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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总理辞职，政坛生变

意大利４日就修改宪法举
行全民公投。５日凌晨公布的初
步投票结果显示，反对票大大
超过支持票。总理伦齐主导的
政治改革遭遇重创，他随后宣
布辞职。观察人士认为，修宪公
投的结果直接导致意大利政坛
进入新的不稳定期，将令改革
停滞、经济政策更加难以落实，
并且有可能助长疑欧情绪与反
全球化势头。

此次公投，反对票约占
６０％，支持票约占４０％，选民投
票率近７０％。伦齐表示，反对和
支持两大阵营的得票差距很
大，超出预期，他只能辞职。

自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意大利人对本国经济
很悲观，即使数据指标有所
回暖也难让他们恢复信心。
伦齐２０１４年上台时曾带来一

股清新之风，试图在保持政
治稳定的同时，进行一系列
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
程的态度和推动国家全面改革
的举措，在欧洲获得好评。但由
于大多数意大利民众始终没有
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情绪
逐渐低落。

从 公 投 前 的 造 势 活 动
看，民粹主义势力“五星运
动”党已成为意大利政坛重
要的政治力量。可以说，它已
经抓住年轻人的心。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发
生后，“五星运动”党于２００９
年成立，影响力逐渐增强。在
２０１３年议会选举中，该党异
军突起，成为议会中的一股
重要力量。在最近的地方选
举中，“五星运动”党靠年轻
人的支持一举拿下罗马和都
灵两市的市长职位。

“五星运动”党不是一个传
统意义上的政党，没有严密的

组织纪律，也没有明确的政纲。
因此，舆论认为，把选票投给

“五星运动”党相当于直接对政
府投“抗议票”。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意大
利最大的反对党，持“疑欧”立
场的“五星运动”党将从此次公
投及伦齐政府的下台中获利，
其影响力可能进一步扩大，不
能排除其上台执政的可能性。

奥地利：
民粹失利，欧洲安心

４日的奥地利总统重选结
果让整个欧洲都松了口气。自
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以
明显劣势落败，未能成为二战
后欧洲国家选出的首个出自极
右翼政党的总统。

总统在奥地利只具象征
意义，并无实权。路透社评论
说，霍费尔的败选至少暂时
中止了困扰西欧国家的民粹
主义浪潮。

奥地利内政部４日公布
的计票结果显示，前绿党领
导人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和
霍 费 尔 的 得 票 率 分 别 为
５３．３％和４６．７％。尽管这一
统计不包括邮寄选票，但范
德贝伦胜局已定。最终结果
最迟将于６日公布。

在今年５月２２日举行的总
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范德贝
伦以不到１个百分点的微弱优
势险胜霍费尔，但因为邮寄选
票的信封被发现密封性存在问
题，投票结果被裁定无效，选举
重新举行。

之后发生了两件震惊全
球的黑天鹅事件：６月的英国

“脱欧”公投以及１１月的唐纳
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
使 得 此 次 重 选 被 媒 体 称 为

“酸碱度测试”，是欧洲其他国
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候选人在即
将开启的大选年表现如何的一
种预兆。

按法新社说法，霍费尔的

竞选主张与特朗普和主张脱欧
的人士类似，均为反移民、反全
球化、反政治建制派。

范德贝伦胜选后，欧洲多
名领导人均表示欣慰。奥地利
总理克里斯蒂安·克恩第一时
间祝贺范德贝伦获胜，并称
范德贝伦“将在国内外以一
种优异方式代表奥地利”。欧
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称，
这是“反欧盟、向后看的民粹
主义”的失败。德国副总理西
格马·加布里尔称，“奥地利
选举结果是理性对右翼民粹
主义的一次清晰胜利”。

然而美联社注意到，范德
贝伦获胜有可能预示着奥地利
社会的进一步分裂。这名新胜
选总统曾表示不会在自由党领
衔的政府中宣誓就职，不过自
由党在定于２０１８年举行的议会
选举中很有可能获胜。如果范
德贝伦坚守诺言，这会使奥地
利陷入难以预料结果的政治困
境。 综合新华社消息

意大利公投失败，奥地利左翼上台

一一喜喜一一忧忧，，欧欧洲洲风风向向难难测测

这这两两只只““黑黑天天鹅鹅””，，说说明明欧欧洲洲真真的的老老了了

本报记者 王昱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媒
体对“黑天鹅”这个字眼似乎尤
其喜爱：英国“脱欧”公投，他们
说这是黑天鹅事件。特朗普当
选美国总统，他们又说这是黑
天鹅事件。到了年末，不嫌闹腾
的老天爷又送来了两只黑天
鹅——— 意大利修宪公投，原本
十拿九稳的事儿，却没成；奥地
利选总统，极右翼本来已经赢
了，重新投票却把胜利成果拱
手让人。

其实人们喜欢用“黑天鹅”

这词儿概括这些事件，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复杂的新
闻让我们看不懂世界正在发生
什么。就拿刚刚发生的这两档
子事儿来说，表面上看是相互
矛盾的：意大利公投失败总理
下台，给该国极右翼留下了政
治空间；而奥地利中左翼的绝
地反击，似乎又在告诉我们欧
洲的情况还没那么糟。

欧洲到底是不是在向右
转？这两条矛盾的信息让我们
看不懂，只好称之为“黑天鹅”，
意思是这东西好奇怪，但我们
不知道它要向哪儿飞。

然而，从更深的层面去看，
至少今天的这两只“黑天鹅”并
不矛盾。它们向我们传达的信
息是一致的：欧洲已经老了，老
到开始抗拒改变。

先说意大利公投。稍有常

识的观察者都不难看出，如今
的意大利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
地步——— 笨猪五国挂名，GDP
增长率长年在百分之零点几徘
徊，国民收入下降，失业率高
企，知名企业品牌被外国买走

（连AC米兰和国际米兰都被咱
中国买去了），这分明是一派要
树倒猢狲散的节奏。这种情况
下，总理说咱修个宪法加快一
下改革效率，居然都没被通过，
意大利的保守可见一斑。

而奥地利上演的戏码，骨子
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受中东难
民融入、欧盟经济低迷等问题的
影响，奥地利人呼唤改变的声音
开始加强，极右翼政党正是乘着
这一东风在本次大选中爆发，并
在第一轮投票中以高票胜出。然
而，当这个结果呈现在公众面前
时，估计大多数选民也被自己的

选择吓怕了———“难道我们真的
要选一个极右翼政党领导奥地
利吗？”这一质问在奥地利这个
有纳粹案底的国家确实很致命。
于是从5月的第二轮选举，到这
一轮的重选，我们看到奥地利人
否定了自己曾经的大胆选择，而
是选了一位“萧规曹随”的72岁
老总统。

其实，无论是意大利修宪
还是奥地利极右翼上台，对于
各自的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改变

（区别仅在于后者可能存在更
多争议和风险）。然而，面对“改
变”这个选项，无论意大利还是
奥地利，做出的回答竟然都是

“不”。破除“左翼”“右翼”的迷
雾，我们看到的是欧洲那颗惧
怕改变的内心！

美英喜欢嘲笑欧洲为“老
欧洲”，而以近年来的现象看

来，欧洲确实老了：一个人心态
衰老的最大特点，就是被过多
的经验束缚住了手脚，被安逸
的生活软化了内心，不敢抛弃
存量去做新的尝试。而从意大
利和奥地利的选择中，我们分
明看到了其民众的“老态龙
钟”：一个因为害怕失去安逸的
生活，拒绝以修宪加快改革；另
一个则因为害怕曾经的极右翼
错误，而宁愿接受现状。

一个巧合是，今天新闻主
角们的年龄，似乎也在证明这
一论断：即将下台的意大利总
理伦奇今年只有41岁，是该国
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而当选
的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已经
72岁高龄，被他击败的对手霍
费尔只有45岁。年轻人走了，老
年人上台，看来欧洲衰老的，不
仅是民众的心态。

畅所昱言

意大利修宪公投结果５日凌晨揭晓，反对票大大超过支持票，总理伦齐宣布辞职。而在奥地利，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第第二轮投票于４日晚
尘埃落定，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战胜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

由于事关欧洲的政治风向，这两场投票都令人关注。是要改革还是维持现状，是要民粹还是要理性，是要“脱欧”还是是坚持欧洲一体
化——— 意大利修宪公投和奥地利总统选举，折射出欧洲各种倾向的交锋。

意大利“五星运动”党领袖格里洛 得知公投结果的意大利总理伦齐 胜选的奥地利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 败选的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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