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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时评

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在德国西部城市埃
森召开的党代会上以高票再次当选基民盟主
席。这位德国政坛的“常青树”能否赢得 2017
年德国大选，实现第四度连任？不仅德国人关
心，其他欧洲国家也很关注。

就在这一当口，一张默克尔与美、英、法、
意领导人今年 4 月份的一张合影照连日来在
西方网络上爆红。主流媒体与网民们感慨的
是，这张照片展示了西方“旧秩序的终结”，默
克尔如今成为合影中“硕果仅存”的领导人。

英国“脱欧”公投与意大利修宪公投送走了图
片中意气风发的首相卡梅伦与总理伦齐，美
国大选乱象让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总统灰头土
脸，任期将满的奥朗德成为法国历史上首位
放弃竞选连任的总统。

默克尔能屹立不倒成为“网红”并非她运气
好。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默克尔掌舵的德国
近年来已成为稳定欧盟的“旗舰”。从全球金融危
机到欧债危机，再到难民危机，默克尔展现了坚
忍顽强的“铁娘子”风范。“欧洲一出事，就看默克
尔”——— 这在如今的欧洲几乎已成惯例。

正因为如此，德国大选的意义超越了德
国本土，跨越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具有欧
洲乃至世界意义。作为西方大国领导人，默

克尔能否实现再度连任已不仅仅是德国人
的事情，继续担当支柱和“稳定器”角色，是
欧洲乃至西方世界对默克尔的一大期盼。

放眼大西洋两岸，经济动力不足，恐怖阴霾
不散，社会乱象丛生，种族对立加深，民粹主义
与反全球化浪潮汹涌。躁动的民意催生骚动的
政治，一个个政治巨浪冲击欧美，多起“黑天鹅”

事件震惊世界。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西方太多
人已对现行体制失去信心。用英国前首相布莱
尔的话说：西方民主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默克尔不仅需要连任，而且需要扛起“反
民粹”、弘扬理性的大旗。欧洲舆论称默克尔
的任务是“抵御民粹主义在德国乃至全球的
升温”，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保障。”

一体化遭遇坎坷的欧洲更需要默克尔继
续扛起大旗。与新世纪之初欧洲一体化的黄
金时期相比，欧洲如今缺领袖人物是一个不
争的现实。近年来，曾经动力十足的法德“双
引擎”渐成历史，英国与欧盟渐行渐远直到最
终公投“脱欧”，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经济一
直在欧洲保持“一枝独秀”，社会基本稳定，失
业率保持低水平，成为主导欧洲事务事实上
的“单引擎”，迷茫的“欧洲船队”在惊涛骇
浪中没有倾覆，主要是德国在咬牙稳舵。

当前，“疑欧”“脱欧”及各种极端思潮在
欧洲泛滥，恐怖主义威胁阴魂不散，经济复苏

乏力，欧洲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德国，需要一
个负责任的舵手为欧洲领航。无怪乎有欧洲
舆论把默克尔形容为“欧洲最后一位还站着
的领导人”。

默克尔一直以来都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
者，坚持理性、开放、包容的原则。同时，默克
尔也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领导者。人们注
意到，默克尔在党代会的讲话表明，对难民问

题的处置已经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变革已
成主旋律。

去年这个时候，默克尔因在欧债危机、难
民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
度风云人物。现在，民调显示 59% 的德国民
众欢迎默克尔再度参选，欧洲同样怀有期待。

默克尔能否再次扛起大旗，引人关注。
(记者吴黎明)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迷茫的“欧洲船队”期待默克尔稳舵 据新华社首尔 12 月 8 日电(记者
耿学鹏、王家辉)韩国国会定于 9 日就
针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动议案做出表
决。如果通过，这将是韩国宪政史上第
二个获国会通过的总统弹劾案。

自“亲信干政”事件曝光后，韩国
民众已连续举行 6 轮“倒朴”周末烛光
集会，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几番攻守，
弹劾案国会表决将成为影响韩国时局
的关键节点。

韩国在野党连同无党派议员 3 日
凌晨向国会提交弹劾草案。据韩国媒体
报道，草案指称朴槿惠存在违反宪法和
法律行为，主要涉及三项争议事件。

一是朴槿惠纵容“亲信”崔顺实干
预国政事务，违反宪法。二是朴槿惠在
应对“岁月”号沉船事件中未能有效保
护民众生命，没有尽到宪法对总统规
定的义务。三是在崔顺实胁迫大企业
向其控制财团捐款一案中，朴槿惠涉
嫌受贿。

有分析认为，由于韩国民众要求
朴槿惠下台的意愿强烈，同时执政党
“非朴派”议员倒戈，目前看来弹劾案
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韩
国时局近期瞬息万变，弹劾案究竟能
否通过还要看最终投票结果。

按照相关程序，弹劾案在国会通
过需要在总共 300 个议席的国会中，
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即 200
张赞成票。目前在野党与无党派议员
有 172 人，也就是说在野党阵营还需
从执政党议员那里争取到至少 28 张
赞成票。

出于自保政治前程的考虑，自称
由 40 名议员组成的执政党“非朴派”
组织非常时局委员会已经表示，将会
支持弹劾，这使弹劾案通过的可能性
大增。

无论弹劾案是否在国会获得通过，韩国时局短期内都
难以摆脱混乱状态。朝野各党派着眼于明年选举，政治斗
争也将愈发激烈。

按照程序，弹劾案如果在国会获得通过，将提交给宪法
法院审理，审理过程最长可达 6 个月。在此期间，朴槿惠将
被暂停总统职权，由国务总理代行。不过，作为朴槿惠政府
核心人物之一，总理黄教安不被在野党以及很多民众所接
受。如果由国会再行推荐新总理，那么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
难免又是一番密集交锋。

弹劾案如果未能在国会通过，可能引发民众更大规模
的示威抗议。届时，民众矛头很可能会指向国会以及整个朝
野，甚至要求解散国会，引发更大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在野党可能会谋求再次提交弹劾案，但按
照韩国司法界说法，在野党需要更换弹劾理由。不少在野
党议员已表示，如果国会否决弹劾案，他们将辞职。

因此，无论弹劾案是否在国会通过，韩国局势的混
乱、政府施政的“空白”在短期内都将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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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白宫、国会山、华盛顿、夏威
夷……全美各地，旗杆半腰处，星条旗低
垂。

这一天，是珍珠港事件 75 周年纪念
日，全美各地降下半旗，纷纷举行纪念活
动。

1941 年 12 月 7 日，一个宁静的周日早
晨，日军偷袭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造成美方近 3600 人死伤。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把这一天称为美国
“耻辱的一天”。美国由此正式投入第二次
世界大战，加入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
战争中。 75 年后的今天，美国继续宣示
“永志不忘”。

正午时分，华盛顿市中心，包括 7 名珍
珠港事件幸存者在内约 30 名美国二战老兵
来到美国国家二战纪念园，和上千民众共同
参加纪念仪式。主持人逐一介绍了他们的名
字、家乡和战斗经历。罗斯福的后人朗读了

他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次日向全美民众发表的
讲话稿。

2004 年落成的美国国家二战纪念园是
一个下沉式椭圆形广场，正中央有座带喷泉
的圆形池塘，四周环绕着 56 根花岗岩碑
柱，代表美国各州、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和海外领地，每根碑柱的正面和背面，分
别高悬着一个青铜铸造的花圈。管理部门介
绍说，每年约有 400 万人到这里参观凭吊。

逝者已矣，青铜花圈将时间凝固，见证
永不凋零的悼念。

95 岁的陆军一等军士爱德华·戴维斯默
默举手敬礼。他是珍珠港事件的幸存者，和
他朝夕相处的 9 名战友都牺牲在 75 年前的
这一天。戴维斯如今生活在华盛顿一个退伍
军人之家。他告诉在场媒体，有许多夜晚，
他都在回想往事中度过，珍珠港事件“始终
萦绕在我的脑海深处”。

威廉·埃廷格陪同父亲弗兰克前来出席

纪念仪式。他告诉新华社记者，他的父亲和
叔叔都是二战老兵，当年曾在缅甸战场与中
国远征军并肩作战，见证了 1945 年侵缅日
军的无条件投降。“珍珠港、二战，都是非
常重大的事件。对美国，对中国，对世界，
纪念这些事件非常重要。”

埃廷格说，他听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
在 12 月下旬访问珍珠港，但不打算为日本
当年发动侵略战争道歉，对此他感到不能理
解。“他(安倍)应该道歉，我认为这很重
要。”

纪念仪式上，发言者或回忆珍珠港事件
发生后父辈奔赴战场，亲人生离死别；或表
达年青一代致力于和平存续、让战争再不发
生的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了
教训。”一位发言者说。

(记者徐剑梅、陆佳飞、刘帅)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7 日电

珍珠港，美国为你降半旗

▲ 12 月 7 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的二战
纪念广场参加珍珠港事件 75 周年纪念仪式。

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热点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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