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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难愈

距离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已一
年有余，民主、共和两党围绕事件的纷
争尚无定论，而事件本身折射的美国政
治社会分裂以及“美式民主”衰败愈加
凸显。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 1 月 11 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佐治亚州发表公开演
讲，在强调美国民主重要性的同时，不
忘重提国会山骚乱事件，并借此抨击来
自共和党的前总统特朗普。

在此之前，当地时间1月6日，拜登
曾在国会大厦发表讲话，纪念国会山骚
乱事件一周年。他在讲话中谴责前总统
特朗普罔顾美国民主原则、国家利益和
宪法精神。

2021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山骚乱事
件造成包括 1 名国会警察在内的 5 人死
亡、约140名执法人员受伤。截至目前，已
有超过 700 人因涉嫌参与骚乱遭到联邦
政府指控，覆盖范围超过45个州。

美国 《华盛顿邮报》 近日发布一项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美式民主”
的自豪感急剧下降，从2002年的90%下
降到现在的 54%。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同日发布的另一份民调显示，约2/3的
美国人认为国会山骚乱事件是“美国政
治暴力行为增加的先兆”，让“美式民
主”受到“威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
所长张腾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称，国会山骚乱事件给美国造成多重创
伤。“首先，该事件彻底打碎了‘美式民
主’的光环和美国自诩‘山巅之城’的
道德优越感。可以说，2021年是‘美式
民主’的危机之年。其次，两党基于各
自政党利益，就事件真相调查展开持续
拉锯，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撕裂。第

三，美国政治环境恶化导致社会矛盾呈
现激化态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的影响，各类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第四，美
国民众对‘美式民主’渐失信任，对自
身信仰、国家前途以及作为美国人的身
份认同产生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动摇。”

“国会山骚乱事件是美国政治暴力长
期积累的结果，是‘美式民主’衰败的
一个重要标志。该事件本应成为美国两
党痛定思痛的契机，但目前看来，两党
政治人物对事件反思极其不足，共和党
方面拒绝反思，民主党方面则利用所谓

‘反思’来实现自身政党目标，进一步推
动政治极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刁大明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乱象纷生

“一年过去了，政治伤口仍远未愈
合。”英国 《每日邮报》 网站日前刊文
称。文章引述学者观点指出，拜登政府
纪念的“不是一个已经终结的事件，而
是一个正在发生并有可能恶化的事件”。

近日，美媒整理了2021年用镜头记
录下的种种乱象：从年初示威者冲进国
会，到 8 月美军从阿富汗仓皇撤离，再
到年底美国医疗系统因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变异毒株加速传播而不堪重负。过去一
年，美国的内部撕裂、霸权衰落及其虚伪
面目、自私本性在世人面前展露无遗。

“种族隔阂不断加深、街头骚乱此起
彼伏、两党内斗、政治失能、社会动荡……
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之后，尽管拜登政
府表示将维护社会正义、缓和社会矛盾
等作为优先执政的方向，但事实上，美
国国内的乱象不仅没有得到根治，甚至
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副主任宋国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称，乱象背后是美国所谓民主制
度的多重痼疾。“一是政治制度僵化，两

党均以本党政治利益为先；二是社会制
度缺乏包容性，不同族群之间的界限并
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反而更加明
显；三是经济制度与维持社会公平正义
的适配性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四
是政治精英阶层缺乏反思能力，无法为
美国制度改革或完善提供动力。”

“‘美式民主’究竟是不是真正的
民主？”张腾军指出，国会山骚乱事件及
其他乱象表明，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从根
源上就出了问题，“美式民主”并不是真
正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此外，在疫
情背景下，支撑“美式民主”的资本主
义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弊病被进一步放
大，美国政府执政能力短板也彻底暴
露。“美国号称拥有全球最发达、最完备
的公共卫生体系，却在疫情面前不堪一
击。这种治理能力低下的表现与其标榜
的‘美式民主’是完全不匹配的。”

刁大明也指出，拜登政府上台以
来，并未改变美国疫情蔓延、社会矛盾
激化等问题。过去一年，美国疫情不断
反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
继续飙升，枪支暴力问题日趋严重。“拜
登政府急于兑现竞选承诺，仍然打着党
争的算盘，并未采取真正科学有效的防
疫措施。而枪支暴力上升的一个重要原
因，正是‘美式民主’未对民众的生命
权、发展权等基本诉求给予回应。”

声誉崩塌

近日，美国 《大西洋月刊》 刊发题
为 《1 月 6 日不只发生在美国》 的文章，
指出国会山骚乱事件的影响已经超出美
国，在世界范围内为散播对民主过程的
怀疑和在必要时颠覆选举打下了基础。
同时，不少美国官员还表达了一种普遍
的挫败感，即在国会山骚乱事件后的一
年间，尽管拜登政府承诺将更新民主作

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并在2021 年1 月
举行了所谓“民主峰会”，但实质上几乎
没有任何加强美国民主或修复受损声誉
的行动。

2021 年以来，多项民调结果表明，
“美式民主”在全球范围的吸引力和受欢
迎度急速下滑。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
中心对17个国家民众进行的一项民调显
示，约 57%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美国
民主并不是一个好榜样。另有民调显
示，全球 44%的人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
的最大威胁。

“‘美式民主’导致的种种乱象尽
显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让世界更
清晰地看到‘美式民主’的破坏性。即
便美国政府还想借所谓‘民主峰会’，搞
政治操弄，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但这
都无法改变‘美式民主’公信力不断下
降的现实。”宋国友说。

张腾军认为，无论是在西方盟友体
系内部，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
想要重塑“美式民主”的号召力及其全
球威望，都是痴心妄想。“美国的西方盟
友体系已经出现分化，越来越多盟友开
始寻求一条相对自主的道路，而不再一
味盲从美国。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
不相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编织的‘民主
谎言’。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
还是从阿富汗仓皇撤军，这些‘美式民主’
的失败案例都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明白，

‘美式民主’已经崩塌，其所谓的光辉形象
和美好承诺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没有哪
一个国家可以垄断民主标准，没有哪一
个国家可以把本国政治制度强加于人，
更不能把民主当做打压别国的工具。美
国不顾国内失败的民主实践，打着‘民
主’幌子，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本身
就是一种势弱心虚的表现。美国所谓民
主制度的实质以及衰败态势，相信国际
社会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刁大明说。

自己生了病，还要装成医生给别
人把脉开方，美国的这个老毛病一直
改不了。近日，美国财政部以“破坏
民主”为由，宣布对6名尼加拉瓜官员
实施经济制裁，对与尼政府相关的116
名人员实施签证制裁。在美国国会大
厦遭暴力冲击事件1周年之际，一些美
政客非但不反思惨痛教训，反而摆起

“民主教师爷”的架子，这真是莫大的
讽刺！

“美式民主”如今的治理效能如
何，全世界都看在眼里：政府抗疫失
败导致疫情失控，国内新冠肺炎累计
确诊病例数超过6200万；两党在诸多
议题上缠斗不休，政治极化进一步加
剧社会分裂；种族主义、贫富分化、
枪支暴力等沉疴旧疾积重难返，威胁
普通民众生命安全……对于美国社会
的种种乱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者
查尔斯·惠兰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式
民主不过是海市蜃楼”。

面对本国民主制度暴露出的种种
弊病，美国政客束手无策、装聋作
哑，却热衷于打着“民主”旗号在国
际社会上耀武扬威。最近一段时间，
从攒起所谓“民主峰会”，炒作“民主
对抗威权”伪命题，到召集七国集团
外长会，极力吆喝“捍卫民主自由”，
再到多次扯出“民主”“人权”的幌
子，对涉疆、涉港等中国内政问题指
手画脚等，美国政客“宽以律己、严
以待人”的双标做派，让世人看透了

“美式民主”虚伪霸道的真面目。
长期以来，美国将“民主”视为

维护全球霸权的自家私器，随心所欲
定义“民主”概念，将自身标准凌驾
于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之上，假民主
之名行反民主之实，成为地区及全球
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一方面，美
国极力拉拢所谓“民主国家”，大搞集
团政治和“小圈子”政治，煽动意识
形态对抗。另一方面，美国以传播、
捍卫“民主”为名，在世界各地发动
侵略战争，滥杀无辜平民，还频频对
他国进行干涉，滥施单边制裁、“长臂
管辖”，甚至多次阴谋颠覆别国政权，
严重损害相关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
利益。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利比亚
到叙利亚，“美式民主”没有带来和平
与繁荣，却留下了一个个硝烟弥漫、
民生凋敝、长期动荡的烂摊子。

“美式民主”病症难消、病根难
除，所谓的“民主灯塔”暗淡无光、摇摇欲坠。瑞典一研
究机构发布的《2021全球民主现况》报告中，将美国列入

“民主倒退国家”的名单。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
治研究所公布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对美国的民
主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政客该从自己的霸权迷思中清醒过
来，听听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理性声音了！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是各国人民实现良政
善治的政治实践。世界上没有高人一等的民主，也没有放
之四海皆准的民主模式。各国人民依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
探索民主道路，才是实现和发展民主的正确之道。“无论美
国多么想将‘民主’这个概念私有化，都不会成功。”白俄
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近日发表专题文章指出。事实也的
确如此，从“国会山陷落”的荒诞一幕，到美军仓皇撤出
阿富汗再现“西贡时刻”，再到应者寥寥的“民主峰会”，

“美式民主”在过去一年频频遭遇尴尬“打脸”，美国政客
还不该反躬自省吗？

讳疾忌医的结局往往是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救。美
方需要做的是放下傲慢与偏见，摒弃自私与霸道，赶紧给
生了病的“美式民主”号号脉，早日把那套“假民主、真
霸权”的把戏丢进历史的垃圾箱里！

近期，受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肆虐的影响，欧洲多国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数激增，医疗卫生系统面临巨大压力。疫情形势趋于
严峻，然而，随着各国收紧防疫政策，反对新一轮抗疫封锁措施的
民众抗议浪潮席卷欧洲多国。

抗疫政策收紧，引发不满

2022年新年伊始，欧洲多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又创新高。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月11日，欧洲累计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已超1亿例，超过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的1/3。其中，法国疫情
形势尤其严峻。法国卫生部1月10日报告该国现有新冠肺炎住院病
例22749例，较前一日增加767例，增幅创2021年4月以来最高纪录。

在病例激增的压力下，欧洲多国政府持续收紧防疫政策。据外
媒报道，德国政府计划制定新的防疫规定，为多个关键基础设施部
门引入新的检疫和隔离规则。英国计划将包括强制戴口罩等措施在
内的《应对新冠疫情：秋冬计划》B计划延长至1月26日。法国通
过法案，取消将新冠筛检阴性列进《疫苗护照》的参考选项，完整
接种疫苗成为进入公共场所的唯一标准。

然而，欧洲民众并不买账。近日，欧洲多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活
动。1月8日，法、德两国均有数万人上街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活动。
在法国，参与反对政府实施更严格限制措施的抗议游行人数已超过
10.5万人；德国各地约有4.5万人参与示威游行，反对政府遏制新冠
肺炎疫情的政策。此外，奥地利维也纳也有约4万人走上街头，反
对政府的抗疫措施，其中包括一项强制公众接种疫苗的计划。

政府管控不力，失信于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
称：“多方面因素导致此次欧洲疫情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一是奥
密克戎毒株传染率高，疫情来势汹汹；二是欧洲国家政府在如何制
定防疫政策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未能处理好经济复苏与抗疫间的平
衡；三是欧洲国家民众对政府抗疫政策的反复无常和不连贯性感到
厌倦，部分民众因此拒绝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2021年底，世界卫生组织曾警告称，欧洲已再度成为新冠肺炎
疫情“震中”，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的形势令人忧心。世界卫生组织
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近日呼吁，当前疫情在欧洲的传播呈现
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各国应视自身情况积极采取行动。

然而，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以及欧洲多国政府加码防疫措施，
欧洲民众为何选择示威抗议？

“首先，此前欧洲多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表现不力，使民众
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其次，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中，个人自由凌
驾于集体自由之上；第三，由于疫情问题迟迟难以得到解决，‘反
智主义’在欧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第四，欧洲民众的抗议示威其
实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一种发泄和反抗，是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
发。”王朔说。

疫情形势不明，经济低迷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此前发布警告称，如果再不采取紧急行动，
到2022年3月，欧洲可能将再有50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当前，欧
洲多国民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进一步增加疫情扩散的风险。据路
透社报道称，在荷兰，连续数日的暴力抗议行动让该国感染新冠肺
炎的人数激增。

同时，在抗击疫情和民众抗议的双重压力之下，欧洲多国的经
济复苏也面临更多挑战。牛津经济研究院此前发布报告称，普遍的
隔离规定引发消费者信心下滑，扰乱劳动力市场，拖累经济活动。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如果不击
退疫情，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发展。

王朔表示，目前欧洲国家经济复苏受疫情及民众抗议影响主要
面临三方面问题：一是供应链阻断、绿色能源转型以及地缘政治等
因素引发通货膨胀，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供需关系紧张，欧洲民众
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由此受到影响；二是劳动力短缺，一方面失
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关键岗位人才缺失；三是国家财政压力
大，多国财政呈现赤字状态，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大。“欧洲经济复
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形势。当前新冠病毒变异速度快，未来
欧洲疫情会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测。”王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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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抗议”让欧洲多国不堪重负
张佳泋

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一年之后——

“美式民主”光环消失殆尽
本报记者 严 瑜

2021年1月6日，数千名美国民众聚集在
华盛顿国会山并强行闯入国会大厦，试图阻止
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美国新当选总统。这场
震惊世人的国会山骚乱彻底打破了“美式民
主”的滤镜，暴露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失灵。

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多过去了，“美式民
主”病得更重了。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
所言，国会山骚乱事件可能只是美国民主“更
深层次撕裂的前兆”。2021年1月6日无疑是美
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一天，它在美国历史留下
的污点将影响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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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罗阿是位于新西兰南
岛东部班克斯半岛上的一个海
滨小镇，在毛利语中的意思是

“长长的海港”。这里曾是 19 世
纪早期来自法国捕鲸人的聚居
地，捕鲸业衰落后，当地人开
始发展旅游业，阿卡罗阿逐步

成为新西兰的知名旅游小镇。
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来访此地的游客大幅减少，阿
卡罗阿显得格外冷清。

图为 1 月 11 日拍摄的新西
兰阿卡罗阿景色。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新西兰小镇静悄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