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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不依不饶

据韩联社 11月 13日报道，韩国检
方当天宣布，近期将就崔顺实“亲信干
政”事件对总统朴槿惠展开调查。调查
最晚于11月 15日、16日左右开始，现
已向青瓦台通知了这一决定。来自青瓦
台的消息称，将对检方决定进行内部讨
论后给出明确答复。

近日，“闺蜜门”持续发酵。11月 12
日，韩国民众继10月29日、11月5日后，
在首尔市中心举行第三轮烛光集会，要
求总统朴槿惠辞职并对亲信“干政门”负
责。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此次集会由韩国
1500多个公民团体组织。组织者称，共有
超过100万人参加。警方估计，实际参与
民众约为26万人。不过，无论如何，这是
200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

分析人士认为，当天集会创下了近
年来韩国集会参与人数的纪录，再次反
映出民众对朴槿惠政府的严重不满。在
朴槿惠两次对国民公开道歉，并提出同
意组建举国内阁等建议的情况下，非但
未能挽回民意，抗议浪潮反而有愈演愈
烈之势。韩国媒体称，检方可能于下周
启动对朴槿惠的调查，在各方的空前压
力之下，朴槿惠或将被迫尽快做出抉
择，推出新的善后方案。下周很可能成
为当前混乱政局的分水岭。

自“闺蜜门”事件曝光以来，有关
朴槿惠涉嫌失职的传闻越来越多。朴槿
惠的支持率则一路下滑。民调机构盖洛
普韩国11日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韩国民众对总统朴槿惠的支持率连续两
周保持5%的低位，在20岁至30岁人群
中的支持率则为零，对朴槿惠施政持负
面评价的比重高达90%。执政党新国家
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7%，创历史新低。

朴槿惠政府面临着空前压力。最新
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0%左右的受访
韩国民众表示，希望朴槿惠能够果断引
咎辞职，否则就当启动弹劾程序。
“闺蜜门”事件已经开始影响到韩国

的外交活动。韩国外交部8日宣布，韩国
总统朴槿惠将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
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据韩国《中央日
报》报道，原计划11月1日出国巡访澳大
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韩国陆军参谋总长
张骏圭已无限期推迟了海外出访日程。
韩国外交部则担心政策动力不足。韩外
交部某官员表示：“今后政府无论发布什
么政策，其主旨和政策立项过程都可能
会受到怀疑。像对朝施压这样须坚持不
懈推行的政策也恐会受到严重影响。”

超越忍耐底限

究竟是什么让韩国民众如此愤怒？
“闺蜜门”事件超过了民众的忍耐

底限。“闺蜜干政让民众觉得不能忍
受。民众的心理是：我们选你做总统，
你却不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力。这让民众
有种深深的羞辱感。而朴槿惠的两次道
歉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不管是不想说还
是确实不了解情况，民众都无法接受。
而且，韩国民众一向自豪于自己是沟通
的民主，朴槿惠政府却做了一些民众认
为专断性的决定，这也让民众觉得不能
原谅。”复旦大学韩国中心主任郑继永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对于民众而言，这几年韩国的内

政外交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而‘闺蜜
门’的曝光则突破了民众的底限。竞选
时，朴槿惠说她自己是‘嫁给了国
家’，如今，民众觉得自己受到了欺
骗。此外，抗议集会离不开在野党的推
动。朴槿惠的执政只剩下一年多的时
间，在野党希望趁此机会造势，打击新
国家党，目标是下一次总统选举。”中
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李群英教授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韩国低迷的经济则是大背景。“最
近，包括三星、现代等大企业都出现问
题。财阀集团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众所
周知，这对韩国经济的打击可想而知。
经济增长率下降，出口下降，失业率大
幅度上升，青年失业率甚至曾一度高达
10.3%，大量青年失业。这也是民众上街
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群英说。

郑继永进一步指出：“韩国经济目
前发展不好，朴槿惠政府却爆出大规模
腐败，民众自然无法接受。”

在重要外交问题上，朴槿惠政府也
让民众失望。“比如，部署‘萨德’造
成与中国的关系出现波动，进而可能对
韩国经济造成致命伤害。但是，朴槿惠
政府却坚持部署‘萨德’。民众认为政
府独断。”郑继永说。

生怕错上加错

“国会内部正在审视朴槿惠政府之
前所做的各种决策，包括外交方面。在
‘萨德’、慰安妇等问题上崔顺实到底介
入有多深，韩国相关方面还在调查。目
前的直接影响是，因为不清楚朴槿惠政
府的决策动机是什么，外交部似乎什么
都不敢做了，就怕对那些动机不纯的决

策，如今继续执行会是错上加错。所
以，目前各方都处于观望等待的状
态。”郑继永说。

舆论已经开始关注朴槿惠政府某些
外交决策的命运。部署“萨德”便是其
中之一。“按照原定计划，韩国将于
2017年部署‘萨德’。不过，韩国最大
的在野党早已明确表态反对。接下来会
怎么发展，还有待观察。”李群英说，
“不过，在朴槿惠剩下的一年多里，‘闺
蜜门’会是最大问题。韩国的外交政策
不会有太多变化，会继续对朝强硬、与
美密切。”

不过，有专家认为，倘若青瓦台因
“门”易主，韩国外交或将“全面洗
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
陆忠伟在媒体上撰文指出，对于韩美关
系，若有证据表明，“萨德”入韩决策
于青瓦台“门里”，且与美国商人的游
说有关，不仅朴的政治生命受危及，
“萨德”入韩计划也将被搁置。至于韩
日关系，韩国在野党掌握国会优势席
位，且与执政集团外交与安全政策歧见
颇大；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已表示，
反对签署韩日战后首份军事协定。韩国
舆论对与美日在安保领域达成上述协议
亦持反对态度。目前，尽管外交和国防
部门仍在事务层面推进，但朴槿惠的处
境显然“已无法强行签署协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郑继永认为接下来的半个月到一个

月很关键。“朴槿惠不可能就这样撑下
去，必须要给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有
几种可能。第一种，朴槿惠作为总统的
权利范围大大缩小。第二种，选出一个
强有力的内阁总理。第三种，如果有国
民认为不可饶恕的新证据出现，遭弹劾
或自动下野。如今，各方正在谈。”

接下来，依然存在民众再次集会抗
议的可能。“朴槿惠的压力很大。民
众、在野党反对，她所在的新国家党为
了下一次大选机遇撇清关系，而且，新
国家党中反对朴槿惠的派别还可能与在
野党联手。种种因素都让再一次的抗议
活动成为可能。”李群英说。

正如韩国民族统一研究院院长崔振
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的，国内政治
发生动摇，外交政策也会出问题。韩国外
交政策将如何变化，各方均屏息以待。

美国军方11月9日宣布，已于10月底向欧洲再次运送一
批弹药，数量为近20年来最多。俄罗斯方面称，此举针对的
是“来自俄罗斯的假想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
之间的关系再次引发关注。

加大军事存在

根据美军方声明，至少620个装满弹药的集装箱将被分发
到欧洲的不同地区。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称，美驻欧洲陆
军司令本?霍奇斯透露，其中或许会有坦克炮弹。

这批弹药的拨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来自白
宫。此前，白宫已4次提高保障欧洲安全方面的拨款金额，
最终将其增至34亿美元。

对于此次行动，美军中校布拉德?卡利根将其称为“极致
战区保障”。但“卫星”通讯社指出，不管弹药还是白宫有关欧
洲安全的拨款，针对的都是“来自俄罗斯的假想威胁”。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已多次加大在中东欧的军事存在。今
年7月，北约领导人决定再向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4个
营、共约1000人的多国部队。这四个国家距离俄罗斯近在咫

尺。今年2月，美军也曾将5000多吨弹药运往德国，其中包
括小型武器、战斗车辆的弹药和炮弹等，共计415箱。

冷战思维作祟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不想与俄罗
斯对抗，我们也不想要一场新冷战。”但他同时强调，“强有
力的威慑是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

分析人士指出，冷战落幕20多年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
的博弈从未真正消失。自从乌克兰危机以来，双方博弈和对
抗持续升级，一条贯穿南北、紧密布防的“对峙线”如今正
在欧洲东部浮现、成型和固化。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向俄罗斯施压，是继续加强对俄罗

斯的制约。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俄罗斯是一种扩张的态
势。”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从整体上看，欧洲担心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把欧洲视

为重要合作伙伴的美国则要实现对欧洲的承诺，因此美国在
不断加强对北约的军备支持，在俄罗斯周边的军事演习也会
越来越频繁。这依然是‘冷战思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研究员许涛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前景有待观察

随着美国大选落幕，主张理性对待俄罗斯的特朗普即将
上台。这会对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俄政策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转

变。特朗普不主张在外交和军事上与俄罗斯对抗，所以美国可
能会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尤其在反恐问题上。”周永生表示。

不过，竞选语言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正如许涛指出的：
“美俄两大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美国不会放弃霸权地
位。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不会发生逆转，两者之间的摩擦会一直存在。即使有变化，
也只会是微调。双方各有自己的利益，不会突破底线。”

一年前的11月13日，恐怖分

子在巴黎猝然发难，一夜之间造

成数百人死伤，“花都”之殇震惊

世界。如今，鲜血虽已干涸，枪

声犹在耳边。在巴黎恐袭一周年

祭之时，人们仍需清醒意识到，

全球反恐形势依然严峻，血的教

训不容淡忘。

一年来，全球反恐的努力取得

不少成果。从巴黎到安卡拉，从悉

尼到布鲁塞尔，警方曾多次挫败恐

袭企图，一些以巴黎圣母院、土耳

其国父陵等重要建筑为目标的重

大恐袭计划被及时遏止，民众生命

得以保全。此外，极端组织盘踞的

伊拉克摩苏尔等重要城市正逐步

被收复。

然而，恐怖主义幽灵远未消

亡，它依然游荡全球、为害甚

巨。一年来，从美国加州的残障

康复中心到肯尼亚的警察局，从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商场到法国

旅游城市尼斯的国庆聚会，重大

恐袭屡屡发生，死伤者动辄数十

乃至成百。桩桩悲剧警示人们：

全球反恐任重道远，铲除恐怖主

义将是一场不容懈怠的持久战。

正如法国总理瓦尔斯所说，反恐

将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对遇难者最好的悼念，是铭

记鲜血铸成的教训。面对严峻的

反恐形势，从法国到欧盟，首先

要做的是迅速堵住机制上的吞舟

之漏。

从巴黎恐袭等事件来看，部分发达国家的反恐机

制远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健全。法国议会今年7月在调

查后指出，法国情报系统全面失败，如果不是情报监

控不力、协调不畅，巴黎的一系列恐袭案件原本可以

避免。据西方媒体报道，巴黎恐袭案的一名主要作案

者甚至曾在网上公开吹嘘，自己光天化日在比利时活

动，还能安全无阻离开。

避免新的恐袭悲剧重演，更需从社会层面深思，

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以铲除恐怖主

义滋生的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巴黎、比利时恐袭案

的嫌犯中，不乏当地土生土长的青年，极端暴力呈现

出本土内生倾向。单就法国来说，就业不足、阶层僵

化等“法国病”恐难辞其咎。

对此，美国《新闻周刊》指出：对于那些心怀不

满、未能充分就业的欧洲少数族裔青年，必须让他们

从阴影中走出来，让他们感到自己是主流欧洲社会的

一部分。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吉勒?凯佩尔则发现，很多
受到极端思想蛊惑的年轻人缺乏家庭关爱，这意味着

反恐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再从历史角度看，根治恐怖主义毒瘤亟须西方国

家深刻反省。法国权威反恐专家多米尼克?托马斯在其
新著《“圣战者”的代际演变》中指出，正是西方近

年来在中东掀起所谓“革命”，导致中东北非国家局势

不稳，为极端组织武装的兴起提供了温床。

太阳可以再次升起，生命无法重新挽回。牢记血

的教训，多方共同努力，才能早日驱散笼罩全球的恐

怖主义阴霾。 （据新华社电）

“闺蜜门”将让韩外交全面洗牌？
本报记者 张 红

自“闺蜜门”事件曝光以来，韩国总统朴槿惠就处

于巨大压力之下。尽管两次道歉，民众却并不买账。刚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韩国民众第三次走上街头，要求朴

槿惠下台。朴槿惠政府过去所做的许多决策都开始被质

疑。部署“萨德”、与日本在慰安妇问题和解……种种决

策中，总统闺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持续发酵的“闺蜜

门”会给韩国的外交政策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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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1月13日在法国巴黎的纪念活动上

拍摄的蜡烛。 新华社发

11月12日，在英国伦敦，第689任伦敦金融城市长安德鲁?帕姆利在就职
巡游活动中向人群招手。伦敦金融城市长就职花车巡游的传统始于1215年，

目的是庆祝新任伦敦金融城市长宣誓就职。伦敦金融城市长是金融城的领导

者，也是英国金融服务业的宣传大使。其任期为一年，任期内约有90天时间

在海外出访，以推广伦敦的金融市场和服务，促进英国与各国贸易与投资。

蒂姆?爱尔兰摄（新华社发）

第689任伦敦金融城市长就职巡游

美往欧洲运弹药剑指何方？
刘林卿

图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7个成员国，在波罗

的海举行联合登陆演习。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