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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等法院 2月 20日和 21日举行

听证会审理“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

安·阿桑奇拒绝被引渡到美国的上诉

案。法官当天没有作出裁决，表示将择

日宣布。英国高等法院何时会作出裁

决？诉讼过程有多曲折？阿桑奇引渡案

引发何种反响？

法院裁决何时作出

美联社报道说，预计这一裁决最早 3

月作出。在两天的法庭审理期间，阿桑

奇的律师团队申请审查时任英国内政大

臣帕特尔 2022 年所作批准向美国引渡

阿桑奇的决定，并对 2021年高等法院的

裁决提出质疑。他们强调，美国当局因

为阿桑奇揭露美国政府的暴行而寻求惩

罚他，如被送往美国，阿桑奇可能会遭受

司法不公。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则主

张，阿桑奇泄露的文件损害了美国的安

全和情报部门。

按英国媒体的说法，如果高等法院

最终作出不利于阿桑奇的裁决，可能导

致引渡程序开启。如果高等法作出有利

于他的裁决，阿桑奇将有更多机会在英

国上诉。

诉讼过程有多曲折

阿桑奇 2006 年创办“维基揭秘”网

站。2010年，“维基揭秘”曝光大量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电报和

美军机密文件，揭发了美军战争罪行。阿

桑奇随即身陷官司，美国对他提出17项间

谍罪名和 1项不当使用电脑罪名的指控。

2019年，阿桑奇在英国被捕并被判入狱。

之后，美国要求引渡阿桑奇。

2021年 1月，英国一家地方法院作出

裁决，拒绝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理由是

阿桑奇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引渡

至美国后有较高自杀风险。2021 年 12

月，英国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允许美国政

府引渡阿桑奇，同时将案件移交地方法

院进行后续流程。2022 年 4 月，伦敦威

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发布引渡令，正式批

准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2022 年 6 月，

时任内政大臣帕特尔批准向美国引渡阿

桑奇。阿桑奇方面之后提出上诉，要求

推翻引渡决定。

阿桑奇现年 52岁，2019年以来被拘

押在英国伦敦安全系数最高的贝尔马什

监狱。此前，他曾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

使馆躲了 7年。

阿桑奇缺席了此次为期两天的庭审，

也没有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其妻子斯

特拉表示，阿桑奇本想参加听证会，但“身体

状况不佳”。她先前说，丈夫健康状况“每况

愈下”，“如果被引渡，他会死去”。

引渡案引发何种反响

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高等法院外，自

2月 20日一早起，便有大批示威者聚集。

他们高呼“释放阿桑奇”“不要引渡”等口

号，揭露阿桑奇案背后有“政治动机”。在

法国巴黎，数百人2月20日晚聚集在共和

国广场呼吁释放阿桑奇。波尔多和图卢

兹等其他法国城市同一天也举行了集会。

阿桑奇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政

府多次就阿桑奇案表达担忧并向美国和

英国提出交涉。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

院上周通过一项动议，呼吁美国和英国结

束阿桑奇案，让阿桑奇回到其在澳大利亚

的家中。澳众议员安德鲁·威尔基说，该动

议向英国和美国政府发出明确信息：这场

法律斗争“已持续够久了”，该结束了。

（据新华社伦敦2月22日电）

阿桑奇拒绝引渡裁决前景如何

2 月 22 日，游客在埃及南部

阿 斯 旺 省 的 阿 布·辛 拜 勒 神 庙

参观。

每 年 2 月 21 日 和 10 月 21

日被称作“日光节”，这两天是

古 埃 及 第 19 王 朝 第 三 代 国 王

拉美西斯二世的诞辰日和登基

日。日光节来临时，阿布·辛拜

勒神庙内室圣坛上的几座雕像

会依次被朝阳的光束照亮。神

庙 于 上 世 纪 60 年 代 经 历 了 一

次 工 程 浩 大 的 搬 迁 后 ，由 于 地

势 下 沉 等 原 因 ，每 年“ 日 照 圣

殿 ”奇 观 到 来 的 时 间 都 推 迟 了

一 天 ，日 光 节 也 就 因 此 推 迟 至

2 月 22 日 和 10 月 22 日 两 天 举

行。

新华社发

神庙迎来“日光节”

联合国安理会近日就阿尔及利亚代表

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在加沙地带立即实

现人道停火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表决因美

国的独家否决未获通过。美国再次冒天下

之大不韪，以一己之力阻拦和平的脚步，引

发包括其盟友在内众多国家的强烈不满，不

仅把加沙局势推到了更危险的境地，也让自

身陷入越来越孤立的境地。

美国一边把保护妇女儿童、保护人权

挂在嘴边，一边却漠视加沙民众的生命，

一意孤行放任冲突延宕，其口是心非、自

欺欺人、双重标准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眼下，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

致近 3万人丧生，加沙地带平民正遭受前

所未有的人道灾难。然而，在全世界关注

下，美国再次玩弄霸权手法，置和平呼声

于不顾。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

来，美国多次阻挠安理会通过要求停火的

决议草案，4 次在加沙停火问题上行使否

决权。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马

尔·本贾马说：“给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就

是给数十万儿童带去希望，让他们重返学

校并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相反，投反对票，

实际上是在助纣为虐，扼杀孩子们对更美

好生活的憧憬。”

安理会此次表决的决议草案，要求在

加沙立即实现停火、立即释放全部人质、保

障人道物资准入、反对强制迁移，这是形势

的紧迫需要，也是基于人道最起码的要求，

得到了安理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表决

结果清楚说明，在加沙停火止战问题上，不

是安理会没有压倒性共识，而是美国行使

否决权扼杀了安理会共识，不惜站在国际

社会的对立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

凡纳·迪雅里克·德拉里维埃说：“这不是我

们第一次在安理会看到行使否决权。我们

和秘书长发出的信息一直是加沙人道主义

停火。”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刊文指出，美国

再次动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决议草案，凸

显出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陷入更加孤立

的境地。

在巴以冲突中，美国自行其是，毫不

掩饰地“拉偏架”，是对国际公平正义的

藐视。巴勒斯坦问题延续数十年没有得

到解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美国对

以色列的偏袒。数月以来大量无辜生命

逝去，人道主义灾难不断上演。美国再

次阻挠安理会通过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

草案，人们已经看清，在美国自身利益面

前，和平、安全、公平、正义这些全人类的

共识都可以被抛弃，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只是美国政客权衡利弊的数字，而不是

道德原则。阿盟秘书长盖特发表声明

说，美国对在加沙地带持续的战争负有

政治和道德责任。

加沙地区战火仍在燃烧，人道灾难仍

在加剧，美方应该摒弃政治算计，倾听国际

社会和平呼声，真正秉持公正和负责任态

度，为推动加沙停火作出正确选择。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独家否决，孤立的是自己

2 月 21 日，在位于伦敦的英国高等法院外，阿桑奇的妻子斯特拉参加集会活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2月 22日

电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

前刊发题为《在欧洲的战争如

何利好美国经济》的文章，揭露

美国经济因俄乌冲突获利颇丰

的事实。

文章说，过去两年，美国国

防工业武器和弹药订单大增。

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国防和航

天领域的工业产值自俄乌冲突

爆发以来增长了 17.5%。拜登政

府有官员表示，在 950亿美元的

追加国防预算案中，有 607亿美

元被指定用于乌克兰，其中 64%

实际上将回流至美国国防工业。

文章说，欧洲国家成为美国

军火的“大客户”。沃尔夫研究

公司军事工业分析师迈尔斯·沃

尔顿说，欧洲各国政府近几年在

美国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和其

他军事硬件上的支出相当于“一

代人的投资”，过去几年的投资

等同于之前 20年的投资。沃尔

顿说，美国国务院最近表示，在

截至去年 9月的一年里，美国有

800 多亿美元的重大军火交易，

其中约 500 亿美元的军火都卖

给了欧洲盟国，这是历史正常水

平的五倍多。

文章指出，当前局势拉近了

美欧关系，并且对美国更加有

利，美国军工业获益只是表现之

一。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刺激

了欧洲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需

求。预计到2030年，美国的液化

天然气出口量将增加近一倍，其

中约三分之二将出口到欧洲。

文章说，美国政府官员此前

表示，分配给涉乌事务的资金正

在重建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启

动和扩大武器弹药生产线，并为

40个州提供了就业支持。

美国因俄乌冲突获利颇丰

《华尔街日报》网站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