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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1948年以来的韩国历史，除上
一任总统李明博平稳地把权力移交给朴
槿惠外，其他总统都在任内或卸任后遭

遇了不小的挫折，有的被弹劾，有的被起
诉，有的甚至被刺杀。是什么导致韩国
总统不能稳坐青瓦台呢？

民意倒逼，四面楚歌，朴槿惠或将做出“重大决断”

韩国总统为何大都不得“善终”？

除了黑金政治的漩涡，韩国还处在大
国角力的漩涡之中。此次美国要在韩国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就受到了中国、俄罗
斯的强烈反对。韩国民众也纷纷抗议，怕
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战场”。然而，这并
不是韩国自己可以决定的。外部环境的
变化对韩国内部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

1948年之后，韩国是在美国人的帮助
下建立起来的，韩国的安全基本依靠于美
国，其经济也基本是靠给西方国家做代工
厂发展起来的。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韩
国是在美国的控制下的。后来尽管韩国
经济腾飞了，但是在安全、外交等领域仍
然缺乏主导权。韩国内部则分裂成了亲
美和反美的两大派，这两派的斗争也让韩
国政坛一直内斗不止。近几届韩国总统

的人选也呈现出在亲美、反美之间摇摆的
特点。无论是哪一派上台，打击前任都成
了让自己迅速站稳的捷径。

此外，朴槿惠“闺蜜干政”丑闻的发酵
还反映出韩国并未摆脱历史上形成并延
续至今的政治痼疾——“心腹政治”“家臣
政治”。以崔顺实与朴槿惠几十年来的关
系来看，崔顺实是标准的心腹和家臣。这
种“家臣政治”一方面会加剧心腹滥权的
可能，另一方面也会强化人治特征。

此次“干政门”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任
韩国青瓦台主管经济事务首席秘书的安
钟范接受调查时就说：“所有的事情都是
按朴槿惠总统的指示做的，我知道崔顺实
与朴槿惠总统之间有直接交易关系。”

（金羊）

大国角力的“战场”

自全斗焕以来，历届韩国总统皆高
举反腐大旗，最终无不因子女亲朋涉腐
而英名尽毁。这也已成为一道独具韩国
特色的政治景观。

一个总统“出事”，可以归结为个人因
素，但绝大部分总统都“出事”就要归结于
韩国建国后多年的政治独裁体制及后来
不健全的民主体制了。大韩民国成立时，
标榜是民主政体，但卢泰愚总统之前，这
个国家实行的事实上是披着民主外衣的
独裁政体。其中有两位总统是通过军事
政变上台的。既然是通过政变上台，引起
政敌的仇视就不足为奇了。朴正熙被亲
信刺杀，全斗焕也在压力中让位交权。

比起政敌的反对，经济丑闻也一直
是韩国总统挥之不去的梦魇，似乎登上
这个位置就一定会被卷入贪腐的漩涡。
朝鲜战争后，三星集团、现代集团等为代

表的家族财团为韩国经济崛起作出了重
要贡献，但家族财团的弊端在上世纪90
年代末期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中充分暴
露出来。三星财团崛起于上世纪70年
代，直接受到时任总统朴正熙的扶持，企
业结构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一体化，
实行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企业经营方
式上，则实行多元化经营，即所谓“章鱼
腿式的扩张”。韩国大财团主要依靠政
府政策优惠和政府背景的银行贷款，所
以造成了韩国政商勾结的痼疾。由此经
济固然起飞了，黑金政治却种下祸根。
大财阀的影响力早已突破经济范畴，深
入到韩国政治的骨髓。在韩国，很多大
企业通过给政治领袖“赞助”的方式，为
自己赢来庇护。这样就出现了韩国总统
卸任之后就遭到司法调查的怪圈，也成
了韩国总统无法避免的宿命。

金钱政治的恶果

总统们的归宿

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曾是独立运动
领袖，1904年去了美国，直到1945年才结
束流亡生涯。在美期间他广结权贵，特
别注意同军界拉关系，果然在美国的帮
助下成为大韩民国的首任总统。李承晚
执政期间，各种丑闻层出不穷，激起全社
会性的愤怒，最终被迫递交辞呈。86岁
的李承晚仓皇出逃，最终客死他乡。

继任的尹潽善也曾试图改变韩国的
状态，然而专制文化依旧在发展，行贿受
贿、贪污、任人唯亲的规则照样大行其
道。1961年5月16日，现任总统朴槿惠的
父亲朴正熙筹划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
当时的民选政府，尹潽善被迫下台，被判
处有期徒刑3年。

朴正熙依靠军事政变登上政治舞
台，在政治上实行独裁，但在经济上却
使一个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亚洲“四小
龙”之一。1974 年，朝鲜派特工刺杀朴
正熙，结果其夫人替他而死。1979年 10
月，朴正熙在一次宴会上被自己的亲信
枪杀。

1979年10月崔圭夏以总理身份代行
总统权限，12月正式接任总统，到1980年
8月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而黯然下台，执
政8个多月，成为韩国历史上任期最短
的总统。全斗焕夺权后，其家迅速形成

“贪腐家族”，触犯刑律者多达19人。全
斗焕不得已让位交权，于1996年被判死

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997年得到特赦。
全斗焕下台后，韩国举行了民主总

统选举，卢泰愚击败了金大中和金泳三，
成功当选总统，成为自朴正熙之后首位
民选总统。卢泰愚任职时曾曝光了一手
提拔自己的全斗焕的腐败行为，致使两
人水火不容。后又因数千亿韩元规模的
秘密资金事件暴露，受到了后任总统的
调查，最终被判处17年监禁。

1993年金泳三就任韩国总统。作为
第一位文人总统，金泳三决定通过铲除
腐败和改革创造全新的韩国。但最后，
因未能妥善处理金融危机和受到儿子收
取非法政治资金被捕的影响，金泳三在
国民的谴责声中匆匆卸任。1997年，“民
主斗士”金大中以 73 岁高龄入主青瓦
台，倡导“阳光政策”的他获得了诺贝尔
和平奖，也使其政治荣耀达到巅峰。然
而在其卸任后，卢武铉政府一成立就开
始调查他任职期间的对朝汇款问题，金
大中的两个儿子成为监狱的住客。

卢武铉出身清寒家庭，靠自学成为
律师，替反抗军事独裁的学生和工运分
子辩护出名。然而离任不到一年，他就
出现资金丑闻。面对继任的李明博政府
效仿前任下令调查，以及韩国检方穷追
不舍的双重压力，卢武铉承认自己无颜
面对国民。2009年5月23日，他纵身一
跃，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自 10 月 24 日“亲信干政门”事件引爆以
来，韩国社会反对朴槿惠政府的行动不断升
级，参加者逐渐扩大到社会各阶层。11 月 12
日更是爆发了2000年以来韩国规模最大的集
会。13 日，韩国检方还表示将对朴槿惠进行

“面对面”调查。
据新华社首尔11月 14日电，盖洛普韩国11

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进入11月份以来，朴槿

惠的支持率连续两周仅为5%左右，创历届韩国
总统支持率的最低纪录，尤其是在19岁至29岁
人群中的支持率几乎为零。韩国民众对朴槿惠
政府的信任已所剩无几。

就连执政党内要求她下台的声音也不断增
多。据韩国媒体报道，42名执政党议员11月 13
日提出，执政党应自行解体，朴槿惠应立即放弃
一切权力。执政党前党首金武星更是公开表

示，鉴于朴槿惠涉嫌公权私用，违反宪法规定，
应对朴槿惠进行弹劾。

韩联社11月 13日发表评论称，到了该朴槿
惠做出“重大决断”的时候了，她应当放弃一切
权力，“站到国民与历史的面前”。韩国舆论认
为，在空前压力面前，朴槿惠或提出新的善后方
案，其中可能包括退出执政党、“退居二线”，乃
至直接宣布下台。

朴正熙（任期：1961年-1979年）

卢武铉（任期：2003年-2007年）

金大中（任期：1998年-2003年）

卢泰愚
（任 期 ：1988
年-1993年）

（任期：1980
年-1988年）

全斗焕

李承晚（任期：1948年-1960年）

金泳三（任期：1993年-1998年）

本报讯 摩苏尔战役已经
进入第五周，打头阵的伊拉克
陆军反恐精英部队从东面进
入摩苏尔市区后遭遇顽抗，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用狙击枪、
火箭弹、自杀式袭击和汽车炸
弹等手段死守阵地，让一度势
如破竹的伊拉克先头部队不
得不放缓攻势。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
克军官11月 12日说，反恐精英
部队当天在摩苏尔东部的卡迪
锡亚和阿尔巴吉亚居民区与

“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激战，并
打算在守住这两个阵地后向下
一处军事目标推进。

IS使用无人机侦察

在前线作战的陆军中校穆
塔扎尔·萨利姆说，反恐精英部
队的初步打算是先包围巴克
尔，暂时不发起主动进攻。他
说：“有三辆载满炸药的汽车从
巴克尔方向朝我军阵地驶来，
我们派出的无人侦察机发现这

一情况后，我们的坦克开炮击
毁了这些汽车。”

萨利姆介绍说，“伊斯兰
国”也在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
政府军方面发现并击落了其中
一架无人机。

伊拉克政府军说，他们近
日从多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手中缴获对讲机等通信工具，
并据此顺藤摸瓜，挫败多起敌
方的炸弹袭击。

他们透露，“伊斯兰国”武
装人员用“新郎官”这个暗号指
代自杀式袭击者，并且从说话
人的口音判断，一些武装人员
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北
非国家。

美军估计，眼下在摩苏尔
城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有
3000至5000人，城外防御带约
有1500至2500人。

人道主义危机加重

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
市和北部经济中心，也是“伊斯

兰国”在伊拉克的大本营。10
月 17日起，由伊拉克政府军、
库尔德武装、逊尼派部族武装
和什叶派民兵组成的各路人马
陆续从四个方向包抄摩苏尔。
其中，由陆军反恐精英部队主
导的东线进展最快，已经进入
摩苏尔市区东部。

由于摩苏尔一直是逊尼派
的势力范围，各方战前达成协
议，北线的库尔德武装和西线
的什叶派民兵打到摩苏尔城外
后，不能进城。

根据伊拉克政府军掌握的
情报，“伊斯兰国”已将大队人
马撤至老城区，并胁迫大批平
民搬迁至此，让他们充当“人体
盾牌”。

国际移民组织数据显示，
开战近一个月以来，已有超过
4.9万人因战火流离失所。随
着战事不断推进，这一数字势
必显著增加，伊拉克将面临严
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新华）

伊反恐精英遭摩苏尔IS拼死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