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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
运营特朗普推特的神秘男人

本报记者 王昱

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如果要选当代世界政坛上
最长、最“铁”的友谊，大约非普
京和梅德韦杰夫莫属。

在与普京达成政治联盟之
前，梅德韦杰夫的仕途其实并不
顺利：1996年，由于其支持的候
选人竞选圣彼得堡市长失败，梅
德韦杰夫甚至一度打算放弃从
政，专心在母校圣彼得堡大学教
法学，并在此期间当上了副教
授。但1999年普京出任俄总理
时，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比他小13
岁的圣彼得堡老乡，提拔他担任
自己的办公室副主任。普京于
2000年、2004年担任总统期间，
梅德韦杰夫一路平步青云。
2008年，在因总统连任限制而
即将卸任的普京的大力支持
下，梅德韦杰夫一举拿下了俄
罗斯总统的宝座，实现了从学
者向总统的华丽转身。当外界
普遍将梅德韦杰夫看做是普京
的接班人时，令人吃惊的一幕
发生了：胜选后的梅德韦杰夫
直接提名普京为总理。

如果说此次任命还可以解
释为普京想对梅德韦杰夫“扶
上马，送一程”，那么，4年后的
2012年，当梅德韦杰夫将总统
宝座“交还”普京时，他又被后
者任命为总理。国际社会此时
算是彻底看明白了——— 原来普
京为自己挑选的不是接班人，
而是执政伙伴。

“自古罗马后三头同盟之
后，民主政治体制从来没有被这
么戏耍过。”2012年，面对普京和
梅德韦杰夫的角色互换，美国

《纽约时报》曾如此评价。的确，
从西方政治机构设计的初衷来
看，总统和总理之间既是合作
伙伴，同时也存在相互制约的
关系，如果双方有人试图超出
权限，甚至有可能爆发“府院之
争”。但这种关系在当今的俄罗
斯是看不到的，普京和梅德韦
杰夫在总统和总理之位上彼此
换来换去，只是为了绕开任期
限制的一种权宜之计，它的确
很像古罗马共和国向帝制转变
时出现的那些政客同盟。

今年5月7日，普京就职第
七届总统后，根据俄宪法的规
定，梅德韦杰夫自动失去总理
权力。一些舆论又开始猜想，这
次普京是否会给俄罗斯换换口
味呢？毕竟选民们对这种二人
转难免“审美疲劳”。不过，如前
所述，这种期望最终没有实现。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又提名
了梅德韦杰夫时，普京给了俄
罗斯国家杜马两大理由：首先
是梅德韦杰夫工作出色。普京
说，梅德韦杰夫领导的上届政
府经历了俄罗斯最困难的时
候，但仍然成功完成了各项棘
手、紧急的任务，并拓展了俄罗
斯的发展机遇。

第二是有利于政策的延续
性。普京提到，保持延续性是

“非常重要的”。他说，梅德韦杰
夫及其他几位政府成员在过去
的一年至一年半时间里制定了

“俄罗斯到2024年前的国家战
略发展任务和目标”，因此现在
由梅德韦杰夫的团队来负责实
施这一任务也是合理的。

不过，这两大理由并非无懈
可击，俄罗斯共产党和“公正俄
罗斯”党的一些议员就反对说，

身为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之前的
六年任期内经济成绩并不理想，
对经济困难的应对乏善可陈。不
过，由于这两党在国家杜马中所
占席位过少，这种质疑最终没有
影响梅德韦杰夫的提名获得通
过——— 说到底，在普京与梅德韦
杰夫的高支持率面前，质疑即便
有理，也只能是浮云。

超高人气从哪儿来

明明经济成绩单并不理
想，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又为何
能获得高支持率呢？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普梅
配”刚刚成型时，普京可能已经
想得很清楚了。

2010年，意大利一名记者
向普京提问，在谈及他与梅德
韦杰夫的关系时使用了“婚姻
联盟”一词，并暗示性地询问普
京与梅德韦杰夫是否有着“异

常亲密”关系。对于这个不怎么
“正经”的提问，普京的回答却异
常严肃：“您的说明太过文学化。
我与梅德韦杰夫先生之间之所
以能确立牢固的友谊，是因为我
们都是有着传统价值取向的人。
这一点我非常自信。因此，关于
婚姻联盟这个词，我十分确定
您使用不当。”

的确，“传统价值取向”是
烙印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身上
共同的标签，这种价值取向体
现在两个人的执政风格上，就
是强硬。

通观“普梅配”成型的这十
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最出色
的莫过于重塑了俄罗斯在国际
社会中的“硬汉”形象。早在
2008年，普京就曾通过出兵格
鲁吉亚为其暂时告别总统宝座
画上了一个强硬范儿十足的逗
号。2010年，由于经济成绩并不
理想，“普梅配”曾遭遇一轮民

意骤降的危机，很多预测甚至
认为受其牵连，普京未必能当
选总统。但当年7月，梅德韦杰
夫首次高调视察了与日本存在
领土争议的北方四岛。虽然此
举激怒了日本，导致两国本已
谈得差不多的俄罗斯远东经济
合作项目彻底黄了，却大幅提
高了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国内
的人气。到了2012年大选即将
进行时，梅德韦杰夫故伎重演，
再次登上北方四岛宣示主权，
最终帮助普京以60%以上的高
票当选新一届总统。

而普京2012年再次上台
后，则将“秀肌肉”的目标从东
方转向了西方。从2012年至
2018年的短短六年时间里，普
京“收复”克里米亚，在乌克兰
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先后与美
欧“硬碰硬”。而身为总理的梅
德韦杰夫在这些问题上与普京
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对因总统

强硬作风给俄经济招来的封锁
和打击没有半点叫苦之意，反
而一再表示俄罗斯经济“挺得
住”。总统和总理的这种“团结
一心”，确实给人造就了俄罗斯
内部“共度时艰”的印象。

俄国家新闻社今年5月7日
引述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
最新民调结果称，大多数俄罗
斯公民认为普京最主要的成就
是恢复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82%的俄民众欣赏普京强硬的
外交作风，而有超过半数人表
示愿意因此而支持普京“提名
他想提名的人”出任总理。

也许在俄罗斯民众看来，
维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比短期
的经济利益更重要。也正是利用
了民众的这种心态，“普梅配”可
以放心地部分牺牲身为总理的
本职经济工作，而将重点放在总
统主持的政治和外交工作上，最
终再共享其所带来的名誉。这就
是这对组合长寿的秘诀所在。

他们如何改变了世界

当然，认识到靠外交“秀强
硬”终非长久之计的普梅二人，
在未来的6年任期中似乎也想
做出改变。

据报道，普京日前已经签署
总统令，要求俄罗斯在2024年前
成为全球前五大经济体之一。不
过，对于这个“高标准，严要求”，
他的老搭档梅德韦杰夫能否做
到实在难说——— 毕竟，两人在之
前的十年里已经对政治强硬产
生了“路径依赖”，在这一点上，
他们两人既意气相投，又彼此锁
死，想要改变何其之难？

不管“普梅配”对于俄罗斯
的长远发展有何影响，但它无
疑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在
过去的十多年中，在这位总统
的领导下，俄罗斯表现出了一
种与其国力不相匹配的高度政
治存在感。”这是《赫芬顿邮报》
2017年在对普京上一任期进
行总结时给出的评语。的确，回
顾一下过去几年的历史，无论
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叙利亚危
机，俄罗斯不断地“秀强硬”，都
极大地牵扯了美国的精力。
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
危机同时在美俄之间爆发，当
美国国内就如何应对俄罗斯的
频繁“挑衅”而争论不休时，美
国进攻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
默撰文建议奥巴马“不要去谴
责俄罗斯，而应该与其搞好关
系”，因为美国需要莫斯科来帮
助处理伊朗、阿富汗问题，并最
终遏制中国——— 米尔斯海默指
出，只有中国才是未来唯一有
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大国。

万幸的是，“普梅配”之下
俄罗斯的强硬和高调，令米尔
斯海默的主张很难被美国政府
完全采纳。即便特朗普当选后
一度表态想和俄方“化干戈为
玉帛”，最终还是被“通俄门”给
搅黄了。时至今日，美国依然不
得不将普京所领导的俄罗斯视
为“主要战略对手”——— 虽然俄
罗斯眼下的国力，早已撑不起
美国如此地“高看一眼”。

不管“普梅配”在俄罗斯历
史上将会留下怎样的评价，它无
疑将给我们中国人留下好印象，
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位俄罗斯首
脑向来贯彻的对华友好政策，更
因为这些年来，硬气的俄罗斯正
在有意无意地为崛起中的中国
充当着最好的“火力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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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的的““普普梅梅配配””
当地时间5月8日，刚刚连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任命梅德韦杰夫为新一

届政府总理。此举不仅打破了西方一些媒体认为普京会任命新人来调节民众“政治审美
疲劳”的猜测，更让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这对搭档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2008年初次“搭
班”算起，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已经共掌俄罗斯政权长达十年之久。如此漫长的“普梅配”，
究竟给俄罗斯和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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