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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遏俄，中东欧为何冲在前面 
 

本报驻布拉格记者  杨艺明 
 

    2月 24日，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持续一年的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德国

总理朔尔茨去年在捷克查理大学的演讲中表示：欧洲的中心正在向东转移。 

    地处欧盟和北约东部的中东欧国家不仅更加邻近这场重大危机的前线，还在一定程度上引领

了欧洲大陆的应对之策：冲突爆发后，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收留了

大部分的乌克兰难民，率先向乌克兰提供各方面援助，并促使欧盟在防务和能源安全方面采取更

激进的措施，似乎让欧洲大陆的主要大国跟不上节奏。 

    谁是“北约东线的领导者” 

    冷战结束后，欧盟东扩成为东西欧国家的共同需求。2004年 5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等十国作为中东欧国家的“优等生”率先加入欧盟，成为欧盟至今最大的一次扩容。然而，

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德国、法国、荷兰等相比，长期以来，这些后来者似乎一直处在边缘。而今，

在俄乌冲突刺激下，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正发生深刻改变。 

    波兰是乌克兰的邻国，两国边界线长达 535公里，在历史、文化和现实层面都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成为整个欧洲应对乌克兰危机的“中心”，并始终处于美欧对乌

援助的第一梯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到访波兰，与波总统杜达会面。 

    2022年夏季，波兰西部村镇别德鲁斯科开设了一所非常特别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培训学院”，

该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操作“艾布拉姆斯”坦克。在美国教员及 28 辆坦克样车的帮助下，乌

克兰坦克兵接受了这款堪称“世界最先进坦克”的驾驶和射击培训。目前，来自乌克兰前线的 105

名士兵正在波兰的专门基地接受“豹”式坦克的密集培训，由波兰、加拿大和挪威教官进行指导。 

    当前，波兰政府似乎已将本国定位成乌克兰的“后勤中心”，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输送来自

西方的武器和援助，并施压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斯洛伐克外交部顾问索娜·穆兹

卡洛娃表示，波兰正利用俄乌冲突提高其国际地位，并有效游说其他中东欧国家。 

    有分析称，波兰的目标是成为“北约东线的领导者”。随着俄乌冲突的延续，北约源源不断

向波兰投入资源，美国也正在波兰建设一个新的永久基地。美国五角大楼 2月 7日表示，美国国

务院已批准一项高达 100亿美元的协议，向波兰出售远程导弹、火箭和发射器。该一揽子协议包

括 18套“海马斯”发射器、45枚射程约 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导弹和超过

1559枚制导多管火箭系统（GMLRS）火箭。 

    去年春季，波兰向美国订购了 250辆“艾布拉姆斯”坦克，今年 1月将采购量进一步增加到

了 316辆。波兰还订购了近千辆韩国 K2主战坦克，其中的 820辆将从 2026年开始在波兰本土制

造。未来几年里，波兰的坦克数量将是法国的 7倍，并且拥有欧洲最大的陆军部队。 

    杜达近日表示，如果威胁出现在东部边界，他将准备建造一道“直达云端的铁幕”。他宣布，

今年波兰的军费将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4%——这一投入比是所有北约国家中最高的，而多数北

约国家还在为达到 2%的要求发愁。 

    欧洲正在“中东欧化”吗 

    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欧洲政治生态，俄乌冲突已成为欧盟最重要的议题，欧洲力量的天平也

开始“向东倾斜”，甚至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东欧化”的现象——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开始扮

演引领者的角色，加速欧洲“去俄拥美”，强化地缘政治博弈思维。去年下半年，捷克在担任欧

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就在推动制裁俄罗斯、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增加欧盟对乌援助并且加速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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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冲突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地缘格局，旧有的欧洲安全架构濒于瓦解，美欧联盟更加紧密，

欧俄关系整体走向破裂并导致“双输”。近日，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十分强硬地

表示，欧盟要想实现和平，就必须比以往更加有力地支持乌克兰，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与实现和

平的努力完全不冲突。他认为，如果乌克兰输了而俄罗斯赢了，情况会更糟，欧洲还需要在军事

上比以前更有能力、更强大。 

    美国似乎对中东欧地区的一众“新欧洲”国家信任有加，而对力行战略自主的法德等“老欧

洲”国家心存芥蒂。 

    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于 2月 20日至 22日访问波兰。访波前夕，拜登

却毫无预告地首先现身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拜登此访，包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

此前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有评论认为，拜登借波访乌显示，波兰已事实上成为“乌克兰、欧

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枢纽和桥梁”。 

    2月 21日，拜登与杜达会面。拜登称，与波兰的关系对美国非常重要，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坚定不移；杜达则表示，由于美国武装部队的存在，波兰是安全的，拜登此访是美国致力于维护

欧洲安全的重要标志，跨大西洋纽带对欧洲至关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阶段的开始 

    西班牙“Atalayar”新闻网表示，拜登访波标志着乌克兰危机新阶段的开始。 

    这一简单的表述却似有深意：冲突延宕一年了，美国和北约可曾真的想过推动停火与和谈？

细看拜登访问过程中的种种姿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决定“基辅的胜利”

是什么样子之前，欧洲不太可能有和平。 

    2月 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宣布俄方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并斥责西方国家企图将俄乌冲突这一地区性冲突推向全球性对抗，而美国想让俄陷入

战略失败。拜登也选择当天在华沙发表演说，强调“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的胜利”。美媒

称，拜登此行是与俄罗斯日趋正面对抗的预演——仿佛是对杜达“直达云端铁幕”口号的真实演

绎。 

    2月 22日，拜登还在波兰同“布加勒斯特 9国”代表共同会面，以确保北约东部侧翼安全。

这 9个中东欧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

伐克和匈牙利，该组织正是在 8年前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成立的。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波兰还将是欧洲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一年前，俄乌冲突因“北约东扩”

等一系列历史和现实问题爆发；一年后，在各方加持下，这一对抗似乎并没有降温的趋势，而中

东欧国家身处“冲突前线”，还在不断出人出地出武器，普通民众仍遭受着战争、物价上涨与能

源短缺的炙烤。 

    中东欧地区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等多个文明的交汇处，有着独特人文地理景观和历

史文化传统。但历史似乎并没有对它呵护有加，两次世界大战都从这里蔓延开来。俄乌冲突爆发

近一年，全球的目光聚焦这片土地。西方政客此时纷至沓来，各说各话，刷足了存在感，但似乎

并没有给出历史和人民想要的答案。 

    （本报布拉格 2月 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