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梵蒂冈会议传达出对促进无核世界进程的支持 

【梵蒂冈城（IDN）= Ramesh Jaura】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１月１１日，一场主题为“一个无核的世界和彻底地核裁军”

的国际会议首次在梵蒂冈城举行。恰巧的是，这正逢美朝核武问题极度敏感的时期。美国

总统特朗普也在这次会议举行期间对亚洲几个主要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就像加纳红衣主

教 Cardinal Peter Turkson 所说的一样，虽然我们为实现无核世界做了多年的努力，但最近

所有事件在时间上的巧合看起来似乎是“天意”。 

１１位诺贝尔奖荣誉获得者，联合国、北约组织官员和一些包括俄罗斯，美国，韩国，伊

朗在内的核武国家、以及佛教机构国际创价学会（SGI）都参与了这场国际研讨会。本次

Cardinal Peter Turkson of Ghana welcoming Vatican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on Novemb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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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的目的就在于转变冷战时期以核威慑力为主要目的

的对外政策，使当前各国的对外政策朝着彻底核裁军的方

向迈进。 

就在这场会议举行前不久，包括梵蒂冈在内的 122 个国

家，于今年 7 月 7 日在纽约签订了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

约。该条约明确指出使用核武器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而且

应该被视为非法的军事行为。为了积极促进实施该条约，

尽可能使之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场名为“国际废除核武器

运动（ICAN）”的活动被授予了 2017 年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包括法国，英国，美国在内的一些拥核国家并没有

参与该条约的协商讨论会议。就这一禁核条约的签署，这

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意见。北约副秘书长 Rose Gottemoeller

就警告说，这项条约的签署带有一定的风险，它忽略了当

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其中就包括北朝鲜的非

法核试验项目。英，美，法等国都认同和强调了这一观

点。 

这些国家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我们不会签署及认可

此条约，更不会成为该协议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在有关

核武器的法律义务上不会做出任何改变。比如说，我们不

会承认该条约在任何一个方面促进及完善了国际惯例法。

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我们，其它一些拥核国家和一些被

核威慑力所保护的国家也都没有参与该条约的商讨。” 

紧接着，Rose Gottemoeller 补充说北约组织及其盟友在削

减世界核武器这一方面做着长达多年的努力。自冷战以

来，北约组织及其盟友在欧洲就销毁了 90%以上的集体核

武库。她强调，北约成员各国一直以来都以核不扩散条约

（NPT）为框架，为削减武器做着持续不断的努力。核不

扩散条约通过务实的手段对核武库进行可验证的削减，这Rose Gottemo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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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针对世界无核化进程最有效的机制。 

在 11 月 10 日与会之际，5 位诺贝尔奖荣誉获得者在一份

递交给教皇方济各的陈述书中说，“他们希望借助此次会

议起草一份新的国际法案以加强谴责核武器的使用以及那

些还不愿放弃核武的国家”。 

他们赞扬了民间社会，宗教团体和各类国际组织在推进禁

核条约方面所做的努力以达到彻底核裁军的共同目的。要

知道，这些核武器能够在一瞬间摧毁人类的生命和文明。 

他们说，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公平合理且涵盖各国”的国际

安全体系。这一体系应该让每个国家都感到它们不再需要

依靠核武威慑力而获得安全感。他们还强调说，每个人都有必要扪心自问这样一个问题：

“到底是怎样的伦理和道德使得我们相信把人类的生死决定权交给冰冷而致命的武器是没

有问题的？” 

他们补充道，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第三次战争革命”，所有的核武器都 必须在他们被用

于战场之前彻底销毁。 

同时他们还提出，彻底销毁核武器需要我们在个人权益和财富积累的矛盾中选择前者，并

且认识到“只有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上，并提倡集体利益和人类共同

安全，才有可能给各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这份陈述书的发起人包括前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主席兼教授 Mohamed EI 

Baradei; Mairead Maguire 教授； Adolfo perez Esquivel 教授；Jody Williams 教授以及

Yunus Muhammad 教授。 

加纳红衣主教 Cardinal Turkson 在他的会议开题演说中讲到，“这是一次关乎国际核裁军意

愿的研讨会，就算这次会议不能加快各国的核裁军进程，它也至少能敦促各拥核国坚持他

们目前正进行的战略性减少核武器计划。同时，人们也能通过这次会议看到些许希望，争

取逐渐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无核化。” 

此次会议举办的时间也十分特殊。Cardinal Turkson 继续说，“我们很担心另一次潜在的全

球性灾难的到来。这样的担心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人类历史上自上次古巴导

Cardinal Peter Tur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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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危机以来从未有过的经历。”核武器问题再次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这不仅影响着每一

个国家，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后代。 

 “我们这次的商谈显得尤为重要。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肩负着政治责任的领袖们在接下

来的几个月或者几年做出的有关和平与战争的决定至关重要。这些决定将对人类社会，我

们的未来，甚至是整个地球产生深远的影响。” 

整体人类发展机构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赞助商。作为整体人类发展机构的带头人，

Cardinal Turkson 在研讨会上说道，考虑到当前各个拥核国家之间紧张的关系以及各个拥

核国家和想要拥有核武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像这样的对话是十分紧急且有必要的。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教皇方济各在 11 月 10 日举行的会议上告诉与会各方，“核武器存

在的意义在于它利用了人类对致命灾难的恐惧心理。核武器的这种威慑力不应该仅仅服务

于矛盾双方，更应服务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接着补充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

别是核武器带给我们的除了虚幻的安全感以外别无他物。 

他继续说，“国际关系的基石不应该建立在军事武力，互相戒备敌视以及武器竞争之上。

这些东西并不构成人类大家庭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础。相反，要想和平共处，国际社

会各个成员应该努力寻求共同利益并达成道德上的共识。” 

Sain Peter's Basi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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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刚好在 50 年前，BI.Paul 六世在罗马教皇

通谕《民族发展》一文中阐述了整体人类发展这样一个想

法。他把这一想法视作是现代和平的代名词。教皇方济各

说，“我们不能再继续这种犹如浪费时间般的文化。我们

应该通过耐心且持续的努力使各方克服自私与短视的或有

权益并逐渐达成共识，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去关怀那些备受

核武困扰和折磨的人们。” 

联合国核裁军事务所（ UNODA ）高级代表 Izumi 

Nakamitsu 说，“任何一次世界各界领导人之间，民间团体

以及各国政府之间的有关促进全球无核化进程的聚会对推

进联合国无核化活动都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她急切渴望跟有关各方探讨联合国应如何

就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议题采取具体行动。 

Nakamitsu 传达说联合国相信政治协商是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唯一办法。在找到政治协商解

决办法之前，有关各方应该就核裁军，核不扩散以及武器控制等议题展开对话和磋商。这

将为找到朝核问题的政治协商解决办法腾出重要的“缓冲空间”。 

 “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对核裁军的努力，恰恰相反，正因为现状尤为艰难，各方就核

裁军问题的商谈才显得尤为重要。”她补充说。(10.10.2017) INPS Japan/ IDN-InDepth News  

 

 

 

Izumi Nakami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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