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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

战争⋯⋯
与廿界各地的人们一样

,

捧洲人民对街廿纪寄予 了深切的希望
。

在过去的丰个

世纪 中
,

昨洲组汤 了在政治上获舟街生的毒悦
,

也经厉 了太 多的痛苦的磨难
。

在世

纪之文
,

正务联合 目秘书长安 南所言
,

廿界上 4 8 个最不 友达 目家中有 33 个在非

洲
,

20 多处武装冲突的一丰在捧洲
,

巧 个昨洲阅家食 品产重扭缺⋯⋯ 非洲问翅一

直牵幼寿借界各地人们 的心
。

进入 200 0 年
,

非洲更多地引起 了人们 的泣恋
。

联合目安理套将今年 1 月称玲
“

非洲 月
” ,

讨击非洲网家的议城之密集
、

出庸套仅 的非洲 目家领导人之多
,

都给人

份下深刘印象
。

阮有安哥拉和平进租 问舰套开抖击会
,

人有刚果 (金) 问趁特列套

议 ; 阮有武装冲突
、

难民 问舰
,

也有艾滋病等问砚
。

尽替
“

非洲 月
”

带寿西 方大 目的影

子
,

尽誉很多人认玲联合 目在非洲问趁上仍泛
“

说 的多
、

做的少
” ,

但毕竟进一步提

高 了阅 际社会对非洲 问舰的关 泣
。

然而
,

非洲形势难未乐呢
。

非洲之角一 场大饥桩
,

今人触 目惊心
。

仅鱿成争与和

平问舰而 言
,

几场成争和冲突矿 目持久
,

至今未恋
,

去年底
,

科特迪瓦一 场政变震动

世界
,

乐下
,

塞拉利吊成乱久起⋯ ⋯

非洲 甘多次经厉成魔肆启
,

在街廿纪
,

她能 否摆屁成魔 ?

—
编者手记

口彭玉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非洲大陆历经 了半个多世

纪的冲突与战乱
,

烽烟不断
。

时值世纪之交
,

非洲仍然

存在着一些内战和地区冲突
,

战争恶魔困扰着非洲
。

“
进入战争状态的大陆

”

非洲国家的战乱和冲突有不同的形式
,

其起因也

各不相同
。

外来势乡与大 . 争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尤其是非洲国家独立后
,

大

国和其他外来势力一直没有放松对非洲事务的插手

和干涉
,

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

195 6 年英法两国为阻挠

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
,

与以色列一起发动苏伊士运河

战争 (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
。
1%O 年刚果 (金)独立后

比利时大举人侵
,

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随即进人刚果

(金)进行干预
,

刚果 (金)在随后五年内一直处于战争

状态
。

19 67 年以色列为侵占西奈半岛而发动第三次中

东战争
。

197 0 年葡萄牙雇佣军人侵几内亚
。

1977 年
-

197 8 年苏联雇佣军两次对扎伊尔 [现刚果 (金 )〕沙巴

省发动武装人侵
。

19 8 1 年美国在利比亚的苏尔特湾对

利发动空战
,

19 86 年美国对利比亚进行了空袭
。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正是冷战如火如茶的时期
,

美苏在全球展开激烈争霸
,

非洲也未能幸免
。

19 7 7 年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地区爆发的边界战争
,

由于美苏各自支持一方而染上了大国争霸色彩
。

从

197 5 年起
,

在安哥拉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
、

旷日持久

的代理人战争
。

国家间的冲突
非洲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也时有发生

。

阿尔及利

亚与摩洛哥 (1 9 63 年 )
、

肯尼亚与索马里 (19 64 年)
、

乌

干达与坦桑尼亚 (19 72 年
、

19 78 年
一 19 7 9 年 )

、

赤道几

内亚与加蓬 (197 2 年)
、

利比亚与埃及 (197 7 年 )
、

埃塞

俄比亚与索马里 (19 64 年
、

19 77 年
、
19 7 8 年 )

、

乍得与

利比亚 (1986 年
、

19 87 年 )
、

肯尼亚与乌干达 (19 87

年)
、

塞内加尔与几内亚比绍 (19 90 年)之间都发生过

冲突
,

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当政时期曾经人侵安哥

拉 (198 1 年
一 1984 年 )

、

莫桑比克 (1 98 1 年
一 1 9 82 年 )

和塞舌尔(198 1 年)
。

内战和J 奋交

据不完全统计
,

非洲国家自 19 60 年至 19 90 年先

后发生政变
、

兵变 16 0 多次
。

由于外部势力的干预和介

肠而胡‘irs (世界知 识》20 00 年第 11 期 一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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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以及民族
、

宗教矛盾和社会经济等原因
,

不少国家

长期进行着内战
。

乍得内战 (19 65 年
一 19 8 7 年 )持续

2 0 多年
。

安哥拉内战 (19 75 年至今)成为非洲大陆历

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
。

埃塞俄 比亚
、

索马里
、

莫桑比

克
、

苏丹
、

卢旺达
、

利比里亚等国也多次发生 内战
。

格局交迁与
. ’

多党制
”

冲击

20 世纪 80 矢代末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
,

世界格局

由两极对立向多极化发展
。

国际形势这一巨变给非洲

大陆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

由于美苏争霸非洲的局面不

复存在
,

非洲的地缘战略地位下 降
,

再加上西方掀起

的
“
多党民主

”

浪潮的冲击
,

非洲 地区 出现力量失衡
,

长期被冷战所掩盖和抑制的部族
、

种族
、

宗教
、

领土
、

政治派别等各方面的矛盾迅速突出并激化
,

各种形式

的内部冲突此伏彼起
,

愈演愈烈
,

整个大陆处于 剧烈

的动荡之中
,

成为世界 上 战乱最多的地 区
。

据统计
,

19 89 年
一 1 9 93 年非洲 国 家先后发 生 政变

、

兵变 35

次
,

199 0 年
一 1994 年先后 发生 24 场国内战争

,

许多

战争 目前仍在继续
。

其中发生 于 1 98 9 年
一 199 0 年的

“

一国四君
”

彼此残杀 的利 比里亚 内战
、

1 9 90 年开

始的索马里内战及 1 99 3 年国际维和部队对这 场内战

的卷人
、

199 0 年
一

19 94 年卢旺达的大规模内战及造

成上百万人惨死的大屠杀
、

1 99 1 年导致门格斯图政

权垮台的埃塞俄比亚内战
,

都给世人留下 了极其悲惨

的图景
。

..

热点
..

剧增

在 19 97 年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 30 个热点议题

中
,

非洲间题占近一半
。

19 97 年世界各地共发生各种

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 38 起
,

其中非洲有 18 起
,

波及近半数的非洲国家
,

而武装冲突和战争所造成的

难民潮
,

更使非洲 2 / 3 的国家不得安宁
。
1 9 9 8 年

,

非洲

先后爆发了十多场冲突和战争
,

其频率明显 高于往

年
,

1 / 3 以上非洲国家卷人战争漩涡
。

特别是地处非洲

心脏的刚果(金 )于 19 98 年 8 月再度爆发内战
,

周边诸

多国家卷人演变成近年来非洲规模最大的地 区冲突
,

同时也给和平解决这场冲突增加了难度
。

1 9 98 年 6

月
,

几内亚 比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马 内策动军事叛

乱
,

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军事委员会
,

要求埃维

拉总统及其政府辞职
。

几内亚 比绍内战爆发后
,

邻国

几内亚和塞 内加尔迅速出兵进行了干预
。

8 月
,

莱索托

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尖锐矛盾 导致 国内局势极度

混乱
,

南非和博茨瓦纳经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授权出

兵进行了干预
。

1 9 99 年的非洲形势波橘云诡
,

苏丹
、

索马里
、

塞拉

利昂
、

中非
、

刚果 ‘金 ) 内战犹酣
,

安哥拉内战烽烟又

起
,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两 国再度在边界地 区大

规模交兵
。

其中
,

塞拉利昂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长

达 8 年的内战
,

由于在 7 月签署 了双方停火协议而暂
一

14
一

肠而 魂口hirs (世界知识 》2 00 0 第 11 期

告止息 ;苏丹内战双方也于 9 月签署
“

政治宣言
” ,

从而

出现了和解希望
。

但是
,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为非洲庆

幸
,

1 9 99 年 12 月底
,

科特迪 瓦就发生了一场引人注 目

的政变 ; 20 00 年 5 月起
,

塞拉利昂战端又起
。

冲突与战争的根源

诱发非洲地 区武装冲突与战争的动因错综复杂
,

其中主要的是部族矛盾
、

边界争端
、

权力争夺
、

资源纠

纷四大因素
,

有些还夹杂着宗教矛盾
、

恐怖活动
、

外来

干涉等因素
。

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

交相发挥作用
,

致

使一些武装冲突和战争起伏不定
,

久拖不决
。

1
.

玻民主久提下的苦果
欧洲殖民列强对非洲的瓜分和统治

,

给非洲留下

了无穷遗患
。

许多部族被肢解得七零八落
,

七亿多人

居住在完全不按部族分布而按几何学
“

强行划定边界
”

的国家里
,

不同部族的人被划在同一个国家
,

同一部族

的人被分割在不 同的国家
,

从而引发 了部族间的争

斗
。

人为划分边界使得某些 国家的政府根本不能完全

控制其领土
,

一些边境省份落人邻国异族武装分子手

中
。

殖 民统治给非洲 国家造成的难以消除的 民族裂

痕
、

边界纠纷
、

资源争夺
,

已成为引发非洲 国家武装冲

突和战争的根源
。

2
.

边界剑纷
边界纠纷是殖 民主义遗留的

、

长期影响非洲国家

关系的一个老问题
。

非洲的边界是殖民主义国家强加

给非洲的
。

殖 民者当时按各自的力量所及将非洲强行

分割成一块块从属于不同母国的殖民地
,

非洲独立后

就是以这些殖 民地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的
。

殖民者的

做法给这个大陆的未来造成 了极为严重 的后果
。

目

前
,

非洲国家的边界冲突 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 区都

多
。

1 9 64 年第一届 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就殖民时期遗留

下来的边界问题达成了一致
,

这有助于缓和发生在黑

非洲的边界冲突
,

但并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

也

不足以防止边界争端
。

近年来在非洲发生边界冲突的

主要有七对国家
,

它们是
:
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

、

马

里 与布基纳法索
、

埃塞俄 比亚与厄立特里亚
、

索马里与

埃塞俄比亚
、

肯尼亚与索马里
、

刚果 (金 )与安哥拉
、

乍

得与利 比亚
。

其中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两国因边

界纠纷而进行的战争一度具有相当的规模
,

至今仍未

平息
。

3
.

部族矛浦梦

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是否能以
“
部族

”

这个

称谓来形容非洲 的一些人们的共同体产生 了较大 的歧

异
,

但是由于 尚未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来代替
,

本文仍

在传统意义上使用
“

部族
”

和
“

部族主义
”

这些概念
。

在黑非洲 国家中普遍存在着部族矛盾
。

目前黑非

洲大多数国家仍都处在现代民族形成的过程中
,

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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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多族体结构
。

这种族体一般可称做
“

部族
” 。

这些

部族的意向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均有反映
,

这就

是部族主义倾向
。

部族主义在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 中

影响深重
,

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其烙印
。

据不完

全统计
,

黑非洲国家中影响较大的 部族共约 10 00

个
,

其中有的大部族分布在好几个国家
,

形成你中

有我
、

我中有你的混居 局面
。

由于历史上 的战争纠

葛和 地域 差异等原因
,

部族之间结下 了很 深 的怨

仇
,

矛盾根深蒂固
。

部族主义长期困扰着非洲
,

阻碍

着非洲的发展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以英法为首的殖 民国家迫于

非洲殖民地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压力
,

开始实施
“

非殖

民化
”

政策
,

将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引人 了殖民地的政

治生活
。

黑非洲殖民地的政党绝大多数是以部族为依

托而建立的
,

因此由议会竞选引起的政党之争
,

往往

最终演变为部族之间的竞争
,

在一些殖民地甚 至触发

了部族冲突
。

在
“

非殖民化
”

时期
,

黑非洲殖民地 的多

党竞争实际上成了部族主义政治的同义语
。

由此
,

黑

非洲社会固有的部族矛盾 因殖 民主义的毒化而更趋

恶化
,

并且
,

余波所及
,

对独立后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发

展产生 了难以消饵的影响
。

部族间的仇视与权力争夺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非洲地 区冲突和 内战的直接导火

线
,

非洲国家内部交战各方或对立的各政治派别几乎

都有部族背景
。

非洲 的政治具有浓厚的部族色彩
,

非洲的政治就

是部族政治
。

首先
,

部族与政治挂钩
,

出现了政党部族化倾

向
。

以部族为背景的政党普遍存在
,

从而使用国家政

治生活直接介人了部族利益
,

政治斗争变成了部族或

民族的较量
。

其次
,

部族与军 队挂钩
,

出现 了军 队部族化的倾

向
。

在国家机器远未成熟和完善的非洲社会内
,

从某

种意义上讲
,

谁掌握了军队
,

谁就可以攫取国家最高

权力
。

因而非洲国家中一名校官甚至一名中士发动军

事政变并且得手的例子屡见不鲜
。

也正因为如此
,

每

个部族对军队都相当关注
。

军 队部族化的极端便是 以

军代政和军事独裁的出现
,

这种情况在非洲不乏其

例
。

由于一些 国家的军队具有部族属性
,

在部族矛盾

发展为对抗的情况下
,

没有掌握军权的部族便设法拿

起武器
,

成为武装反对派
。

再次
,

部族与选票挂钩
,

出现各级政府官员部族

化倾向
。

由于群众的族体意识有时会强于国家意识
,

在中央和地方的选举中
,

选票上的部族烙印往往十分

明显
。

为此
,

非主体民族很难挤人国家权力 的核心
,

但

完全可 以控制本地区的选票
,

逐渐形成部族地方割据

的局面
,

成为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

4
.

共苏争翔改为百方国家暗中争夺
,

由代

奥廷人
瑞是间冲突的较甘转为部族间的直接冲突
冷战时期

,

美苏两霸将非洲作为彼此争夺和较量

的场所
,

非洲地 区的冲突基本上是美苏两霸代理人之

间的冲突
。

冷战结束后
,

由于冷战而被长期掩盖的政

治
、

部族和宗教等方面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
。

值得

一提的是
,

前苏联势力范围不复存在
,

非洲大陆原来的

力量失衡
,

西方国家趁机填补真空
。

非洲是法国的头

等战略要地
,

拥有重大的经 济利益
。

美法在非洲的战

略上各怀心事
,

暗中争夺十分激烈
。

外部势力的插手
,

使非洲的矛盾更加复杂化
。

5
.

闹独立的地区仍在要求扭自立
非洲一些国家的某些地 区从未放弃或独立或自治

的要求
,

如索马里北部受伊萨克族控制
,

于 1 991 年 5

月宣布成立独立 的索马里兰共和国
,

但独立地位尚未

被承认 ;厄立特里亚已正式宣告独立 ;埃塞俄比亚最大

民族奥罗莫人 (加拉人 )一度打出独立旗号 ; 吉布提 出

现索马里族和阿法尔族南北分治局面 ; 西非的图阿雷

格人要求建立 自己的国家
,

其武装独立运动曾严重困

扰马里 和尼 日尔等国政府
,

危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苏

丹独立后
,

南北战争一直打到现在
,

反政府的
“

苏丹人

民解放军
”

一直要求独立或自治 ; 塞内加尔南方卡萨芒

斯和安哥拉卡宾达的分离分子活动频繁
。

一些非洲各

国内部闹独立
、

搞分裂的压力在不断增大
。

6
.

“

民主化
”

打开了
‘’

港多拉立子
”

在非洲大陆发生的战争
、

武装冲突和政治动荡
,

一

方面是世界格局变化造成力量失衡的结果
,

另一方面

和西方 国家在非洲大陆掀起的
“

多党民主
”

浪潮有着直

接的联系
,

它激化了许多非洲国家固有的部族冲突和

社会矛盾
。

有人讽刺西方强加给非洲国家的
“
多党 民

主
”

是
“

只见多党
,

不见民主
” 。

有人把非洲的
“
多党民

主
”

比喻为
“

潘多拉盒子
” ,

里面装的尽是党派矛盾
、

部

族仇恨
、

地区裂痕
、

战争火种
,

一旦通过多党竟选把它

打开
,

就会爆发冲突
、

动乱和战争
。

冷战后非洲国家的

实践证明
,

实行西方的
“

多党民主
”

后患无穷
,

许多非洲

国家或燃起战火
,

或政权更迭
,

或陷人动荡
,

或四分 五

裂
,

整个非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

当前地区热点聚焦

1
.

埃J瓦边界战争
厄立特里亚原是意大利殖 民地

,

19 41 年后为英国

托管地
。

19 50 年联合国决定厄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

邦
,

但 1% 2 年埃塞俄比亚将其吞并
。

19 93 年厄立特里

亚脱离埃塞俄比亚独立
,

但独立时两国未能及时划定

边界
,

因此埋下争夺的种子
。

厄立特里亚独立后
,

埃塞俄比亚允许厄立特里亚

继续使用埃币
,

厄立特里亚则允许埃塞俄 比亚继续使

用其两个港 口作为出海 口
。

两国之间亦保持着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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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

199 7 年 n 月
,

厄立特里亚发行本国货币
,

取

代埃币
,

并要求两者等值兑换
,

互相流通
,

遭到埃塞俄

比亚的拒绝
。

埃塞俄比亚针锋相对
,

发行新版埃币
,

更

将两国边贸改以美元结算
,

令本以步履艰难的厄立特

里亚经济雪上加霜
。

厄遂利用本国港 口对埃商品进出

口设置障碍
,

后又进一步宣布收回埃对其港 口的使用

权
,

使埃丧失了出海 口
。

两国一报还一报的积怨终因

边界纠纷而于 1 998 年 5 月爆发战争
。

此战是近年来非洲大陆上较为激烈的一场战争
,

双方不仅动用了地面部队和炮兵
,

还都使用了俄制米

格 一 29 和苏 一 27 战机进行空战
,

这在非洲还是第一

次
。

冲突爆发后
,

美国
、

卢旺达
、

肯尼亚等国及非统组

织和联合国均出面调解
,

199 8 年 6 月 的第 34 届 及

1 99 9 年 7 月的第 35 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都对冲突进

行了讨论
。

冲突双方都宜称接受非统组织提出的和平

方案
,

和平解决边界冲突
。

但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

仍有严重分歧
,

边界仍处在军事相持状态
。

今年 5 月

12 日
,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边境地区再次爆发

大规模武装冲突
。

2
.

月四果 (金)内战

199 7 年 5 月
,

当卡比拉率部进人首都金沙萨时
,

人们把他作为英雄欢迎
。

他一举推翻了蒙博托 32 年的

独裁统治
,

人们对他寄予厚望
,

因为这个国家渴望 民

主
,

需要建设和发展
。

卡比拉政权是在外国枪炮的支持下建立的
,

他的

上台得益于扎伊尔的图西族
—

班尼穆伦盖人的支

持
,

他的部队以图西族人为主
。

然而
,

卡比拉上台后排

除异己
,

任人唯亲
。

图西族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排

除在金沙萨权力中心之外
。

卡比拉上台伊始
,

许诺要

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
,

但当 1 9 99 年大选临近之 际
,

他

又取缔反对党
,

逮捕新闻记者
,

关闭报社
,

使人民看不

到实现民主的希望
。

特别是卡比拉允许曾支持他的外

籍 (乌干达
、

卢旺达)军人长期滞留在刚果(金 )
,

更使国

人产生外国军队人侵之优
,

卡比拉政权自然也有成为

傀儡政权之虞
。

这无疑加深了人民对新政权的不信任

程度
。

在这种内外交困
、

矛盾环生的情况下
,

卡比拉掏出

了最后一张王牌

—
对卢旺达

、

乌千达外国军人下达

了
“

逐客令
” 。

一纸
“

逐客令
”

引起卢旺达
、

乌干达政府

的不满
,

它们与卡比拉政权的矛盾迅速激化
,

并立 即转

为支持
“

刚果民主力量联盟
” ,

以推翻卡比拉政权
。

199 8 年 8 月 2 日
,

以刚果 (金 )东部为基地的反政府武

装
“
刚果民主力量联盟

”

趁机揭竿而起
。

他们在卢
、

乌

军队支持下
,

迅速控制全国 1 / 3 的领土并直通首都金

沙萨
。

刚果(金 )政府一 面指责乌干达和卢旺达出兵支

持刚果 (金 )反政府武装
,

一面邀请安哥拉
、

津巴布韦
、

纳米 比亚
、

苏丹和乍得政府出兵帮助平息叛乱
。

未几
,

一 16
一

肠忍
J

舰和irs 《世界知识) 2 00 0 第 11 期

几国相继出兵刚果 (金 )
,

挽救了面临危机的卡比拉政

权
。

刚果 (金 )内战实际上演变成非洲几个国家之间的

地 区冲突
,

被称为
“

第一次非洲大战
” 。

自刚果 (金 )内战爆发以来
,

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

为其停火进行了多次斡旋
。

19 99 年 7 月
,

冲突各方签

署 了(卢萨卡停火协议》
,

向实现和平迈出关键一步
。

但

未几冲突又起
,

僵局依然如故
。

今年 1 月
,

国际社会为结束刚果 (金 )战火再次做

出重大努力
,

联合国安理会专门召开了刚果 (金 )问题

特别会议
,

推动有关各方真正落实(卢萨卡和平协议》
,

安南建议扩大联合国在刚果(金 )的维 和行动规模
。

但

一切又如去年 7 月一样
,

冲突双方旋即又爆发新的激

战
,

和平仍然难以实现
。

据报道
,
1 9 98 年开始的这场战

争已造成万余人死亡
,

20 万人沦为难民
,
100 多万人无

家可归
。

3
.

安哥拉内战

自 1 9 75 年独立以来
,

安政府军与反对派争取安哥

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安盟 )的内战连绵不断
,

持续近

20 年
。

19 9 4 年双方终于签署《卢萨卡和平协议》
,

基本

实现停火
,

但是双方宿怨甚深
、

缺乏信任
,

致使和平进

程遭受严重挫折
。

安盟内部也分裂为两派
,

政府宣布其

中的
“

安盟改革委员会
”

是和平进程的惟一合法对话

者
,

断绝了与安盟主席萨文 比的一切关系
。

由于
“
安盟

改革委员会
”

事实上并不能代表安盟
,

而政府又把它作

为安盟的惟一代表与之进行和谈
,

其结果可想而知
。

对

于安盟
,

政府则采取武装剿灭的军事手段
,

欲将其全

歼
,

消除后 患
。

这样
,

19 9 8 年 n 月中旬
,

安哥拉内战终

于重新爆发
。

为在安哥拉实现和平
,

联合国做了大量努力
。

卢萨

卡协议签署后
,

联合国相继向安派遣了 7 00 0 人的观察

团
,

并三次通过决议对安盟实行武器禁运
。

但联合国的

努力遭到安国内国外各种势力的抵制和破坏
。

安冲突

双方对联合国观察团都心存疑虑
,

并一再指责联合国

维和不利 ; 某些 国家为 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禁运
,

继

续向安盟出售武器
。

内战重新爆发后
,

冲突双方均迁

怒于联合国
,

异 口 同声要求观察团尽快撤离
。

199 9

年 1 月 18 日
,

安南向安理会提出建议
:
鉴于和平进程

已经崩溃
,

应从

安哥拉撤出联合

国观察团
。

目前
,

安哥

拉内战僵局仍然

难解
,

但国际社

会仍为安和平进

程做着努力
。

4
.

塞 拉 利 昂

内战 (从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