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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0期新闻稿：你我同是战争受害者
 

《核爆野餐》丹妮拉·埃德伯格（墨西哥）作于200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了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和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普
京表示：“北约主要国家的高级官员对俄发表了挑衅言论。”因此，他命令俄高级官员“将俄军威慑
力量调至特殊战备状态”。“特殊战备状态”这一措辞看似官方，实则意味着俄方核武库将进入高度
戒备状态。与此同时，俄军似乎已经控制了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这一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前该核
电站起火为不实报道，不过听到现场交火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hewuqi/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popmech.ru/weapon/818963-chto-oznachaet-osobyy-rezhim-boevogo-dezhurst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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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现有1.27万件核武器，超过90%属于美俄两国，其余归另外七国所有。美、俄、英、法所持有的
约2000枚核弹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可随时待命发射。美国在本国甚至欧洲等世界各地都部署了核武
器；约100枚B61核弹部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等北约成员国。2018至2019年间，
美国单方面退出1987年与俄方达成的军控协议《中程核力量条约》（《中导条约》），俄方也随即退
出。条约废止后，两国均可部署射程高达5500公里的地射导弹，将严重削弱欧洲及周边地区的安全架
构。无疑，俄方认为美方退出《中导条约》意在将核导弹部署至俄边境，缩短打击俄方城市所需的时
间。此外，美国正在研制价值1000亿美元的新一代导弹系统“陆基战略威慑”（GBSD），射程可达
近1万公里。这种导弹可搭载核武器，能在几分钟内打击到地球任何地方。

 

《托尼在亚卡台地》艾略特·麦克道尔（美国）作于1982年

https://fas.org/issues/nuclear-weapons/status-world-nuclear-forces/
https://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6/yb21_10_wnf_210613.pdf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9-09/news/us-completes-inf-treaty-withdrawal
https://thebulletin.org/2021/02/why-is-america-getting-a-new-100-billion-nuclear-wea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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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导条约》终止、GBSD的研发、俄乌冲突这些危机都发生于《禁止核武器条约》2017年获得通过
之后（该条约自2021年1月22日生效）。当年，联合国122个成员国以压倒性票数赞成该条约，仅荷兰
一国投票反对。但69个国家缺席投票，包括9个有核国家及除荷兰外的全部北约成员国。俄罗斯在乌
克兰的军事行动至少提醒我们，全球必须禁止核武器，各国必须承诺裁减、放弃核武器。

有一种办法能切实推进全球销毁核武器的进程，即扩大无核区（NWFZ）。

 

《该死的核战争！》玛丽亚·普里马琴科（乌克兰）作于1978年

 

自上世纪60年代初，墨西哥驻联合国代表阿方索·加西亚·罗伯斯开始领导在美洲设立无核区的斗争。
1974年，他在联合国表示，如果进一步设立并扩大这些区域性的无核区，最终将导致“那些拥有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国领土沦为需要隔离的污染区。”他在讲话中自豪地提到，墨西哥在1967年《特拉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7/07/20170707%2003-42%20PM/Ch_XXVI_9.pdf
https://unoda-web.s3-accelerate.amazonaws.com/documents/library/A-C1-PV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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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尔科条约》的通过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该条约设立了第一个无核区，涵盖35个美洲国家中的33个，
仅加拿大、美国除外。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签署后，南太平洋（1985年《拉罗通加条约》）、东南亚（1995年《曼谷条
约》）、非洲大陆（1996年《佩林达巴条约》）和中亚（2006年《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四个无核
区也陆续设立。以上五个无核区包括113个国家，涵盖60%的联合国会员国，囊括所有非洲国家。1968
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有关核武器的主要法律协议都同意设立无核区。例如，《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第七条规定：“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任何国家集团为了保证其各自领土上完全没有
核武器而缔结区域性条约的权利。” 联合国大会也一再呼吁设立更多的无核区。

 

《比基尼岛之47》帕维尔·佩佩斯坦（俄罗斯）作于2001年

 

核国家均没有加入上述条约，并非因为缺乏兴趣。1966年，前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向联合国裁
军委员会声明，苏联政府愿意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加入一条：禁止“对其领土范围内没有部署

https://treaties.unoda.org/t/tlatelolco
https://www.un.org/nwfz/content/treaty-rarotonga
https://www.un.org/nwfz/fr/content/treaty-bangkok
https://www.un.org/nwfz/fr/content/treaty-bangkok
https://www.un.org/nwfz/content/treaty-pelindaba
https://www.un.org/nwfz/content/treaty-nuclear-weapon-free-zone-central-asia
https://www.un.org/disarmament/wmd/nuclear/npt/text/
http://www.nuclearfiles.org/menu/library/treaties/nuclear-free-zones/UNGA_Res3472_1975.pdf
http://unoda-web.s3-accelerate.amazonaws.com/wp-content/uploads/assets/publications/documents_on_disarmament/1966/DoD_19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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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1967年，前苏联驻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大使阿列克谢·罗什钦
称，苏联政府希望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视为“停止核军备竞赛、销毁核武器的第一步”。

柯西金和罗什钦的观点都是在波兰外长亚当·拉帕茨基1957年10月2日向联合国倡议中欧无核化之后
提出的。拉帕茨基计划建议在波兰、东西德之间设立无核区，并希望将其扩展到捷克斯洛伐克。该计
划得到了苏联及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等所有
华约国家的支持。

反对拉帕茨基计划的是北约，尤其是美国。在1957年12月的巴黎会议上，北约决定继续加强核武库建
设，称苏联将比依赖“前原子时代常规武器”的欧洲国家更具优势。两周后，波兰外交部探讨了北约
的决定，并对拉帕茨基计划的第二份草案做出了合理回应。新增了以下四点：

一、确保无核区不受核武器攻击。

二、准备减少、平衡常规武装力量。

三、在无核区制定针对各类武器的控制计划。

四、以法律形式规范无核区条约。

北约并不重视这些提议。拉帕茨基计划悄然夭折，被人淡忘。如今，处于核爆危机核心区的欧洲各国
并没有关于无核区的讨论。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626864?ln=en
https://www.nato.int/docu/comm/49-95/c571219a.htm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208906


6

《滚出我的梦之1》法伊扎·巴特（巴基斯坦）作于2008年

 

在世界其他地区设立无核区的建议比比皆是。伊朗一直支持在中东设立无核区，并于1974年在联合国
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这项倡议。1980年到2018年间，埃及、伊朗每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提案均获采纳但
未经表决。由于以色列拒绝接受，该提议已经胎死腹中。1972年9月，出席联合国原子能大会的巴基
斯坦代表穆尼尔·艾哈迈德·汗提议在南亚设立无核区，但这一想法因1974年5月印度的核武器试验
遭到搁置。有关国家不时提议设立北极无核区或是太平洋无核区，但均未成功。这些提议的阻力主要
来自以美国为首的核国家。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20-09/features/middle-eastern-wmd-free-zone-we-any-closer-now
https://ciaotest.cc.columbia.edu/olj/sa/sa_99pns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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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难耐的女子努力去接黑雨喝》高仓亚希子（日本）作于1974年

 

发生在核电站附近的乌克兰战事以及强权者对于核武器轻描淡写的评论，都在提醒着我们所面临的巨
大危险。在我小时候，印度的学校会在8月6日隆重纪念广岛核爆日。学校组织我们参加讲述这场残酷
核爆的讲座，然后我们回到教室画画、写感想。活动是为了把强烈的反战情绪铭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
之中。令我痛心的是，文明的人类已经遗忘了广岛、长崎，遗忘了美国在1945年向两地民众投掷的恐
怖武器。

我有好些年都在阅读核爆幸存者的讲述，重读威尔弗雷德·贝却敌、约翰·赫西、查尔斯·勒布的新
闻报道，以及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井伏鳟二、蜂谷道彦、峠三吉、正田篠枝、原民喜、大田洋子、
堀田善卫等人的著作。这些作者控诉了战争的残酷性，谴责了战争遗忘症，而这些罪行的始作俑者企
图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冲突。

阅读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君特·安德斯与曾参与轰炸广岛的美军飞行员克劳
德·伊萨里的通信。1959年，安德斯开始写信给伊萨里。最后，内心痛苦的伊萨里向广岛人民写信请
求原谅。30位在核爆中幸存的女青年给伊萨里的回信令我深受感动，希望你也是：

我们已经学会了感同身受

认为你我同是战争受害者

这些在核爆中幸存的女性仿佛在传递一百多年前开启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精神，而正是1917年3月8日的

http://www.baidu.com/link?url=Zd2KHOK1gU3MBvEB1eKSZWVzY_7bQAP2-rhnX3mz1f2cmcOLBB-CV2aLSv7Rn3Ru6NrcFjPF5d4uSHLNw7Xf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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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妇女运动拉开了反沙皇革命的序幕。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创办者之一克拉拉·蔡特金曾这样描述战
争与分裂：“死伤者的鲜血绝不能成为分裂当前苦难和未来希望的河流。”

 

热忱的

Vijay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zetkin/1914/11/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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