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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今年9月德国将举行大选，我将不再
竞选，这很可能是我作为联邦总理最后一
次新年致辞。”这是默克尔第16次以德国
总理身份发表新年致辞，却也到了要说再
见的一年。从2005年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
以来，默克尔始终展现出沉稳干练的“铁
娘子”形象，但这次她却直言艰难，人们在
她的脸上也看到了一丝疲惫。

2020年12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
了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女性”排行
榜，默克尔第15次登上榜单、第10次蝉联
榜首，地位无人撼动。但这位全球最具权
势的女性，不是生来就是个政客。

默克尔早先是科研人员，拥有物理学
博士学位，“柏林墙”倒塌后，35岁的她才
投身政治活动，那时默克尔给人的印象只
是一个不苟言笑、略带拘谨的普通姑娘。
但她很快遇到了自己的“恩师”——— 德国
前总理科尔。在科尔的提携下，默克尔很
快成长起来，成为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
联盟（基民盟）副主席并入阁。因为这层关
系，有人称她为“科尔的小女孩”。

1998年，德国传统左翼政党社会民主
党（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执政16年的科
尔下台，随后基民盟又爆出政治献金丑
闻，时任党主席也牵涉其中。令人意外的
是，担任基民盟总书记的默克尔主动与恩
师“划清界限”，公开批评科尔，并承诺将
带领基民盟迎来新开端。2000年4月，默克
尔成为基民盟这个偏保守政党的首位女
性党主席。

默克尔务实、坚韧、能成大事的性格
逐渐显现出来。2005年，她带领基民盟在
大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社民党，两党组成

“大联合政府”，她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
但她当时并不被看好，甚至有民调显示，
大多数德国人认为默克尔政府不会完成
四年任期。然而，默克尔依然雄心勃勃地
确定了执政目标：10年内使德国重回欧洲
经济增长率前三的国家之列，大幅降低失
业率。

谁都没想到，她做成了，而且还是在
全球经济危机的凛冬之中。在2008年金融
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连番打击下，欧
洲遭遇经济衰退，多国经济负增长。默克
尔领导的德国政府推出经济刺激计划，投
入资金稳定金融业，寻找高技术、绿色经
济等新增长点。她带领德国扛住经济危机
的冲击，将失业率维持在20年来最低水
平，让国内经济保持增长。

欧债危机中，她带领德国与法国联手
担当“欧洲管家”角色，主导纾困计划，坚
持紧缩的财政方针，为欧洲稳定与团结注
入活力。到2011年，德国经济恢复到2008
年初经济危机前的状态，重新焕发生机。
到2020年1月，德国经济已实现连续第10
年增长。

经济是获得民意支持的基础，德国经
济在欧洲一枝独秀，出色的政绩让默克尔
坐稳了总理之位。2009年和2013年，她两
次成功连任，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70%。

她成了“最后的捍卫者”

在默克尔低调务实的努力下，德国一
举成为欧洲的“领头羊”。欧盟虽以法德两
国为核心，但在默克尔之前，无论是地位
还是话语权上，法国似乎更胜德国一筹。
如今，经济领跑的德国牵头成就了欧盟多
项内政外交计划，包括2020年疫情下的欧
盟财政纾困计划。而且，在新冠疫情中，德
国也是欧洲国家中的“抗疫典范”。

默克尔执掌德国的15年间，法德力量
对比发生变化，德国在欧盟的地位更稳
固、更突出，站到了欧洲权力中心，外界对
默克尔的昵称从“德国妈妈”变成了“欧洲

祖母”，美国“政客”网站将她誉为“欧洲的
基石”。但是，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成
为默克尔政治生涯乃至整个欧洲政治生
态的转折点。

2015年，欧洲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难
民危机，数以百万计的中东、北非难民从
地中海和土耳其涌入欧洲，欧盟各国进一
步分裂，为难民“摊派”争得不可开交。在
大多数国家加强审查、关闭边境之际，默
克尔力排众议，开门接纳难民，德国成为
欧盟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仅2015年
一年，德国就收容了近110万难民。

然而，难民涌入带来的财政负担和社
会及安全问题，让默克尔饱受国内、盟友
甚至党内反对。2016年至2017年期间，欧
洲多国恐袭频发，也被指是过度接收难民
的后果。

受此影响，欧洲多国迎来一波极右翼
思潮崛起，民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借难民
危机与恐袭吸引大量选票，英国“脱欧”、
民粹主义政党对传统政党形成威胁、特朗
普上台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出现在
这一时期。

2017年大选后，默克尔遭遇最艰难的
一次组阁。虽然基民盟与姊妹党基社盟组
成的联盟党、社民党分别保住联邦议院第
一、第二大党地位，但得票率大幅下跌。极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第三
大党。为组成执政联盟，默克尔进行了一
系列谈判与妥协，历经5个多月才组阁成
功，开启第四个总理任期。

仅凭默克尔一个人，无法在欧美政治
生态演变中挽狂澜于既倒。2016年英国公
投“脱欧”后，换了三任首相；2016年底，特
朗普打着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旗号
胜选；2017年，厌倦了传统政客的法国民
众选择了年轻人马克龙……当这些国家
的政局风云变幻之际，在德国耕耘十余载
的默克尔，已被《纽约时报》评价为“欧洲
最后一位强大的捍卫者”，她不能退出，也
不能倒下，可她也已有些力不从心。

谁能像她一样引领欧洲

作为挺立15年的政坛“常青树”，默克
尔以理性冷静的实干作风，在多次危机中
稳住内政，发展外交，将德国带到欧洲领
导者的地位，欧盟与其他大国关系都在她
的引领下发生了深刻变化。2020年12月
初，默克尔在联邦议院讲台情绪激动、含
泪哽咽地劝说人们遵循防疫规范的视频，
让人感叹她还是那个“德国妈妈”。

即使是“铁娘子”，也不是铁打的。
2018年以来，默克尔已在多个场合表明退
隐之心。2018年10月，她表示自己在2021年
任期结束后将不再竞选总理。2019年夏
天，默克尔一个月内三次在公开场合被拍
到浑身不受控地发抖，引发外界对她健康
状况的担忧。无论看个人意愿还是客观条
件，默克尔的离开都已注定，谁来接棒成
了一个大问号。

2018年12月，有“小默克尔”之称的卡
伦鲍尔被选举为基民盟党主席，这位德国
现任国防部长被视为默克尔的接班人。但
在2020年2月，卡伦鲍尔突然宣布辞去基
民盟党主席职务，并放弃参加2021年大
选，德国政坛的不确定性陡增。

今年9月的德国大选，必将引来全球
关注。据预测，新总理大概率会是基民盟
的新党主席。1月中旬，基民盟将以线上形
式选举新党主席。目前，德国北莱茵-威
斯特法伦州州长拉舍特、曾出任联盟党联
邦议院党团主席的默茨、联邦议院外事委
员会主席勒特根都是热门人选，但目前这
三人的选情形势并不明朗，暂且看不出哪
位能够鹤立鸡群。

“默克尔时代”落幕后，德国将走向何
方？还会不会有一位像她这样的领导人，
能深刻影响并引领欧盟？欧洲将会团结，
还是更加分裂？2021年，或许将告诉我们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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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过去15年来，我们从未遇到过如此艰难的一年……尽管存在忧虑和
担心，我们依旧满怀希望，期待新一年。”2020年12月30日，默克尔以德国总理身份发表了
最后一次新年致辞。对世界而言，2020年足够艰难，对这位已经执掌德国15年的“铁娘
子”来说也是。2021年9月，德国将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如果选举后组阁顺利，默克尔可能
将在年内卸任，德国乃至欧洲此后将走向何方，又多了一些不确定性。

默克尔的16次新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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