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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家根据澳军暴行创作的艺术插画。

因为一幅谴责澳军在阿富汗
暴行的艺术插画，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扬言要中国“道歉”。仅仅
隔了一天，他却突然“灭火”说，不
要进一步放大此事。

短短十天之内，莫里森的对
华态度数次反复。澳大利亚政客
给中澳关系找麻烦，最后又口头

“救火”的模式屡屡重复。

无端指责胡搅蛮缠

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
了一条谴责澳大利亚士兵谋杀阿
富汗平民和囚犯的推文，再次呼
吁将实施暴行的有关人员绳之以
法。同时还配发了一张由中国艺
术家创作的艺术插画。图中，一
名澳大利亚士兵用刀抵住一名阿
富汗儿童的喉咙，还配有文字“不
要害怕，我们是来给你们带来和
平的”。这条推文，却让澳大利亚
总理莫里森发飙，无端指责中国。

澳方此举明显是在转移视
线，企图将舆论关注焦点从澳军
暴行引到所谓“假照片”问题上
来，减轻其承受的舆论压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月1日在记者会上说：“澳方指
责中方使用了虚假照片，甚至说
中方散布虚假信息，这一指责本
身就是虚假的，因为网上流传的
不是‘照片’，而是中国一个年轻
人用电脑绘制的插画。绘制的插
画同伪造的照片，是不同的概
念。”华春莹说，这张插画依据的
是澳大利亚军方已经证实的调查
报告，虽然是插画，但反映的是
事实。

她说，澳方倒打一耙、胡搅蛮
缠，其真实目的无非就是转移视
线、回避矛盾、转嫁压力，企图把
国际舆论对澳大利亚一些军人残
杀阿富汗无辜平民的批评和谴
责，转换成对华示强和示硬。

再添证据

英国《卫报》澳大利亚版12
月1日披露照片，显示一名澳大
利亚特种兵用被打死的塔利班武
装人员的假肢喝啤酒，这再度“实
锤”了澳军在阿富汗的恶行。

实际上，一些媒体早就报道
过澳军在阿富汗把假肢等当“战
利品”的情况。而今，《卫报》公布
相关照片证实了澳军这些骇人听
闻的行为。除了上述用假肢喝酒
的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两名
澳军士兵与假肢合影。

这是澳军在阿富汗暴行丑闻
的最新进展。两周前，澳军方公

布了该国驻阿富汗部队调查报
告。这项历时4年的调查证实，
驻阿富汗澳军存在涉嫌战争罪的
行为，有25名澳军人涉嫌参与23
起杀害阿囚犯和平民事件，在这
些事件中共有39人被杀害，另有
2人被虐待。

澳军暴行震惊世界，受到国
际社会广泛批评和声讨。在受害
国阿富汗，人们更是对此纷纷谴
责，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都对
澳军暴行表示愤慨。

阿富汗政治分析师汗·穆罕
默德·达尼什朱对记者说：“无论
根据任何国际法或者国际规范，
杀害平民都是战争罪行。澳大利
亚军人在阿富汗犯有战争罪是毋
庸置疑的。”

对华政策陷入矛盾

近年来，澳大利亚成为一个
对华政策颇为矛盾的国家。如果

澳大利亚人继续按照目前的政策
思维行事，西澳大学政治学与国
际关系学系教授马克·比森认为，
必将难以协调地缘政治利益与经
济利益之间的分歧。

尽管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亦
步亦趋，澳大利亚却在经济上对
华存在巨大的合作需求。而一个
基本道理是，机会主义和冒险主
义并存的策略行不通——— 澳大利
亚不能在执行反华政策的同时，
还希望中国商界不对这种恶劣行
为产生反感。

数据显示，中国是澳大利亚
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
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对华贸
易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量近四分之
一，远超美日。中国留学生始终
是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中的主力
军，人数比位列第二的印度还要
高出近一倍，去年为澳大利亚的
第四大外汇收入来源国际教育收
入的380亿澳元“贡献”了其中的
三分之一。可惜，这样的甜头并
没有让澳大利亚政府和精英，看
清前路的真正方向。

再现“双标”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澳大利
亚在内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人
权问题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指手画脚甚至大肆攻击，
但此次中方谴责澳军侵犯人权的
暴行后，澳方却倒打一耙指责中
方发布“假照片”，还得到了部分
西方国家支持。分析人士认为，
这体现了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
人权问题上的伪善和双重标准。

事实上，澳政府的“双标”也

体现在其对待澳军暴行揭露者的
态度上。向媒体曝光澳军在阿富
汗暴行的澳大利亚前军事律师戴
维·麦克布赖德几年来被视为军
队“叛徒”，受到泄露机密文件的
指控。尽管随着澳军暴行被证
实，澳国内要求撤销对麦克布赖
德指控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澳政
府无动于衷。

除澳大利亚外，其他北约国
家驻阿富汗军队也有过战争罪行
被曝光，但相关调查常常因政治
介入无疾而终，涉事军人最终逍
遥法外。也正因如此，阿富汗民
众对澳大利亚的战争罪调查并不
抱期待。

对澳大利亚来说，一个避不开
的老问题是：究竟应该怎么与中国
相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成至表示，澳大
利亚执政者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
的怪异心态和矛盾言行，反映了对
亚太格局新变化的不适应和对澳
大利亚发展前景的不自信。

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
警告：“如果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恶
化，澳大利亚将变得更穷、更不安
全。”他说，澳大利亚需要做个决
断，中国到底是战略竞争对手还
是战略合作伙伴。

地处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充
当大国对抗的“马前卒”不会有前
途。王成至认为，如果执政者能
够变换思路，把澳大利亚塑造为
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之桥、包容之
桥与和解之桥，才有机会在变化
中的地区格局里，把路越走越宽，
而不是越走越窄。

据新华社、《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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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又“救火”澳大利亚想干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