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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俄罗斯总
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说，
如果英国方面向俄方提出讯问
所谓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嫌疑人
的请求，俄方将予以考虑。他告
诉媒体记者，俄英两国间有法
律援助机制，“如果我们收到伦
敦方面的请求，无疑将严格依
据法律予以考虑”。

但佩斯科夫再次强调，俄
方“从一开始”就多次提出与英
方合作调查以查清英国南部城

市索尔兹伯里“到底发生了什
么”，但英方“强烈拒绝合作”。

俄籍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
尔父女3月4日在英国南部城市
索尔兹伯里疑似中毒昏迷，入
院治疗。女儿尤利娅4月上旬出
院，斯克里帕尔5月18日出院。

英方认定俄方应承担责任
并驱逐俄方外交官。美国等多
个西方国家及其盟国支持英
方，同样驱逐俄外交官。俄方指
认英方“栽赃”，以对等人数驱

逐英美等国外交官。
英国检方9月5日发布两名

俄罗斯男子的姓名和照片，指
控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和鲁斯
兰·博什罗夫向斯克里帕尔父
女“投毒”。英方随后说，这两人
可能使用化名，是俄罗斯情报
总局的特工。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说，
已经找到两人，他们是“平民”
而且“没有犯罪”。这两名男子
出现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13日

播出的一则采访中，否认与中
毒事件有关联，只承认“以游客
身份”去过索尔兹伯里。

两人13日在采访中说，彼得
罗夫和博什罗夫是他们的真名，
他们是普通人，生活突然间被搅
得“天翻地覆”，由于担心人身安
全不再敢出门。两人还说，之所
以连续两天去索尔兹伯里，是因
为第一天去的时候天气不好，

“到处都是泥泞”，所以他们返回
伦敦，第二天又去了一趟。

英方称，监控录像拍到两
人在斯克里帕尔父女家小区步
行。两人辩解说，他们“可能路
过斯克里帕尔家的房子，但并
不认识他”。

佩斯科夫14日说，还没来
得及看对两人的采访，克里姆
林宫与那次采访“没有关系”。
他强调，俄方立场“没有变化”，

“我们无法接受将索尔兹伯里
发生的事与俄罗斯领导层或俄
罗斯相关联”。

本报记者 王昱

“小人”副总统
枪杀绅士财长

1804年7月11日，一个明媚
的夏日清晨，一场决斗在美国
哈德逊河畔进行。按照当时决
斗的规矩，在双方拉开十步距
离后，受挑衅的那位有权先开
枪。这位可以先开枪的绅士瞄
也不瞄地向空中开了一枪，而
后向着对手微施一礼，示意对
方可以开枪了。但令他和在场
的两位证人惊奇的是，那位对
手居然举枪瞄了好半天，最终
一枪正中其胸膛。被击中的那
位在被痛苦折磨了30个小时才
溘然长逝。

这位死于自己风度的绅
士，正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
长、被誉为“华尔街之父”的汉
密尔顿，而那位“不按套路出
牌”的对手，则是时任美国副总
统的艾伦·伯尔。

要理解这场决斗为何发生
及其深远意义，我们必须理解美
国当时的背景。美国立国之初的
制度设计有很多天真之处，比如
当时选总统和副总统不像现在
这样先搭好班子，而是单靠数票
数，谁得票第一就当总统，第二
则当副总统。如果放到现在，就
相当于让希拉里给特朗普当副
手。在今天的人看来，这种选举
方式肯定会出事，但当时的人们
却觉得无碍：参选的都是绅士，
而绅士是不应该因为输掉竞选
而对胜利者挟私报复的。

然而，这种选举方式却在
1801年出现了问题。当时，杰斐
逊和伯尔在大选中获得的选举
人票相同，众议院投票结果又
相同，选举陷入僵局。其实所有
人都清楚，身为开国元勋的杰
斐逊威望远高于伯尔，后者若
是绅士理应让贤，但野心勃勃
又不顾荣誉的伯尔就是赖着不
退让。关键时刻，是汉密尔顿出
面说动了几位支持伯尔的众议
员倒戈，伯尔这才屈服。

其实，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也
是政敌，但汉密尔顿此番“路见
不平一声吼”，是因为他认定杰

斐逊是绅士，而看不惯伯尔做事
无底线——— 显然，汉密尔顿不懂

“宁惹君子，不惹小人”的东方处
世哲学。心胸狭窄的伯尔在“屈
居”副总统后嫉恨上了汉密尔
顿，与他展开了白宫最初的“宫
斗”，最终两人矛盾激化，酿成了
1804年的那场决斗。

当时，原本血腥的决斗已
经形式化，其“潜规则”是决斗
双方都应向天放枪，以显示双
方都放下冤仇，矛盾了结。汉密
尔顿正是这么做的，但他忘记
了自己对伯尔的评语，“他是个
无原则的人”。

伯尔的卑劣行径遭到了当
时美国政坛众口一词的谴责，
杰斐逊为汉密尔顿的死去痛心
不已，并公开宣布拒绝与伯尔
这个“谋杀犯”同桌用餐，伯尔
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这就是
美国白宫的第一次“宫斗”。

内战时期掀“宫斗”
“小拿破仑”忍让林肯

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
农在谈及特朗普此次遭遇的

“内鬼”挑战时表示：“上次有美
国总统遭到如此挑战，还是在
内战期间，当时麦克莱伦将军

与林肯总统发生了冲突。”但事
实上，与林肯相比，特朗普面临
的麻烦只怕大得多，因为挑战
林肯的那位麦克莱伦，至少还
是位做事有底线的绅士。

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是
美国内战时期的名将，1861年4
月内战爆发时，他还只是守卫
西弗吉尼亚的军区指挥官，但
战争给了他展现军事天赋的舞
台，他屡战屡胜，被士兵们誉为

“小拿破仑”。当年年底，麦克莱
伦就晋少将衔、联邦军总司令，
在稳定战局中起到了力挽狂澜
的作用。

但在此之后，这位“小拿破
仑”却跟总统林肯发生了激烈
冲突。林肯坚持要求在战局稳
定后立刻进行反攻，而麦克莱
伦则认为此时进攻会让联邦军
碰得头破血流，因而拒绝从命。
林肯于是绕过麦克莱伦任命其
下属指挥官，并要求他们直接
听命于总统本人，还洋洋得意
地表示：“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
想好好用自己的军队，我宁愿
把他们都借出去一会儿。”

然而，林肯总统的越级指
挥至少在前期表现得极不专
业，如麦克莱伦所言，他贸然进
攻的命令让联邦军损失惨重。

对林肯不满的声音在政界和军
中蜂拥而起，麦克莱伦则更加
声望卓著。林肯所属的民主党
中的不少议员直接找到麦克莱
伦，要他出面振臂一呼，表示对
总统的指挥才能不信任，这样
国会就能发起对林肯的弹劾。
假如麦克莱伦采纳了该方案，
历史也许将改写。

不过，麦克莱伦在仔细思
考后回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
虽然总统架空他“不仁”，可他
不能因此“不义”——— 以现役军
人身份发表政治见解有违美国
立国传统。麦克莱伦选择向林
肯辞职，以平民身份参选下一
届美国总统，与林肯光明正大
地竞争。遗憾的是，这位战功赫
赫的将军在竞选方面远不是政
坛老手林肯的对手，他在竞选
失败后远走欧洲，眼看着其继
任者格兰特将军摘走了平定内
战的胜利果实。

从这一轮“宫斗”中我们可
以看到，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
总统驾驭下属的手腕已经很不

“绅士”了，但还是有麦克莱伦
这样的人愿意为守住道德底线
而牺牲其政治前途，这让当时
的美国高层“宫斗”多少还有点

“君子之争”的余音。

“深喉”不是绅士
总统更不是

事实上，与本次特朗普事
件最像的，当数1972年的“水门
事件”。尼克松及其幕僚最初以
为，这件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但关键时刻，尼克松团队
内部出现了绰号“深喉”的“内
鬼”，他不断向《华盛顿邮报》记
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爆料政
府内情，让整个事件的内幕大
白于天下，最终导致尼克松总
统辞职。

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33
年中，“深喉”的真实身份一直
是美国政治和新闻界最大的秘
密。直到2005年，《名利场》杂志
才发文披露，“深喉”是时任美
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
菲尔特。而他甘愿充当“内鬼”
的动机也随之揭开——— 原来，
1972年菲尔特的顶头上司、执
掌联邦调查局多年的局长胡佛
去世，菲尔特满心以为自己能
接班，却没想到尼克松认命帕
特里克·格雷为代理局长。菲尔
特因此对尼克松怀恨在心，发
誓要扳倒他，于是充当了泄密
的“深喉”。

这个真相爆出后，不少“深
喉”过去的拥趸“粉转黑”，更有
人指责菲尔特违背上任时的誓
言，利用其副局长的职权泄密，
实乃公报私仇，还有人要他为之
后数十年白宫因“深喉”事件而
蔓延的互相猜忌负责。然而，当
初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如今
仍致力于爆料特朗普政府黑幕
的畅销书作家伍德沃德的评价
却很耐人寻味——— 有人问他，是
否认为“深喉”的所作所为“不绅
士”，伍德沃德哈哈大笑说：“也
许吧，但尼克松更不。”

在汉密尔顿时代，像伯尔
那样的小人在美国政坛是少
数。到林肯时代，麦克莱伦那样
的君子成了稀罕。而现如今，美
国的政治已经成为了不绅士的

“内鬼”与更不绅士的总统之间
斗争。但也许这正是美国政治
发展的大势——— 让有绅士风度
的人自省退场，让无处不在的

“内鬼”替人民监督总统。

白白宫宫不不缺缺““宫宫斗斗””，，缺缺的的是是绅绅士士范范儿儿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如火如荼的特朗普“捉鬼”大戏仍在白宫上演着。上周，自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匿名作者在《纽约时报》
刊文,批评总统特朗普的执政方式，还称政府内部存在针对特朗普的“抵抗力量”。此文把美国政府高层闹得
人仰马翻，连副总统彭斯也被列为了怀疑对象。不过，也有不少声音指责这位自居为“抵抗力量”的“内鬼”并
不英勇——— 躲在幕后发声，算什么绅士？

只要存在权力，就会出现围绕权力的争夺，纵观美国立国史，白宫“宫斗”其实贯穿始终。只不过，一路走
来，我们会发现白宫“宫斗”中那曾经浓烈的绅士范儿确实越来越淡了。

英英国国若若想想讯讯问问““嫌嫌犯犯””，，俄俄方方将将考考虑虑
此前英指控的两人否认与中毒事件有关

1972年的“水门事件”中，不绅士的“深喉”马克·菲尔特（右）的不断爆料，最终导致尼克松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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