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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人物

□本报记者 张文

少年政治家

不谙世事这个词，绝对不适
合用来形容12岁的埃及少年阿
里·艾哈迈德。他在接受采访时，
宏论埃及的社会不公、政治丑
恶、宪法虚妄、政教勾结等非常

“成熟”的话题，还蹦出“法西斯
神权国家”、“建立在虚假之上的
必为虚假”一类的词句，怎么不
让人惊呆？

记者问他为啥懂这么多，艾
哈迈德说，他常倾听民众的谈话，
而且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还读报
纸、看电视、上网搜索。其实这段
视频是2012年10月录制的，当时正
值前民选总统穆尔西“扩权”引发
民众不满之时。如今听上去，艾哈
迈德的话倒也是对这个国家为何
动荡不安的一个注解。

总统小专家

阿登·海耶斯是个可爱的5

岁小男孩。他凭借自己对历届美
国总统长达三年的“研究史”，在
回答“谁是最胖的美国总统”、

“谁是出生在美国独立日的总
统”、“谁是最先出现在电视上的
总统”这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时，
对答如流。在他看来，自己是个
天才，比老师还要聪明，阿登长
大的目标，也是要当总统的。

节目最后，阿登背诵起林肯
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站上凳
子，聚光灯打在他那张稚嫩的脸
上，小家伙一本正经地背了起
来。背了几句，阿登突然转过头
来对主持人说：嘿，你要告诉我
什么时候停下来，它太长了。看
来，阿登不仅对美国总统如数家
珍，还有一股机灵劲儿。就像主
持人说的，说不定阿登未来能当
个好制片人呢！

“我很笨的”

阿登参加的脱口秀节目的
工作人员最近跑到街上去，问小
朋友们一些关于美国国歌的事。
由于这歌歌词不仅长还有些“超
纲”词汇，小朋友们唱得乱七八
糟，答得也让人捧腹大笑。最后
一个压轴出场的小姑娘，先是说
错了国歌的名字，还只唱了几个
单词就卡壳了。不过，小姑娘毫
不在意，她直言：我什么都不懂。
因为我很笨，我很笨的。

这个回答让观众“惊呆了”。
其实坦然承认自己很笨的人，也
是一种聪明，还挺幽默的。当然，
这经常只是小朋友或者女朋友
的“特权”。

巴拉迪：

埃及的“国际公务员”
□本报记者 张文 实习生 李雨婷 编译

“对话无可替代”

巴拉迪1942年出生在埃及一
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曾是埃及律
师协会的主席，家族中也有一些亲
戚从事律师行业。巴拉迪喜欢法律
这种用理性、逻辑思维解决问题的
方法，加之家庭影响，他先后在开
罗大学、纽约大学学习法律，获得
国际法博士学位。1964年，巴拉迪
进入埃及外交部，开始其外交生
涯。此后，他两次在埃及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中任职。1984年，已积累
了丰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巴拉
迪进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工
作。由于工作出色，1993年他被任
命为负责对外关系的助理总干事。
1997年12月1日，巴拉迪成为国际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1年9月、
2004年9月两获连任。

巴拉迪坚持多边主义哲学，以
科学态度、用事实说话。他顶着各
方压力，坚持非歧视性的核查原
则，捍卫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巴拉迪常说，我们是国际公务员，
我们会遵循公正和独立的原则。在
伊拉克问题上，2003年核查报告未
能如美国所愿，巴拉迪坚持认定对
伊指控证据不足，伊不存在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披露美军入侵伊拉克
后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封存的大量
高爆炸药丢失。这种不偏不倚的态
度，赢得了各界对他本人和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尊重。2005年，国际原
子能机构和巴拉迪凭借其在阻止
核武器扩散方面的突出贡献，共享
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在核问题的夹缝中搞
协调工作往往费力不讨好，巴拉
迪仍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偏见：有
人称他是“变色龙”，有人指责他
是美国中情局间谍，有人对他的
工作成果表示质疑。

他不以为意。在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工作经历，让巴拉迪深深
意识到对话的重要性。他说：“对
话不是任何奖赏性的东西，对话
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伊朗还是

朝鲜，他一直都在强调让各方参
与对话、参与谈判。

两次“倒穆”

2011年1月27日，在埃及民众
反对时任总统穆巴拉克的示威开
始之际，巴拉迪启程回国。他说，他

将参与到埃及民众的反政府示威
中，“我想，全埃及可能爆发一场大
规模示威，我将和他们(示威者)在
一起。”但他也强调，自己不会领导
示威游行，“我会参加示威，但我不
是这场街头运动的领导者，我的工
作是通过政治途径推动变革。”

主张改革的巴拉迪怀有理想
主义色彩地希望埃及的改革是和
平公正的。为了让自己显得独立，
在“倒穆”行动中巴拉迪甚至没有
成立党派，只是宣布成立了一个
名为“国家改革阵线”的组织，在
埃及军方与宗教势力之间，希望
可以团结更多世俗派的力量。

不过现实的复杂程度远远超
过了巴拉迪的想象。世俗派力量
的混杂，改革思路与路线的冲突，
以及宪法中关于无党派人士不得
参与埃及总统大选的法律约束等
种种掣肘，最终使巴拉迪放弃参
加总统大选，选择与穆斯林兄弟
会合作出任穆尔西政府总理一
职。这一时期，是巴拉迪和穆兄会
合作的“蜜月期”。

不过，穆尔西出任总统后，巴
拉迪并没有得到承诺中的总理一
职，总理人选转交给了军方。反对
穆巴拉克的巴拉迪，又成了坚定

的穆尔西反对者。而今，他成了穆
斯林团体的头号公敌，并在《外交
政策》的“失败国家”特刊中发表
文章苛评穆尔西政府的行政管
理。当穆尔西被罢黜后，他又将军
队逮捕穆兄会首领和封锁伊斯兰
电视台评价为“预防措施”。

没有救世主

在过渡政府总理一职上，巴
拉迪是个不错的人选：他在国际
上享有赞誉，年龄偏大或许不会
贪恋权柄，他是一个政治家而非
独裁者。他很可能和像IMF之类
的国际组织合作愉快，这是穆尔
西断然拒绝的。

然而，巴拉迪并非没有弱点：
第一，他代表着生活在城市的、受
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的一小撮
人。和穆斯林团体的分歧不利于
他组建一个统一的政府，反而可
能导致裂痕更深。第二，这位国际
公务员缺乏个人魅力，在埃及目
前动荡的局势下，他的个人威信
主要通过采访和推特推文释放。
他不是那种可以在广场上振臂一
呼一呼百应的演说家。他本人也
承认，自己本质上还是个害羞的
人，只能在面对亲人和熟人时，才
能展现少许幽默感。第三，尽管被
视为“可能是埃及政坛上最坚定
的自由主义的声音”，但巴拉迪频
频表现出的政治摇摆姿态，却让
观察人士心生疑窦。

“你要去找到能获得的最大公
约数，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和
对话：在公共生活中，无论你在哪
儿，无论你做什么，你都需要这些
技巧。无论你是可口可乐的首席执
行官，还是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总干
事，还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巴拉迪
如是说。但是，在坚持自己的原则
来维持声誉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
以适应政界的现实情况并非易事。
或许目前的埃及，并不是包括巴拉
迪在内的哪一个政治家凭借一己
之力就能力挽狂澜、弥合分歧的，
走出这场危机的时间，还很长。

让人惊呆的

小伙伴们

本期一周人物，让我们
来领略一下最近那些让人大
吃一惊、叹为观止、会心一笑
的小家伙的风采。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萨科齐卷土重来？

▲萨科齐

宣布从法国政坛“引退”后，
萨科齐的日子一直过得低调而忙
碌。8日，萨科齐出席人民运动联
盟会议，这是他去年5月总统选举
失利以来首次现身政治场合。

媒体解读，萨科齐可能在为
2017年总统选举做准备。

“重打鼓另开张”

6月26日，法国《世界报》用整
版归纳了萨科齐的政治动向，并
得出结论：萨科齐正在为重返政
坛做准备。《世界报》称，萨科齐正
着手组建一个新的中右翼政党，
并将率领这个新政党参加2017年
的总统大选。

萨科齐离职后，法国深陷经
济危机的困局，现任总统奥朗德
的支持率也在持续下跌。

今年早些时候，萨科齐对法
国一份周刊说，如果他重返法国
政坛，那一定不是因为“我想要回
来”，而是因为法国局势恶化，需
要他的回归。

对萨科齐来说，他参选总统
至少会得到IMF总裁拉加德的支
持，她曾经表示过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向萨科齐效忠。

与此同时，萨科齐也有相当
不错的群众基础。5月的一次民调
显示，如果大选现在就举行，萨科

齐可以完胜奥朗德。

盟友们不愿意

萨科齐重组中右翼政党，意味
着他将彻底“抛弃”人民运动联盟，
得知这个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

科佩和前总理菲永代表了人
民运动联盟中的两个派别，势同
水火，二人分庭抗礼导致这个法
国第一大党人心涣散，日益分裂。

人民运动联盟的总书记迪迪
埃·若弗鲁瓦说，他认为只有一个

人可以力挽狂澜收拾残局。“我确
实希望萨科齐能够回归，因为我
们需要他的经验和权威。”

科佩和菲永当然不希望萨科
齐回归。对人民运动联盟的支持
者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有87%
的人希望萨科齐可以作为人民运
动联盟的候选人参加2017年的大
选，这样的支持率让科佩和菲永
都无法望其项背。

司法纠纷不是障碍

法国《新观察家》报认为，萨
科齐官司缠身，对他重回政坛是
不小的障碍。目前，萨科齐正在接
受包括非法筹集竞选资金、“塔皮
利益输送案”在内的六起丑闻案
件的审理，萨科齐对所有指控都矢
口否认。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
兰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表示，

“我完全不认为他重返政坛会受那
些司法纠纷的影响。萨科齐自从进
入政坛之后就一直与反萨科齐主
义作斗争，早就习以为常了。我甚
至觉得他从他的反对者身上汲取
力量。”

几天前，前总理希拉克呼吁
媒体、司法机构和公众参与到“追
捕萨科齐”中来。在拉法兰看来，
这完全是人为操作的抹黑行为。

人们也是受到“看热闹”心理的驱
使，才会参与。

政坛同僚泼冷水

萨科齐到底是通过新组建的
政党还是利用人民运动联盟的平
台参选总统，尚未可知。距离2017
年的大选还有三年多时间，萨科
齐可以慢慢部署，谨慎行动，一颗
红心，两手准备。

拉法兰说，并不排除萨科齐
会再次回到人民运动联盟，但现
在断定他是否会参加2017年的选
举还“为时过早”。

拉法兰说，根据他最近观察
到的情况，萨科齐“还没有明确表
现出要参加大选、重任总统的态
度”，但是“他频繁会见世界经济
学家的行为不太谨慎”。

法国《交锋》杂志对1973名18岁
以上的法国人进行民意调查，发现
40%的法国人希望萨科齐参加2017
年的大选，并再次出任总统，60%的
人则不希望萨科齐复出。

摩拳擦掌准备参加2017年大
选的法国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
表示，已经准备好与萨科齐进行
一次“开诚布公的交锋”，“我们之
间将会有一场斗争，法国人民会
决定谁对谁错。”

据《青年参考》等

埃及临时总统曼苏
尔9日任命反对派领袖
穆罕默德·巴拉迪为副
总统，任命前副总理兼
财长哈齐姆·贝卜拉维
为过渡政府总理。这也
坐实了此前巴拉迪被任
命为总理的消息是个

“乌龙”事件。
这就是如今的埃

及：任何最新消息都有
可能是“乌龙”报道。政
坛瞬息万变，国家在各
方博弈中陷入动荡的泥
淖。呼声一直很高的国
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
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巴拉迪，看起来并不是
埃及的救世主。

▲巴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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