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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拒绝出庭，破罐破摔还是绝地反击？

10月13日，韩国首尔中央
地方法院采纳了检方的申请，
以考虑到朴槿惠有“销毁证据
的可能性”为由，裁定延长拘
留期限6个月至2018年4月。受
此裁决影响，1 6日朴槿惠未
能迎来获释，她在当天的庭
审中发表了接受公审以来的
首次言论，称“不会放弃……
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随后，
朴槿惠的律师团队集体请辞。
18日，朴槿惠向法院递交亲笔

信，以健康为由拒绝出席19日
的第81场庭审。

据韩媒报道，朴槿惠在拘
留所里一直在读日本历史小说

《德川家康》，该书描写的是日
本战国三英杰织田信长、丰臣秀
吉和德川家康的权力斗争与盛
衰兴亡。韩国《东亚日报》报道
称，朴槿惠2007年竞选大国家党
总统候选人失败后也曾读过这
本小说，而且他的父亲、韩国前
总统朴正熙也很喜欢这本书。

由此看来，13日韩国法院
延长拘留期的裁定是个“引
子”，16日朴槿惠首开金口则是
一次爆发和转折，标志着朴槿
惠应对检方指控和法院审判的
态度发生转变，由过去6个月法
律程序内的辩护，改为接下来

以更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甚
至不惜破罐破摔。

从朴槿惠16日的发言和随
后其律师团队的集体请辞来
看，这应该是双方早就商量好
的应对之策。加之她在严厉表
明立场之后，紧接着拒绝出庭，
表面看上去像是破罐破摔，实
则更像是换了一种方式绝地反
击。

朴槿惠这一招，一方面是
在向法院施压，敦促法院就事
论事地审判，避免检方乃至院
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强化
其受害者形象；另一方面，由于
6个月的高强度审理之后仍无
确切结论，这让朴槿惠得以打
出“政治报复”这张牌，给了文
在寅政府和反对派一记不大不

小的回击。
不过，朴槿惠这一步棋能

否达到预期效果还不好说。首
先，当前的韩国政坛形势总体
上仍对朴槿惠十分不利，亲信
干政案给韩国宪政体制和社会
造成的冲击太大，对她的问责
呼声至今没有减弱。即便是她
所在的自由韩国党，眼下也急
着与其切割，劝说朴槿惠自行
退党，否则就开除党籍。

其次，文在寅政府不但正
在审判朴槿惠，刚刚又启动了
对朴槿惠的前任李明博涉嫌插
手“BBK股价操纵案”的调查。
同时，最大在野党、保守阵营的
自由韩国党检举前总统卢武铉
夫人及儿女，称他们与当年卢
武铉也受到牵连的朴渊次行贿

案有关。朴槿惠和李明博均是
保守派代表，而卢武铉则是进
步主义总统，现总统文在寅继
承了卢武铉的衣钵。三位前总
统同时被调查，反映出当前韩
国政治的两大派别——— 保守阵
营与进步主义阵营——— 斗争的
白热化。

从当前三位前总统均遭调
查的“巧合”中不难发现，三起
案子都涉嫌政商勾结，而这正
是韩国政治与财阀深度捆绑难
解难分的痼疾，同时也是文在
寅政府面临的最大最棘手难
题。朴槿惠事件就像投入水潭
中的一块巨石，激起的巨浪将
持续不断地冲击韩国政治和社
会，朴槿惠本人的结局和命运
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种牛痘，一段“科学而不民主”的历史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生的
中国人，胳膊上大都会留有
一块小小的疤痕，那是童年
时种牛痘的印记。这些年来，
孩子们已经不用种牛痘了，
如果家长跑去咨询医生为什
么不种牛痘，他们得到的答
复肯定是这样的：天花病毒已
经绝迹了，所以再种牛痘就没
意义了。

10月25日是人类天花绝迹
纪念日。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宣
布：如果连续两年没有发现天
花病人，就可以宣告人类天花
的绝迹。1977年10月26日，在
非洲的索马里发现还有1个天
花病人，之后的两年中，全球
再没有发现一个新的天花病
人。于是，1979年10月25日这
一天，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
天花绝迹。这项宣言可以名垂

史册，因为它是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次对一种致命病毒取得
决定性的胜利。

天花几乎跟人类的历史一
样久远。3000多年前，古埃及的
木乃伊身上已见到天花的疤
痕，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平均每
5人中就有一个因罹患天花而
成为“麻脸”。18世纪，一次天
花大流行还在欧洲夺去了1 . 5
亿人的生命。但也正是在这
场灾难中，人类找到了战胜
这种病魔的办法：英国乡村
医生爱德华·琴纳通过借鉴
来自中国的“种人痘”，发明
了“种牛痘”，通过打疫苗让
普通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从而避免天花流行。

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是在
18世纪末，然而人类直到20世
纪末才彻底消灭天花，中间这
近两百年干什么去了？

事实上，发明牛痘接种法，
在人类对天花的斗争中仅仅
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
比天花病毒更难消灭的，是
人类头脑中已经延续数千年
的固有观念。

1798年，琴纳发表了他的
著名论文《关于牛痘的原因及
其结果的研究》，正式提出用种
牛痘防御天花。起先遭遇的当
然是一轮理论扯皮，高傲的英
国学界根本不愿相信一个乡村
医生的偏方，教士们也跟着裹
乱，说种牛痘是异端。等到这些

“学术泰斗”终于都被说服（其
实是老死了），时间已到19世纪
中叶。1853年，英国议会终于通
过《预防接种法案》，对出生三
个月的婴儿强制种牛痘，可是
这却引起了更大的乱子——— 该
法案居然遭到了全英国民众的
抵制。

以今天的眼光看，英国普
通百姓的这种惧怕情绪也可以
理解。必须承认，接种疫苗确实
存在一定风险，尤其是当时的
牛 痘 接 种 技 术 并 不 完 全 成
熟，被接种者有极其微小的
概率致残甚至致死，虽然这
个概率远远小于不接种疫苗
者感染天花并致死致残的可
能，但人性都是短视的，很多
人宁愿冒险赌自己未来不染上
天花，也不愿意眼下冒很小的

险去打那一针。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

疫苗运动”在英国展开，成千上
万的普通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
威，要求政府废止这项“杀婴法
案”。当时的报纸这样描绘游行
的壮观场面：“前面有旗帜开
道，一个护卫队形成了，队伍护
卫着一个年轻的妈妈和两个男
人，这三个人已经下定决心把
自己送进警局接受监禁，因为
他们孩子的预防接种……这三
个人被上万的人簇拥着……三
声真诚的欢呼送给他们，当他
们进入警局，他们将成为其中
的新鲜血液。”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反
疫苗运动”还跟各种阴谋论相
结合。比如，在正在暴发饥荒
的爱尔兰，爱尔兰人执着地
相信“英国佬”逼他们接种疫
苗是在进行种族灭绝，以缓
解粮食危机。而在英国本土，
工会组织则把接种疫苗描述
为“ 资 本 家 控 制 工 人 的 阴
谋”，居住在英国的天主教徒
则说这是英国国教在对他们搞
宗教迫害……总之，各种五花

八门的阴谋论逼着你不得不相
信这就是一场惊天阴谋，而且
还是冲着你来的。

面对汹涌的民意，如果换
作今天的大多数西方政府，估
计这事儿就拉倒了：种牛痘再
重要，能有选票重要？好在当时
的英国政府并不这么“软”，而
是拿出了铁腕作风，政府出动
军警在各地维持秩序，拒不给
孩子接种牛痘者要被罚款，敢
借机闹事或捣毁接种疫苗设备
者要抓去坐牢。另一方面，首相
亲自出面说动了维多利亚女
王，女王带头给自己的一大群
孩子都种上了牛痘。在政府的
软硬兼施下，民众们终于骂着
娘把牛痘种了。

作为人类史上第一种疫
苗，种牛痘每传到一地，基本就
要重复上述过程，这么搞了一
百多年，才终于消灭了天花。

民主和科学，这两个词汇
常常被我们连用，但世界上真
有一些选择，民主了就不科学，
科学了就难民主。在这样的问
题面前如何抉择，考验着人类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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