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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幸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月 6日颇伤感地登
出一张拍摄于今年4月的照片，照片中，奥巴
马、卡梅伦、默克尔、奥朗德和伦齐相谈甚
欢，寓意美英德法意五国团结引领西方“自由
世界”。但现在，由于西方掀起民粹主义浪潮，
几位领导人要么已经丢了工作，要么面临政治
遗产不保，只有默克尔一人“幸存”。
“默克尔是风雨中的一座灯塔”。德国《法

兰克福汇报》评论说，世界正在分崩离析，需
要一个负责任、有远见和有经验的领导人。而
默克尔的演讲显示，她能担当起这份责任。

这场风雨是正飘摇在欧洲上空的民粹主义
阴霾。“如今右翼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
少数失意者的同盟。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
整个西方世界陷入集体向右转的情绪中。”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也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欧盟现在面临各种经
济、社会、安全挑战，引发中下阶层民众的严
重不满。传统主流政党对于当前问题束手无
策，就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机会。

默克尔何以能够在民粹主义的浪潮中“幸
存”？

首先，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德国比较弱是背
景环境。但这也和默克尔执政以来取得的成就
分不开。默克尔在过去11年任期内政绩不小：停
止举债、失业人数减半、科研经费加倍、本党现代
化……崔洪建指出，今年德国的失业率还维持在
5%以下，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就业水平，基本上实
现了全民就业，这也是默克尔的功劳。

这一次，最直接的原因或许也在于默克尔
转变难民政策，为自己赢得了党内人士的支
持。据德国之声 12 月 6 日报道，在基民盟内
部，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曾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不过她当日演讲中的表态赢得党内代表长达数
分钟的掌声。不少代表在接受德国新闻电视台
采访时表示，默克尔公布的政策如他们所愿。
法新社表示，这次讲话后，尽管有一些批评的
声音，但对默克尔的肯定明显占据上风。

基民盟副主席茱莉亚?克勒克纳对德国《星
期日世界报》表示，默克尔是混乱时期中稳定
和可靠的象征，默克尔在处理欧债危机、乌克

兰危机等事务上富有经验。
这样的默克尔，自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

“灯塔”。

【寄予厚望的“灯塔”】

迷失了航向的西方世界，为何对这座“灯
塔”寄予厚望？
“默克尔是西方衣钵的继承人”。英国《金

融时报》评论称，默克尔是欧洲最后一位还站
着的领导人。

2016年西方政坛风雨飘摇，欧洲大陆纷纷刮
起右翼旋风，在意大利总理伦齐刚刚输掉了宪法
改革公投的“赌局”之后，默克尔被看作西方民主
价值观的最后一位守护者也就不难理解。

一直以来，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都是欧洲
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德国是欧盟中最强大
的经济实体，也是欧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据
统计，2012 年时，德国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
20%，它向欧盟提供的财政支出占欧盟总预算的
28.5%。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赵柯指出，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的权力结
构发生了变化，德国地位的上升成为不争的事
实，德国与欧洲的关系再次受到瞩目。也因
此，可以说默克尔的去留将直接影响欧盟是否
会走向分崩离析的最终结果。

但需要警惕的是，默克尔最终能否顺利开启
第四任总理任期，恐怕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德国
《世界报》就指出，默克尔的连任之路仍面临社民
党潜在总理候选人、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的强力
挑战以及来自右翼政党的冲击。
“民众对默克尔支持率仍较高，但难民政策

及其可能引发的问题，包括恐怖袭击、公共安
全问题都会成为默克尔总理寻求连任的软肋。”
崔洪建表示。

【难治西方的“痼疾”】

救急不救命，“痼疾”最难除。对于西方世
界来说，默克尔这颗“定盘星”，象征意义大于
实际作用。

从德国自身而言，默克尔已多少显出力疲
难支的状态。德国《明星》周刊称，默克尔是
当今的“自由世界”领袖，领导德国度过了金
融危机，但民主的本质在于政权更替，12年已
足够长。任期太长，导致在最后阶段都表现出
解决问题的无力。

对于更大范围的欧洲乃至世界来说，默克
尔一个人的力量也十分有限。“默克尔一旦成为
象征和榜样被抬高，以后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面临
严重的困境。在大家眼里，默克尔不仅是一名政
治家，还被赋予了很多道德的想象和期待，然而
在现实中她要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德国现在
还有能力维护欧洲的传统价值观、政治主张，是
因为德国的国情好，但这跟德国自身特点有关。
德国可以做到的事情，西方其他国家不一定能做
到，因而德国从根本上改变不了整个欧洲目前的
这种局势。”崔洪建说。

王义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的未必是
西方的，德国依然按照自己的政治传统运作，
能获得稳定和发展，但对于西方来说没有多大
意义。即便德国依然一枝独秀，也挡不住西方
世界即将降临的寒冬。

就连默克尔自己，也对连任做出了恰当评
价，她表示愿利用自己的经验为德国民众服
务，为欧洲的团结和繁荣努力。“但是，一个人
经验再丰富，也无法改变整个德国、欧洲乃至
世界的走向”。默克尔这样说道。

看来，短暂的高兴之后，西方世界需要
的是更多的深思。

据韩联社报道，9日下午，韩国国会在全体
会议上以234票通过了朴槿惠总统的弹劾案。这
个结果意味着朴槿惠即日起在外交、国防和行政方
面被停止执行职务，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随
后，韩国宪法法院将对弹劾结果进行审理，审理时间
最长达6个月。明年6月之前，法院将作出最后裁
决，若法院认定弹劾理由成立，60天之内将进行总
统选举，届时，韩国将首次进行夏季大选。

闹腾了许久的朴槿惠“干政门”终于有了结
果。朴槿惠的“告别模式”虽然宣告开启，但这
场乱局最终究竟会给韩国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带来
多大影响，目前尚且没有答案。

■ 丑闻越闹越大 触碰民众底线

不出意料的弹劾结果集中反映出的是愤怒和
失望的民意。自10月 24日韩国 JTBC电视台《新
闻编辑室》栏目首先曝出了“朴槿惠亲信干政丑
闻”以来，“亲信干政”事件持续发酵，已然变成了
“2016最烧脑韩剧”——当事人被捕、幕僚集体辞
职、民众抗议以及频频曝出的各种“整容门”、“购
衣门”、“消失门”等，频频触碰韩国民众的底线。
“亲信干政”事件让在竞选总统时表示“唯

一希望服务的对象是我的国家”的朴槿惠，遭到
空前的信任危机。专家分析，朴槿惠此前打着
“经济民主改革”口号上台，并于今年9月通过了
反腐败的《金英兰法》。然而，她却纵容亲信崔
顺实从大企业处敛财，如此事实让曾支持她的国
民深感受到严重背叛。朴槿惠的民调支持率也跌
至冰点，只有5％。

■ 接受弹劾结果 反思政治体制

对于韩国而言，弹劾或许成了目前唯一出路。
韩国国会通过弹劾案后，朴槿惠9日下午在

青瓦台与内阁成员会面时随即表示，将依据宪法
和法律程序，“从容”面对宪法法院关于弹劾案
的审理以及独立检察官的调查。

据韩联社报道，朴槿惠在会面时再次就“亲信
干政”事件道歉，称自己会“郑重”接受民众的声
音，希望干政事件造成的混乱局面能够结束。

朴槿惠时代的终结值得更多的反思。在韩国，
总统“丑闻”似乎早已平常。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
系主任李群英教授表示，“在卢泰愚以最后一任军人
出身的身份任职韩国总统后，历任总统在执政后期
都多多少少受到了腐败、亲信案的影响。时至今日，
许多在野党似乎形成了弹劾执政党的习惯，这已然
成为了一种‘天职’。”
“精英政治向草根政治的方向发展，是世界

政治的一个大趋势。韩国政治之所以如此，与西
方式的民主如何融入到东方的民族和文化当中有
很大的关系。此外，韩国自身存在的社会经济弊
端也是重大问题”，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主任郑继永接受采访时说到。韩国的政治架构使
得政府必须依赖各方政治势力和财团，这就加剧
了权力斗争。因此，目前只能以弹劾的形式来对
政治架构进行改革。

据韩国媒体报道，此次弹劾案也促使韩国国
民重新思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有声音
甚至表示要“通过半总统制或内阁制改宪，削弱
总统权限”。

■ 将迎短期混乱 东北亚现隐忧

尽管弹劾案要得到宪法法院的最后裁决，才能
最终决定朴槿惠的前途命运，但按照专家人士的分
析，朴槿惠指望宪法法院“翻身”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意味着韩国将在这一段时间成为‘无最高首脑’
或‘只存在形式首脑’的国家。韩国的政治、经济、外
交等将会出现一个混乱时期。”郑继永表示。

这也给本就隐患重重的东北亚地区安全再添
一层压力。

李群英说，“近日，日本明确表态，欢迎萨
德进驻日本，增加了东北亚局势的不稳定性。美
朝、日朝、韩朝的关系并没有改善，美韩日的关
系反而进一步增强，未来的东北亚局势仍然会很
紧张，存在变数和不稳定因素。
“东北亚现在处于敏感时期，如果韩国与周边国

家的外交和安全关系出现激化，甚至可能会出现冲
突或局部战争。另一方面，美韩关系也将备受关
注。自特朗普上台之后，韩国是否会继续追随美
国？美国是否会保护韩国以此来推动部署萨德或在
军事合作方面取得更快的发展？我们期望，韩国能
度过这样一个军事混乱期。”郑继永说道。

压题图片：12月8日，在韩国首都首尔，示

威者在一场要求弹劾总统朴槿惠的集会上手持火

炬。 新华社/法新发

12月7日，华盛顿举行仪式纪念珍珠港事件75周年。图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广场，美国

当选副总统迈克?彭斯（右二）、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右三）和珍珠港事件幸存老兵（坐轮椅者）
参加纪念仪式。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7.7级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所罗门群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9日发生7.7

级地震。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发出海啸

预警。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信息显

示，地震发生在北京时间9日1时38分，震

中位于所罗门群岛基拉基拉西南68公里

处，震源深度48.7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

最初发布的震级为8级，后调整为7.7级。

�30亿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7日在巴林表示，

英国将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和安全合作。

特雷莎?梅当天在巴林举行的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首脑会议闭幕式上

说，英国致力于与海湾国家建立长期战略合作

关系。她表示未来10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防

务支出将超过30亿英镑（约合37.8亿美元），

同时将加大对巴林和约旦等国的军事培训。

�800亿
欧洲央行8日宣布，为刺激欧元区经济

复苏和应对通缩压力，决定继续维持欧元

区现行的零利率政策不变，同时将原定于

明年3月到期的购债计划延长至明年底。

欧洲央行表示，目前每月800亿欧元的

资产购买计划将维持至2017年3月。从明

年4月起，资产购买改为每月600亿欧元并

持续到2017年12月底。如有必要，欧洲央

行将视通货膨胀变化情况进行调整。

欧洲央行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欧元区物

价稳定，致力于将欧元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2％以内。今年11月份欧元区通货膨胀率仅

为0.6％，远低于欧洲央行控制通胀的中期目

标。今年9月，欧洲央行将明年欧元区经济增

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1.6％；维持欧元

区今年通胀预期0.2％不变，明后两年预计分

别为1.2％和1.6％。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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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难当西方“定盘星”
宦 佳 周丹丹

《联合早报》12月7日报道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12月6日以89.5%的得票率再次当选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主席，将正式作为该党总理候选人参加2017年德国大选。如能在此次大选中获胜，默克尔将开始她的

第四个总理任期。

在“生病”的欧洲，德国能扛起守护西方价值观的大旗，成为西方国家的“定盘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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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正在恐惧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最新的好消息是默克尔以89.5%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了基民盟主席，并将正式作为

该党总理候选人参加2017年德国大选。这让德国

人首先“松了口气”。当然，谁也不能保证在明年

大选时默克尔会不会像希拉里那样遭遇“难缠的

劲敌”。毕竟，当下的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

民粹主义的来势汹汹面前仍有信心能维持人们对

于传统价值观的认同。

欧洲到底怎么了？无数人都在困惑这个问

题。对于欧盟而言，即将到来的2017年或许是一

个决定命运的年份。表面上看，右翼的崛起正在

冲击欧洲政治版图，进而影响欧盟一体化的进

程。但事实上，无论右翼民粹主义是否能够掌

权，多个欧洲国家执政的核心都已开始动摇。

在意大利，总理伦齐几乎以“自杀”的方式

发起的公投最终以悲剧收场，他所作出的意大利

人会更关注低迷的经济状况、而不去考虑修宪本

身的判断成为了一厢情愿；在法国，勒庞带领的

极右翼不是鼓吹直接民主的唯一派别，在中右翼

第一轮选举胜出的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早在2015
年就曾5次建议公投。据法媒报道，左派的埃马纽

埃尔?马克龙也希望获得民众支持，以便对欧盟进
行大规模重建；德国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

去，据英国路透社称，作为欧盟的中流砥柱，要

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遏不住国内的民粹主义者，

欧盟恐怕难以逃得掉土崩瓦解的命运。

分析民粹主义在欧洲抬头原因的声音已有很

多。但即使找到了民众“忧心忡忡”的缘由，比

如移民潮、就业受损、贫富分化加剧等，也最多

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公投制度的内在弊端。

简单来说，征求民意是善政毫无疑义的重要组

成部分。然而，直接以民意作为裁定国家决策的基

础，作为拯救幻想、发起改革的灵丹妙药，这种西方

国家解决民主危机的法子已经越来越被证明是场

“灾难”了。

这是西方价值观的自我困境。在全社会教育

水平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民众对于政治精英的距离

感随着丑闻、腐败以及精英们的无能而不断地减

弱。现在欧美甚至出现了“小丑”式的参选者。我

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民众支持美国的特朗

普、法国的玛丽娜?勒庞、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
以及欧洲各地的民粹领袖就可以略知一二了。这

些领导人使用的最大武器就是民众的愤怒。“情绪

宣泄”式的选票不断改写着这些国家的历史。

这种情绪的“胜利”是制度的“失败”。民意

作为政治工具的一部分，本身很难精确地掌握和

预判其后果，并且总是充满陷阱。面对不断复杂化的政治决策，用全部

民意来决定国家的未来显然是将问题过分地“简化”处理了。

哲学家安德烈?孔泰-斯蓬维尔曾说，人民至高无上，这当然是对的，但
这并不等于总要以多数赞成的方式认可人民的每一种选择。现在，从公投

中表现出的民意的割裂，不断分裂着欧美社会。民粹主义的盛行还有可能

带来的后果，就是否决机制的流行，以及反智主义的甚嚣尘上。

西方的领导者曾经引以为豪地向阿拉伯世界输出民主制度，最终收

获了一场令人震惊的“颜色革命”。如今，民粹主义在欧洲大地的四处横

行又何尝不是欧洲的“颜色革命”？民主的理念值得捍卫，但民意是否就

等于民主却值得反思。特别是当信息鸿沟、资本鸿沟不断加大着民众之

间的距离时，曾经有效的制度方式如果不具有足够自我更新、自我修复

的能力，恐怕就逃不开终将走向衰败的命运。

对于制度设计者而言，是时候回归到起点，重新思考前途与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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