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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容克克，，欧欧盟盟新新盟盟主主
当地时间6月27日，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讨论与争吵后，59岁的卢森堡前首相让-克洛

德·容克以26票的绝对优势被提名为下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盟经济
改革、移民和外交等重要政策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眼下，对如何才能使欧盟经济
恢复增长，各国莫衷一是，因此角逐欧盟主席一职，实质上是对欧盟主导权的争夺。而作为
最终可能将接任欧委会第12任主席的人——— 容克会领导欧盟“一切照旧”还是奋力改革？
这依然是个尚未揭晓的答案。

至于围绕容克的争议，则
与当下欧洲政治背景有关。不
久之前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
中，欧洲选民大面积转而支持
右翼和要求脱离欧盟的政党，
这表明欧洲民众面对移民、失
业和低增长等问题，已对当局
政党失去信心，渴求变革，而容
克恰恰与旧欧盟政策有密切联
系，这可能成为他的一大劣势。

事实上，眼下一些欧盟成
员国已经开始思考，欧委会目前
的运作机制是否适应当今局势
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容克
的反对正是这种观点的体现。英
国首相卡梅伦就坚定认为容克
是“旧派联邦主义者”，认为他成

天想的是建立“联系愈渐紧密
的欧盟”而不会推动改革，与其
观点类似的《太阳报》甚至把容
克描述为“欧洲头号危险人物”。

容克引发争议也与他个人
作风有关。虽说他是在任时间
最长的民主选举出的政府首
脑，但他某些关于民主的言论
却让人瞠目结舌。在2005年法
国就《欧洲宪法》投票之前，他
发言表示：“如果法国投了同
意，我们就说‘接着干’；如果投
了反对，我们就说‘继续干’。”
不过容克言论虽然不讨好，却
也很有魄力，他曾直言不讳地
谈论采取重大经济改革所面临
的政治风险，“谁不知道该怎么

做？我们只是不知道在做了之
后该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此外，一些批评家还将容克
描述成一个喜欢为了达成协议
而不择手段的人。他以前的部下
如是描述：容克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关到书房，只找一两
个真正信得过的人陪在身边。

“他的工作方式很老套，神秘兮
兮的，”他的老顾问说道，“他甚至
不喜欢成立内阁。”但是，担任欧
委会主席可不是光杆司令的活
儿，他必须领导一个25人的团队，
制定政策方案。喜欢把自己关在
书房里弄得“神秘兮兮”的容克
未来能否领导好这个团队，确实
是件令人担心的事儿。

日日本本主主妇妇

不不想想让让儿儿女女当当炮炮灰灰
□刘军国

37岁的鹰巢直美是日本神
奈川县座间市的一位家庭主妇，
有一个7岁的女儿和一个1岁半
的儿子。看到可爱的孩子，她常
常想起万一日本再出现战争，孩
子们就要受苦了。就是这种朴素
的立场，让她积极呼吁把规定放
弃战争权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推
荐为诺贝尔和平奖 (下文称诺
奖)。她说：“如果能把每个人的
声音都聚集在一起，世界将会发
生改变。”

鹰巢直美青年时期，对社会
问题不太关心。高中毕业后，她
去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大学
留学，在那里接触到各国难民，
他们因战火、暴力等问题而身心
受到创伤，这让她直观地感受到
战争的可怕。有一位来自苏丹的
难民，小学时父母遭杀害，他长
大后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年
龄。鹰巢直美说：“这一刻我领悟
到，宪法第九条是多么可贵，它
保护了战后几代人没有被卷入
战争。”

安倍晋三当了首相后，成天
琢磨着彻底改变日本“专守防
卫”的安保政策。鹰巢直美很生
气，却不知能做些什么。后来，她
听说了1991年美国一位大学教
授曾推荐日本宪法第九条获诺
奖，虽然此事没有成功，却启发
了她：“我可以把这事继续做下
去。”2013年1月，鹰巢直美在网
上发起了争取诺奖提名的签名
活动，并将签名发给诺奖委员
会。然而，该委员会在回信中说，
诺奖只授予个人或者团体，“像
宪法这种抽象的事物无法成为
候选对象”。

鹰巢直美没有放弃。她突然
想到，拥有宪法第九条的是日本
国民，可以把日本国民作为候选
人提出。她说：“日本因宪法第九
条，在过去近70年没有过战争。
如果被推荐为候选人能让广大
日本国民思考和平，那就具有非
常重大的意义。”她向支持和平
宪法的市民团体九条会做了报
告，得到广泛支持，成立了一个
争取诺奖提名的实施委员会。伊
拉斯谟和平研究所所长岩村义
雄说，必须支持这位家庭主妇，
要把宪法第九条留给子子孙孙。

今年2月1日，鹰巢直美把
一份有 4 3位推荐人的推荐信
连同24887人的签名一起寄到
诺奖委员会，同时继续在网站
上募集赞同者。截至6月29日，
已有45846人签名赞成。鹰巢直
美的目标是 1 0 0万支持者。家

住京都的 6 1岁家庭主妇汐崎
启子说，从来没像今年这样在
不安中迎来 5月 3日的宪法纪
念日，但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
充实过。不安是因为安倍政权
试图通过修宪来解禁集体自
卫权，充实来自于能参与到反
对修宪运动之中。她参加了当
日的募集签名活动，10人一小
时募集到556人的签名。

到4月9日，诺奖委员会正
式将宪法第九条列入候选名
单。听到这个消息，8 0岁的星
野恒雄非常激动。他在战乱中
度过童年，小学六年级时才迎
来和平生活。他说，生命因战
争被摧毁是件非常残酷的事，
自己骨子里对战争充满厌倦。
宪法第九条成为候选是第一
步，即便今年无法获奖，也要
继续努力。只要这样的活动坚
持下去，就会对试图修宪的人
造成压力。在 4月 1 9日一个记
者会上，鹰巢直美被问及“如
果宪法第九条获奖，希望谁去
参加颁奖仪式”，她说：“非常
希望作为日本代表的安倍晋
三 首 相 能 够 去 参 加 颁 奖 典
礼。”当然，她也更希望此事对
安倍能有所触动。

日本宪法专家、国际基督教
大学名誉教授笹川纪胜在接受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
日本宪法第九条为和平作出
了很多贡献。没有比在和平状
态下生活更让人感到高兴的
事，谁都不愿让自己的生命因
战争而丧失。他说：“我已是个
老人，儿女年龄也大了，应该
不会参加战争了。但孙辈们却
可能会面临着不得不参加战
争的局面。为了阻止孙辈们参
与战争，我将在所不辞。”日本
专修大学法学部教授内藤光
博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宪
法第九条能成为诺奖候选，与
日本当前现实政治情况有关。
日本民众对安倍政权的超保
守主义政策和军事扩张路线
抱有非常大的危机感与不信
任感。宪法第九条对阻止二战
后日本政府的军事扩张起了
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
把诺奖颁给支持它的日本民
众，是有一定价值的。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饱受争议的神秘候选人

说起政治主张，“欧元先
生”“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

“资深欧盟局内人”“金牌和事
老”都是可以贴在容克身上的
标签。

容克在应对2011年欧债危
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那时，希
腊陷入巨额债务，其他欧元区
国家也在垂死挣扎，单一货币
的存续危在旦夕。在一场电视
辩论中，作为欧元集团主席的
容克高调表示，自己曾没日没
夜、通宵达旦地救助希腊，在危
机最艰难的时候，他一天工作
14个小时，不顾身体健康，不断
抽烟提神。在电视辩论中，他还
表示欧盟现在应该提出新理念

解决债务问题，建立数字化单
一市场，同时保证“工人最低工
资标准”。目前，他是卢森堡最
受欢迎的政客。他同时呼吁欧
盟和美国建立起自由贸易条
约，虽然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
人担心与强大的美国合作，这
项提议颇具争议。

容克更值得称道的政绩是
协调各国利益关系，推动欧盟
整体工作进展。在这方面，他得
天独厚的条件之一是其国籍：
他出身卢森堡，这个小国是欧
盟的元老国，而地理位置夹在
法国和德国的中间，所以不得
不同时与两个邻国处理好关
系，容克由此练就了“金牌和事

老”的功夫，因为他总能想方设
法让法德达成共识。比如在经
济同盟和货币同盟问题上，他
就曾让法德两国做出了至关
重要的妥协。

当然，有时也会吃力不
讨好，欧债危机早期，他为欧
洲信誉最高和信誉最低的政
府之间搭建桥梁，主张欧元
区国家分摊债务，结果惹毛
了德国，因为他触碰到默克
尔的底线。不过，由于容克认
同欧委会需要在教育、医疗
和外交事务方面承担更多职
责，他最终还是赢得了在这一
问题上与其志同道合的默克尔
的鼎力相助。

颇有作为的“金牌和事老”

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
容克的履历堪称丰富：他是
卢森堡前任首相、前任财政
部长，同时还是欧盟成员国
中 在 位 时 间 最 长 的 政 府 首
脑、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
民选领导，并曾在欧洲金融
债务危机最黑暗的时期担任
过欧元集团主席。不过，政治
地位如此显赫的容克其出身
却并不显赫，只是一名钢铁
工人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
欧 洲 还 在 二 战 的 废 墟 中 挣
扎，他的父亲还被强征加入
德国军队。

长大后的容克虽然出身法
律专业，却从未当过一天律师。
毕业之后，他先是当选卢森堡
下议院议员，紧接着就被选入
首相内阁，29岁就当了劳工部
长，主持了许多欧共体理事
会会议，在这一时期，他亲欧
洲一体化的倾向初露头角。
在1 9 8 9年大选之前，容克出
了车祸，昏迷了两周，但他还
是及时康复，再次回到下议
院并升职为财政部长，这职
位历来都是为首相候选人准
备的。容克在欧盟中的影响力
也在与日俱增，他主持了欧盟

经济金融事务委员会工作，在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发挥关
键作用。1995年，容克成功当选
卢森堡首相，仍担任财政部长。
2013年容克因卢森堡窃听丑闻
被迫辞职，2014年3月被提名为
欧委会主席竞选人。

容克精通英、法、德三国语
言，他自己曾开玩笑道：“我要
说的是法语，想的却是德语；要
说的是德语，想的却是法语。结
果就是，别人根本听不懂我在
说什么。”虽然这个玩笑开得不
错，但在同事眼里，容克仍是个
丝毫没有幽默感的人。

青云直上的钢铁工人之子

本报特约编译 曾宪姝

即将接任欧盟主席的卢森堡前首相让-克洛德·容克。

鹰巢直美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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