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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人物

□本报国际观察员 尹明亮

沙特王子毕业：烧钱

豪掷1500万美元，只是为了
庆祝自己顺利毕业。上月，沙特
王子法赫德·阿勒沙特将整个巴
黎迪斯尼乐园包下三天。

偌大一个迪斯尼乐园，连续
三天的时间，只供王子和他的60

多名嘉宾享用，他们想必玩得够
畅快。只是如此大手笔的“烧
钱”，也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纵然是不差钱的沙特王室，烧钱
时或许也该想想怎么烧得更有
意义些。

英贵族议员：捞钱

近日，英国国会三名议员收
费为企业游说的事让他们处在
了风口浪尖，虽然被逮个正着，但
三人依旧咬定自己不违规。

莱尔德、康宁汉姆、麦肯奇，
他们虽都是拥有终身席位的贵
族议员，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身
为勋爵，却利用自己的地位牟
利，明目张胆地捞钱。如今终身
议员的荣耀已被剥夺，纵使三人
再怎么狡辩，丢掉的声誉恐怕也
捡不回来了。

日最年轻市长：28岁

最近在日本，28岁的藤井浩
人成功当选岐阜县美浓加茂市
市长，这使他成为日本最年轻的
现任市长。

藤井浩人的当选引起不小
的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非议，
因为他靠的是自己对市情的掌
握和符合老百姓期待的政策。对
很多国人来说，火箭蹿升的例子
已不再陌生了，却每每都惹来非
议。藤井浩人的当选说明，不是
大家见不得年轻人快速升迁，只
是希望升得明明白白。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

不妥协的国家公仆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整理

漂亮的成绩单

1954年，埃尔多安出生于一
个贫寒之家，童年和青年时代，为
补贴家用，埃尔多安经常走街串
巷，卖过柠檬、针头线脑、面包和
饮料。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埃
尔多安在少年时代也有着自己的
足球梦想，因此他被盟友戏称为

“伊玛目·贝肯鲍尔”，伊玛目是伊
斯兰教职，意为领袖、表率，贝肯
鲍尔则是德国的著名球星。

埃尔多安的祖国土耳其在
1923年成为共和国，在国父凯末
尔的带领下，走上世俗化、现代化
的变革之路。在埃尔多安出生前
两年，土耳其加入北约。1959年，
土耳其开始申请加入欧共体(后
扩展为欧盟)。这个大部分国土面
积在亚洲的国家，一直在“西行之
路”上孜孜不倦地行走。

从骨子里来讲，埃尔多安是
伊斯兰保守派。上世纪90年代，埃
尔多安在一次演讲中朗诵了一首
被认为带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
诗歌，遭到牢狱之灾，5年内不得
参选。但2003年当选土耳其总理
以来，他务实地在国家世俗化的
道路上不断前进，拿出了一份漂
亮的成绩单：土耳其的GDP以平

均每年超过5%的速度增长。2005
年，在进行了大量“达标”改革后，
土耳其开启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的谈判，这份荣誉土耳其追求了
40多年。和他的前任相比，埃尔多
安还和库尔德武装分子积极寻求
对话。在中东地区事务上，土耳其
也在寻求更积极的影响力。

这些成绩说明了为什么埃
尔多安率领的正义与发展党能
连续三次赢得选举，而且得票
一次比一次高。埃尔多安现在
仍然很受欢迎，尤其是在以小
企业主和保守的安托利亚农民
为 主 的 城市数百 万 新 移 民 心
中。和无所作为的反对派相比，
就算再来一次选举，正义与发
展党胜算依然很大。

强人还是“狂人”

或许正是因为漂亮的政绩，
或许是个性使然，执政10年的埃
尔多安在一些人的眼中变得越来
越傲慢。反对派称其为“狂人”，美
国媒体发出了埃尔多安“是成功
领导人还是独裁者”的疑问。

此前，埃尔多安就有许多令
人印象深刻的言论。2007年土耳
其议会大选前夕，他放出豪言：

“如果我们不能(赢得大选)独立

组建政府，将从此退出江湖，再不
过问政治。”在最近的国内骚乱
中，埃尔多安像一名斗士般态度
强硬：“如果这是要举行集会，如
果这是一场社会运动，他们聚集
20人，我就组织20万人。他们组织
10万人，我就调集百万人。”“如果
他们把一名国家公仆称作独裁
者，那么我无话可说，我只关心如
何为7600万民众服务。”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更
传统一面的埃尔多安。”政治分析
师辛那·乌戈说，“他之所以继续
保持蔑视态度而不去缓解局势，
是因为不妥协的强硬政策在过去
让他受益，他相信这种政策今后
也会如此。”

街头示威者大都来自城市的
精英阶层——— 西化、世故、世俗是
他们的共同特点。另一方面，埃尔
多安在土耳其外省和乡村仍然颇
具人气，教育程度不高、相对贫
困、保守、信奉宗教的人对他的接
受程度更高，他们喜欢埃尔多安
不妥协的强人态度。

在埃尔多安学习古兰经、练
习踢足球的家乡，工人阶级的邻
居们依然给予埃尔多安强有力的
支持，但是就算最忠诚的支持者
也承认，对于埃尔多安的独裁风
格，他们的耐心在逐渐减弱。

如何面对多元声音

国内抗议不断的同时，埃尔
多安还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
力。法新社称，欧盟委员会负责扩
大事务的委员福勒7日呼吁土耳
其就警方对反政府抗议者实施暴
力进行透明调查。埃尔多安对此
进行尖锐反驳，批评欧洲盟友搞
双重标准。他为自己辩护称“欧盟
国家在类似情况下更加暴力”，只
能让土耳其距离加入欧盟的目标
更加遥远。他还攻击“推特”，指责
社交媒体散布谎言。

埃尔多安的西方盟友喜欢将
土耳其和动荡的中东国家相比，
在他们眼中，土耳其是一个稳定
的成功的穆斯林民主国家。“作为
地区关键力量，强大的、稳定的土
耳其很有必要，我们希望这次骚
乱事件尽早处理好。”一名地区外
交官如是说。

国内国际在数年内都很少关
注埃尔多安个人独裁主义倾向。他
用个人力量统治政府，大多数的
亲政府意见也让他几乎不需要寻
求共识。如今，当这些反对的声音
涌上街头时，埃尔多安或许应该思
考：民主政体下，如何兼容多元声
音？ 据路透社、《经济学人》等

压力之下不改偏执

当地时间6月4日，德古赫特用
了1200多个英文词的演讲，来解释
欧委会为何要对中国输欧太阳能
产品征收临时性反倾销关税，分阶
段的征收办法释放出期待谈判解
决的信号。

大权在握的德古赫特，似乎
的确受到了德国为首的大多数欧
盟成员国反对立场的压力，但是
这不足以改变他的某种偏执。今
年59岁的德古赫特，在进入六十
耳顺(即听得进不同意见)之年
前，决定做一些大事情。

欧委会贸易总司热火朝天地
与美国谈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
议，同样也与日本谈、与印度谈、
与越南谈、与马来西亚谈，从地图
上看，这些谈判国家围绕着中国
转，但就是不与中国谈。

直到5月底中欧太阳能贸易
争端接近初裁，德古赫特一边加
码称可能自主发起对华通信产品

“双反”调查，一边发声说可以与
中国谈双边投资协议、谈自贸区，
但是需要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用贸易争端撬动市场准入的
意图，正被外界越来越多地做出
分析。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
霍素克·李-牧山浩石说：德古赫特
真的相信，通过直接冲突就能够促
进中国经济改革；他真的以为，威
胁切断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
就能够谈判中国市场准入。

“很多欧盟贸易政策制定者，
对中国经济如何运作、如何在过
去15年间进行现代化，是知之甚
少的。”牧山浩石说。

理性有余变通不足

德古赫特是比利时人，毕业
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这所具有
近180年历史的学校追求学术自
由、崇尚理性。之后德古赫特进入
欧洲议会和比利时议会，在进入
欧委会前，曾供职比利时外交部，
后官至比利时副首相。

德古赫特法律专业出身，其妻
子也是一名法官。不过，有趣的是，
两人在2011年陷入了税务欺诈风
波，至今，比利时税务部门对德古赫
特和其妻的调查仍未结案。

德古赫特显得理性有余而变
通不足。位于伦敦的《犹太人纪事
报》在2010年9月3日报道说，德古
赫特在接受比利时荷语电台VRT
采访时，针对犹太群体发表了不
敬言论而惹来麻烦。其时，他已在
欧委会贸易委员任上。

德古赫特当时说，犹太人共
拥一种信仰，并且坚信他们总是
正确的。“很难与犹太人对中东问
题进行理性的交谈，即便是中间
派犹太人。”欧洲犹太人组织随即
表达了愤怒，并要求德古赫特道
歉。德古赫特还曾担任比利时荷
语区政党弗拉芒自由和民主党
(VLD)主席。在意识形态上，VLD
以经济自由派出现，但是之后日
益演变至中间立场，并放弃了不
少自由市场价值观，具有英国撒
切尔主义的右翼保守派特征。

2004年1月，德古赫特因为在
非公民移民的投票权问题上与时
任比利时首相伏思达政见不同而
被迫辞职，德古赫特反对赋予移
民投票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德古赫特：

想撬动中国市场的偏执者

美国追风者：遇难

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壮观、
震撼的龙卷风视频时，是否曾想
过拍摄者的处境？近日，美国的几
位“追风者”不幸在风中遇难了。

三名难者中包括蒂姆·萨马
拉斯、保罗·萨马拉斯这对父子，
过去20年中，蒂姆致力于龙卷风
研究，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追风
者”之一。他们的遇难也为许多
人敲响警钟，研究难以预测的自
然力量时，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
安全，而媒体或许也该重新考虑
龙卷风节目的制作方式了。

5月底，土耳其为拆除

公园引发了全国性骚乱，

目前，抗议还在继续。面对

示威，土耳其总理埃尔多

安——— 这位土耳其政坛目

前无人能出其右的政治家

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是毫

不手软地坚决镇压，还是

听一听异见者的声音？

埃尔多安

一个原本的自由贸易主义信徒，正越来越将
自己放置在保守派阵营，身上散发着贸易保护主
义色彩。

▲德古赫特

莱莱尔尔德德

蒂蒂姆姆··萨萨马马拉拉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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