲一家。然而，萨菲拒绝交还苏海尔。

后来，拉扎维和亲戚们联系了国际红十字
会和喀布尔警方，终于与萨菲达成协议。当地
警察哈米德·马朗说，双方在协议上摁了手印，
当着警察的面移交了孩子。艾哈迈迪与妻子在
美国通过视频连线目睹了这一刻，两人都喜极
而泣。

去年12月，艾哈迈迪一家离开得克萨斯州
的军事基地，搬进密歇根州一处公寓，目前仍未
完全安顿好，在想办法与苏海尔团聚。

美军去年8月撤离阿富汗时，许多希望随美
军离开的阿富汗人与亲人失散。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已经关闭驻阿富汗使馆，许多驻阿富汗国际
组织也是勉强维持，随美军撤离前往海外的阿富
汗难民如果与亲人离散，团聚会非常困难。

据一名知情美国官员说，让苏海尔回到父
母身边并不容易，因为目前没有从阿富汗前往
美国的定期航班，且美国政府需要就此与阿富
汗相关方面协商。

被高举过铁丝网的男婴
没离开阿富汗 回家路曲折

俄罗斯与美国 10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
一轮战略稳定对话。此次对话以闭门形式举
行，从会后双方释放的信息可以看出，这次对话
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对话能够举行，说明俄
罗斯有意愿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更长
远的安全合作架构。对话难以取得进展的症结
在于，美国未能积极回应俄罗斯提出的一系列
安全关切。若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未来俄
美对话前景同样难言乐观。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对话结束
后介绍情况时表示，北约在法律层面保证不再东
扩、不在俄边境部署打击性武器、北约将军力部署
恢复至1997年俄与北约签署基本关系文件时的
状态，这是俄方最核心的安全关切，但俄不认为美
方愿意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做出令人满意的决定。

美方率团参与对话的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
后表示，美方在对话中“断然拒绝”了俄方提出
的一系列安全提议，包括要求北约不得吸收乌
克兰为成员、终止与乌方安全合作等，相关提议
有悖于北约的“开放门户”政策。她还指出，美
国欢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只有
在俄罗斯采取切实措施降低俄乌边境紧张局势
的条件下，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才能取得实质进
展。如果俄“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沉重
代价并面临严重后果。

近期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围绕乌克
兰问题矛盾不断加剧。俄乌两国在边境地区部
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北约和乌克兰不断
渲染俄罗斯“入侵”威胁，俄方则强调局势持续

恶化是因为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为
缓和紧张气氛，俄罗斯外交部去年12月向美方
提交了俄美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和俄与北约成员
国安全保障措施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俄美双方在安全对话前后
透露的消息表明，此次对话未能取得进展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避重就轻，试图回避俄罗斯
的核心安全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曾表
示，此次对话可以为双方恢复《中导条约》奠定
基础，里亚布科夫对此回应说，俄美安全对话不
能只涉及恢复《中导条约》，还应将其他俄方高
度关注的话题纳入讨论，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
达成共识更加必要和迫切。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项目主任季莫费耶
夫表示，此次安全对话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并
不出乎意料。俄方清晰传达了自己的立场，但
美方并未准备好讨论俄方关心的问题。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卢基扬诺
夫撰文指出，俄美安全对话没有取得突破，双方
在谈判思路上存在根本性差别。美国希望将安
全对话的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向军事技术领域。
俄方则坚持在政治层面展开对话，包括围绕安
全原则和冷战后欧洲安全架构等问题进行讨
论。俄方认为应首先在政治领域达成新的基本
协议，然后才能开展军事技术层面的具体磋商。

按照计划，俄罗斯将在本周内先后与美国、
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举行对
话。舆论普遍认为，此次的俄美安全对话最为关
键，将为接下来的两场对话定下基调。俄与北约
对话可视为俄美对话的扩大版，俄与欧安组织对

话则是在更大范围探讨欧洲未来的安全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对话有助于稳定俄美

关系，但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缺乏战略互
信，多重因素令俄西矛盾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尽管各方正在密集展开对话，但短期内矛盾恐
难化解，各方政治博弈将持续。

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对俄态度不一。季
莫费耶夫表示，参与谈判各方的立场各不相同
且难以协调，谈判进程或将非常艰难。围绕欧
洲安全问题的谈判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导致美国难
以与俄罗斯就安全问题达成一致。美国哈密尔
顿学院教授艾伦·卡夫鲁尼表示，美国国内不稳
定的政治局势实际上束缚了美国政府手脚，给
其外交活动留下了非常有限的空间。即便美国
政府代表团同意与俄罗斯缔结安全保障协议并
说服其盟友也参与其中，这份文件也无法得到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
究员李勇慧认为，俄与西方关系的核心仍然是
俄美关系。如果俄美间根本性矛盾不能通过对
话谈判解决，双方关系很难发生实质性改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汉龙表
示，美俄关系恶化或将导致双方在乌克兰局势
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对话受阻。

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说，美国需要
与俄达成安全协议，但不可能像俄方希望的那样
尽快给出明确答复，因为那意味着美国需要放弃
舆论过渡期而立即公开地“屈服于”俄方要求。

1月9日，在阿富汗喀布尔，苏海尔·艾哈迈迪（中）在外祖父家中玩耍。

俄美话不投机 对话难觅共识

韩国总统选举倒计时两个月之际，
候选人“两强”对战的格局突然生变。
多项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率排名第三位
的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秀近日人
气攀升，选举可能由此进入“三强争霸”
模式。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 3 月 9 日举行。
角逐下届总统的人选中，执政党共同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被视为现任总
统文在寅的热门“接班人”，他的主要竞
争对手是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
候选人、前检察总长尹锡悦。

其他候选人包括安哲秀、正义党候
选人沈相奵和前企划财政部长官金东
兖。安哲秀在先前多项民调中所获支
持率仅 4%左右，最近数周却异军突起，
对“两强”发起有力竞争。

安哲秀以创建知名杀毒软件企业
“安哲秀研究所”起家。2012年，他以独
立候选人身份首次参加总统选举，后来
退选。2017 年，他再次挑战总统宝座，
支持率与文在寅匹敌，但最终落败。

他在2018年6月参选首尔市长落败
后，宣布退出政坛。2020 年，安哲秀组
建新党国民之党，再次冲击总统一职。

韩国民意调查公司“真实计量器”10
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如果尹锡悦与
安哲秀联手，两人将对李在明形成抗衡
之势。在这一假设前提下，35.9%的受调
查者表示将把选票投给安哲秀，32.5%的
人选择尹锡悦。

另一项由韩国 CBS 电视台发起的
民调显示，如果国民力量党和国民之党
两大在野党联合，安哲秀所获支持率将
排第一。在这一假设情况下，42.3%的受
调查者表示将投票给安哲秀，28.9%的人
选择李在明。

按韩国媒体说法，安哲秀主要受到
20 至 30 多岁的年轻选民欢迎。他“吸
走”的大多是尹锡悦的选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理查
德·克拉里达 10日宣布，将于 14日辞去
美联储副主席和理事职务。美国媒体报
道，克拉里达成为美联储系统去年以来
第三名因投资交易丑闻而辞职的官员。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当天对
克拉里达任职期间所做贡献予以肯定。

克拉里达任期本应本月 31 日结
束。美国媒体报道，依据克拉里达对其
个人 2020年 2月投资交易的最新披露，
相关交易可能违反利益冲突原则。

当时，新冠疫情刚暴发，全球经济
面临冲击，美联储考虑采取救助措施。
鲍威尔宣布美联储救市措施前一天，克
拉里达购入了一只股票型基金。

据《纽约时报》上周爆料，实际情况
是，克拉里达是在刚卖出这只基金没几
天后重新买回。克拉里达 2021 年 12 月
底修改对这一交易的说明，补充了之前

“遗漏”的卖出。
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

沃伦敦促美联储“立即公开”与上述交
易相关的全部信息，以明确克拉里达是
否在交易中利用内幕信息。

克拉里达2018年9月起任美联储副
主席，被认为是鲍威尔的“圈内人”。他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太平洋投资
管理公司担任投资基金经理 12 年。他
入职美联储时，报告的资产估值在 900
万美元至3900万美元之间。

2021年，美联储下属12家地区储备
银行中，有两名行长在“可疑”交易曝光
后辞职，分别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
长罗伯特·卡普兰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
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

卡普兰和罗森格伦辞职后，美联储
于 2021 年 10 月发布针对高层更为严格
的投资交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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