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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和朝鲜
代表15日将举行会晤，讨论归还
朝鲜战争期间“失踪”美国军人
的遗骸相关事宜。按美国国防部
的说法，朝方曾“在多个场合”告
知美方，过去数年搜寻到200多
具遗骸，可能是美军遗骸。

韩国媒体13日援引政府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朝双方
原定1 2日在板门店会晤，但
朝鲜方面当天晚些时候提议
推迟至15日。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上周访问朝鲜后，美国国务院
宣布美朝将在12日讨论归还美
军遗骸事宜。朝方证实与美方
讨论过这一话题，但没有公布
会晤具体日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
诺尔特12日说：“7月12日中午，
他们（朝方）联系我们，提议15
日会面。我们将做好准备。”

按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说
法，朝方提议15日举行更高级
别会晤。不过，诺尔特没有说明
参加会晤美方人员的级别。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6月
12日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签署
联合声明，内容包括美朝承诺
搜寻战俘和失踪人员遗骸，朝
方归还已确认身份的遗骸。

朝鲜上一次归还美军遗
骸是2007年4月，时任美国新
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访
问朝鲜，朝方送还6具美军士
兵遗骸。

美军上月底向板门店送
去100个木制盒子，用于临时

运送美军遗骸。美国政府一名
官员说，美方从朝方接收遗骸
后，首先将送至位于韩国京畿
道的驻韩美军乌山基地，而后
移送至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希
卡姆空军基地。

遗骸送回美国后，将接受
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以
确认身份。一名知情美国官员
说，遗骸可能不是“一对一”装
好，而是多人混合，同时可能包
括一些非美国人。因此，核验身
份的过程可能充满挑战，需要

数月甚至数年时间。
据美国军方数据，美军将近

7700人在朝鲜战场下落不明。
朝美两国1996年至2005年

合作挖掘美军遗骸，找到229
具。美国政府后来以美方人员
在朝方境内缺乏安全保障为由
中止合作。

双方2011年10月达成协
议，重启挖掘，次年3月美方宣
布暂停重启，理由包括朝方把
美韩联合军演与挖掘挂钩、宣
布卫星发射计划。

美美朝朝将将讨讨论论归归还还美美军军遗遗骸骸

本报记者 王昱

自由派“最后的希望”熄火

此事的渊源要从上个月末
说起。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年龄第二大”的大
法官肯尼迪宣布：他将于7月31
日正式退休。

该消息传出后，美国很多
民主党或自由派人士在第一时
间不加掩饰地表示了懊丧。因
为近年来，随着美国新保守主
义势力的重新抬头，自由派已
经在美国相继丢失了总统所代
表的行政权和议会所代表的立
法权，唯一能与共和党所代表
的保守派一较高下的阵地只有
联邦最高法院了。而随着肯尼
迪的退休，特朗普铁定会任命
一名保守派法官接任，这意味
着，美国自由派的“最后一线希
望”也要破灭了。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共和党和保守派因为这则消息
进入了一种“打鸡血”般的亢奋
状态。多家美国媒体都描述说，
在肯尼迪大法官宣布退休的消
息传出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
康奈尔当天上午在参议院发表
讲话时“嘴角带笑，完全掩饰不
住内心流露的喜悦”。

实际上，保守派对最高法
院的这波“进击”，可以说是

“蓄谋已久”。早在特朗普上台
之前，特朗普就曾向选民承诺

要通过任命更多的大法官帮
助保守派夺回司法权。而与当
时还只能放嘴炮的他相比，共
和党议员们已经在议会里实
干了。2016年2月，最高法院大
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后，当时的
总统奥巴马希望立即提名一
位自由派的大法官接任。麦康
奈尔立即召集所有国会的共
和党成员，明言不会让奥巴马
提名的任何继任人选在共和
党占优势的国会中通过，并表
示“这个空缺应该等我们有了
新总统后再填补”。

麦康奈尔最终把这个任命
拖到了特朗普上任，特朗普在
2017年年初入主白宫后，立即提
名知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
为接替斯卡利亚的人选。麦康奈
尔称：“听到这个消息的那晚，是
我的参议员职业生涯中最快乐
的夜晚之一。”

麦康奈尔的帮衬再加上自
身的好运，特朗普在上任不到两
年内，已经获得了两次提名联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而看目
前的形势，他极有可能还有两次
机会：81岁的肯尼迪一退，目前
大法官中年龄最大的两位分别
是85岁的露丝·金斯伯格和79岁
的斯蒂芬·布雷耶，而这两位老
法官都是偏自由派的，如果特朗
普任内真的有幸能熬到这二位
退休，届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
位大法官中就将有四位是他任
命的，这对美国司法界将产生什
么样的深远影响自不待言。按照

福克斯新闻的说法：特朗普正在
创造的，是由保守派全面主导美
国司法界的局面，被重新塑造的
美国司法系统将深深影响未来
的一整代美国人。

保守势力的大棋局

你可能会奇怪，不就是任命
个大法官么？哪有他们说得那么
玄乎？的确，联邦最高法院目前
地位之重要，也许是美国的开国
立法者们都没想到的。

在美国最初的宪法中，对政
府和国会这两大机构的权力及
相互制约都有着明晰的规定，
却唯独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权
力界限语焉不详。但有赖于美
国依法治国的传统和英美的
判例法特征，联邦最高法院在
之后的两百年中通过一次次判
决完成了“自我赋权”。其结果是
到了20世纪中叶，联邦最高法院
已经成为分立的三大权力机构
中受制约最少的一个：议会通过
的法案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
而总统的行政命令同样可能被
议会否决，并且两者都有可能遭
到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并被
判定为违宪。但唯独联邦最高法
院可以通过树立“地标性判决”
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直接投射
于美国社会，而难以受到总统和
议会的制约。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
了：之前最容易被外界甚至美国
公众忽略的最高法院九位大法

官，实际上才是对美国意识形
态、社会观念产生最深远影响的
一群人。真正懂行的美国媒体甚
至给他们取了个绰号：从华盛顿
发出声音的“上帝”。

美国联邦法院最著名的大
发神威，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到
60年代末的“沃伦法院”时代。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迫于
竞选时的私下承诺，提名了厄
尔·沃伦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
法官。令很多人意外的是，沃
伦比外界预料得更加倾向于自
由派，并且在上任后一改联邦
最高法院的稳重风格，大力推
行“司法能动主义”——— 通过判
例不断逼迫政府推进激进自由
派的改革。在短短不到20年的
时间内，随着沃伦大法官的一
次次法槌敲落，美国种族隔离
制度被打碎了，城市选民的选
票权重增加了，少数族裔可以
进陪审团参与审案了，媒体对
政府舆论监督的权利扩大了，
甚至连嫌犯也能享受到“米兰
达警告”等一系列之前闻所未
闻的权利。

当然，在左翼们看来，“沃伦
法院”的一系列判例都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善举，塑造了战后美国
追求自由、理想主义的精神气
质。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被“司
法能动主义”逼着搞改革的滋味
并不好受，以至于艾森豪威尔后
来懊丧地说，任命沃伦是他“一
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但奇怪的是，虽然战后的联

邦最高法院不断给保守派们“添
堵”，却没有一任共和党总统想
要限制其权力，这是因为美国右
翼对司法界一直有自信，认为在
美国司法界总体偏向保守的大
背景下，“沃伦法院”所造成的波
澜早晚会被淹没在历史大势当
中，而近年来的联邦最高法院保
守派与自由派天平的不断“右
倾”也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历
届总统即便想要提名自由派大
法官，也经常痛感名单上人太
少。《经济学人》总编约翰·米克
尔思韦特在其著作《右派国家》
中就预测：联邦最高法院权力
的扩张，从长远看对美国的保
守势力仍是有利的。

站在这一高度重新审视特
朗普这次人事提名，你会发现，
他不过是在为美国保守势力经
营多年的一盘大棋收官。无论这
次提名能否顺利通过，也无论特
朗普未来还有没有运气再提名
几位大法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回归保守派怀抱的大趋势不会
改变。而在一个保守的联邦最高
法院的加持下，美国的精神气质
也将发生改变——— 它可能不再
会是中国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
来所熟悉的那个崇尚自由、标榜
人权、充满理想主义的“新派国
家”，而会变回二战之前那个保
守、务实、追求实效的老派帝国。
在保守派长期的布局下，这种转
变几乎必然发生，而特朗普，也
许将十分幸运地完成这最后的
临门一脚。

再再提提大大法法官官，，美美国国重重变变保保守守国国家家？？
特朗普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背后是一盘大棋

虽然出任美国总统已经一
年半，但直到本周，特朗普才真
正得到了机会，在美国的司法
界打上一记属于他的“翻天
印”——— 7月9日，他在白宫正式
宣布，将提名保守派的布雷特·
卡瓦诺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此举被认为将终结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目前的“左右
平衡”状态，因此遭到民主党的
强烈反对。更为有趣的是，很多
媒体担心，通过任命大法官，特
朗普将把他的执政痕迹“永久
而鲜明”地刻入美国的历史。这
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争斗，能
让美国左右翼都如此关心呢？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7月9日，在美国华盛顿白

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一)与布雷

特·卡瓦诺(右二)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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