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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陷入孤立辞职，谁能接班尚难预料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7 月
7 日电（记者余谦梁）当地时间 7 月 7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
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与印度外长
苏杰生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王毅
阐述了中方围绕当前乌克兰局势的三

点关切。
　　一是反对借机煽动冷战思维、渲
染阵营对立、制造“新冷战”。面对复
杂严峻挑战，世界重视的是团结，而
不是分裂，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对
抗。中方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站在劝和促谈的一边。
　　二是反对搞双重标准，损害中国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些国家在乌克兰问
题上强调主权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却
不断挑战中国的主权和一个中国原则，
甚至蓄意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这显然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拒绝任何将
乌克兰危机同台湾问题相提并论的图
谋，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
　　三是反对损害别国的正当发展权
益。有的国家以乌克兰危机为借口，对
中国等其他国家滥施单边制裁，既不

正当，也不合法，破坏了国与国之间的
正常交往，违反了国际贸易的通行规
则，也导致了乌克兰危机的复杂化和
扩大化。各方应对此予以共同抵制并
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国际合
作环境。

　　新华社伦敦 7 月 7 日电（记者杜
鹃、许凤）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7
日在伦敦唐宁街 10 号门前发表讲话
说，他辞去执政党保守党党首和首相
职务，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此
前，自 5 日以来，已有包括多名大臣在
内的数十名英国政府官员接连请辞。
　　分析人士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约
翰逊接连遭遇“聚会门”丑闻、执政党
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
危机，导致保守党内要求其下台的呼
声高涨。大批政府官员的请辞让约翰
逊陷入孤立，政府难以为继，只能选择
辞职。保守党随后将展开新党首争夺
战，目前还看不出谁更有可能接班。

陷入孤立

　　约翰逊在宣布辞职时表示，议会
里的保守党议员显然希望有一位新党
首也是新首相。此话道出了他在此时
所处的孤立境地。
　　导致约翰逊辞职的直接原因是 5
日以来大批政府官员辞职，而引发此
次离职潮的，是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
德和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他们在辞
职信中指责约翰逊不称职，称对其失
去信心。
　　英国媒体指出，财政大臣和卫生
大臣辞职对约翰逊政府“造成重创”，
因为这两个职位负责处理当前英国国
内最要紧的事务，即生活成本上涨和
新冠疫情。
　　为迅速“止损”，约翰逊 5 日晚些
时候任命教育大臣纳齐姆·扎哈维接

任财政大臣、内阁办公厅大臣史蒂夫·
巴克利接任卫生大臣。
　　但这一改组未能阻止政府内部的
离心倾向，大批政府官员在贾维德和
苏纳克之后接连辞职。英国内政大臣、
交通大臣、国际贸易大臣和商务、能源
和产业战略大臣等政府要员也纷纷呼
吁约翰逊辞职。
　　虽然约翰逊 6 日曾表示不会辞职，
但英媒指出，即便他坚持不辞职，政府
也无法有效运转。此外，约翰逊曾于 6
月上旬在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的一次
不信任投票中勉强过关，并根据党内规

则可在一年内免于不信任投票，但一些
保守党议员近来积极推动修改党内规
则以便再次对约翰逊发起不信任投票。
英媒指出，如果再次接受不信任投票，
约翰逊“过关”的可能性不大。舆论认
为，约翰逊在政府和保守党内完全陷入
孤立，因此最终不得不选择下台。

三重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约翰逊走到今天
的孤立境地，是“聚会门”丑闻、保守党
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叠

加的结果。
　　首相府和其他政府部门曾在疫情
期间违反防疫规定聚会，约翰逊连续
数月因这一丑闻面临来自反对党和保
守党内部的辞职压力。5 月中旬，伦敦
警察局宣布结束有关“聚会门”事件的
调查，并开出共计 126 张罚单，涉及
83 人，其中就包括约翰逊及妻子卡
丽。约翰逊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
在职期间违反法律的首相。
　　就在“聚会门”丑闻的影响持续之
时，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又接连在 5
月地方选举和 6 月议会下院补选中

遭遇失败，要求约翰逊下台的呼声进
一步高涨。
　　 6 月底，约翰逊任命的高官克里
斯托弗·平彻因被曝光行为不端辞
职。平彻后续被曝出更多不端行为，
引发舆论对约翰逊是否明知其品行
仍委以重任的质疑。7 月 5 日下午，约
翰逊为任人不当而道歉，但这未能平
息要求他下台的新一波声浪。
　　此外，英国近来通胀率高企，民
众普遍对约翰逊政府应对物价上涨
不力不满。这也被认为是保守党人不
愿再接受约翰逊领导的原因之一。

谁能接班

　　约翰逊表示，选举新党首的程序
应立即启动，时间表将于下周宣布。
他已于 7 日任命一个新内阁，他和新
内阁将履行职务直至新领导人就位。
　　目前尚不清楚保守党新党首多
长时间才能产生。英媒称，这一过程
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约翰逊的前
任特雷莎·梅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宣
布辞职意向，6 月 7 日正式辞去保守
党党首职务。约翰逊于同年 7 月 23
日当选保守党党首，24 日就任英国首
相。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月。
　　关于约翰逊的接班人，英媒列举
的人选包括苏纳克、扎哈维、贾维德和
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国防大臣
本·华莱士、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等。英媒称，目前还看不出这些人中谁
具有明显优势。
　　分析人士认为，参照上次保守党
党首换人的过程，新首相的产生有可
能会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上述
人选在这段时间内的表现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谁能笑到最后。

　 　 不 知 何
时，美国为自
身营造出一种

“道义幻象”，
让世人误以为
它道德高尚、
正义凛然。然
而，在国际舞
台上的美国不
仅称不上道义
榜样，还是十
足 的 反 面 典
型，其所作所
为使其恶劣本
性暴露无遗。
　 　 美 国 的

“道义幻象”是
其 蓄 意 塑 造
的。美国为了
把自己塑造成

“正义化身”，
利用话语霸权
偷换概念，将
自己一套美式
价值、美式标
准向全球强行
推广，把持“道
义”定义权、解
释权，抢占道
德高地。从一
战时期威尔逊
总统设立公共
信息委员会、
二战期间罗斯
福总统成立战
争新闻办公室
和 战 略 情 报
局，到杜鲁门
总统出台《外
国信息宣传项
目与心理战计
划》、里根总统
签署指令将开展舆论外交纳入国家
安全……美国在对外塑造国家“正
面”形象的努力可谓一以贯之。美国
政客在国际舞台上“义正词严”的演
讲，媒体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好莱
坞塑造拯救世界的美国英雄……美
国不断拓展推广美式价值观的手
段。美国如此大费周章的目的，是对
全球民众进行“洗脑”。
　 　 美 国 借“道 义 幻 象”谋 取 私
利。美国是一个本国利益至上的
国家，其一些看似“道义”之举的
背后，实则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例
如，美国 1823 年提出了“门罗主
义”，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
的殖民地或干涉美洲国家内政。
然而历史证明，美国这一“道义”
的主张并不是为其他国家伸张正
义，而是为了将他人排挤出自己
势力范围，以抵御干预之名，行干
预之实。
　　美国借“道义幻象”维护霸权。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
成”，美国深谙此道。冷战后，作为全
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以“世界警
察”自居，在世界各地打着捍卫“民
主、人权、自由”旗号，对不听命、不
顺从的国家实施霸权暴行。煽动“颜
色革命”，策动“阿拉伯之春”，对委
内瑞拉、伊朗、古巴等国实施经济制
裁，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军事
行动……《伪圣美国》一书的作者米
夏埃尔·吕德斯说：“美国人总说他
们属于好人阵营，因为他们代表民
主、自由、人权，实际上根本不是这
么回事，只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而
已。”
　　美国的“道义幻象”已经欺骗不
了国际社会。尽管苦心经营其“道
义”形象，但长久以来美国自私自利
的种种行径已让国际社会对其本质
有了越发清晰的认识。在亚太地区，
绝大多数国家对于美国推行的“印
太战略”疑虑重重，对美国制造对
抗、破坏开放合作的企图表达不满
甚至反对。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九届
美洲峰会上，美国的霸道表现受到
拉美地区国家广泛批评，此次会议
成为美洲峰会创立以来参会领导人
最少的一届。乌克兰危机也击碎美
国的“道义幻象”。乌克兰危机升级
以来，美国对俄大肆发动舆论战，并
刻意营造“得到广泛支持”的假象。
然而，当美国对俄挥舞制裁大棒，并
胁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时，大多数
国家拒绝追随。
　　幻象永远成不了真。美国用“道
义”为自己的恶行涂脂抹粉，打着

“道义”的幌子实施霸权行径将越来
越难以为继。道义在于言行，不是装
出来的，国际社会分得清、看得明。
奉劝美国早日放弃霸权执念，为世
界的和平稳定做点真正有益的事。
       （记者谢彬彬）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7 日电（记者
孙丁）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名年仅 10
岁的遭强奸女童因“堕胎禁令”无法在
当地堕胎，引发舆论愤怒。这起事件的
起因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月推翻
联邦层面确立女性堕胎权的重要判例

“罗诉韦德案”。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女性堕
胎权问题上的乱象，与其国内愈演
愈烈的党争和政治极化有着密切关
系。美国动辄以人权为借口指责别
国，但在美国所谓民主的政治制度
下，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
惜牺牲妇女权利。美国国内妇女生
存状况再次表明，美国政府根本没
有充分尊重和保护国内女性的基本
人权和正当权益。

女性人权惨遭践踏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 1973 年就
“罗诉韦德案”做出裁决，确认美国宪
法保护女性堕胎自由。然而今年 6 月
24 日，联邦最高法院在审议针对密西
西比州一项堕胎限制法的上诉案后做
出推翻这一判例的裁决。
　　“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意味着美
国各州可以就限制堕胎进行立法。多
个州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当天
就激活了“堕胎禁令”。按照美国古特
马赫研究所的预计，有 26 个州将禁
止或可能禁止堕胎。
　　俄亥俄州是目前已经出台“堕胎
禁令”的州之一。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该州一名 10 岁女童遭强奸后，无法
在当地接受堕胎手术。这名女童被迫
向相邻的印第安纳州的医生求助。印
第安纳州目前尚未禁止堕胎。不过，该
州议员正推动限制堕胎立法。
　　此间舆论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
裁决，使美国发生了年幼的强奸受害
者无法堕胎的荒唐事，这是对妇女权
利的严重侵害。

　　民权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俄亥
俄州分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该州堕
胎法规给当地社区带来长期、破坏性
的损害，绝对是一个悲剧。美国妇产科
医生珍妮弗·甘特说，如果需要堕胎的
女性无法获取安全、及时的手术，那么
她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机能都可能受到
严重损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也
引发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英国首相约

翰逊称其为“严重倒退”。法国总统马
克龙说，堕胎是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
必须得到保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巴切莱特发表声明说，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的裁决剥夺了美国女性，特
别是那些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女性就自
己身体和生活做出选择的自主权，损
害了她们的基本权利。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妇女权利
长期受到侵害。美国女性在工作场

所遭遇性别歧视、性骚扰甚至性侵
犯的现象相当普遍，且美国法律在
这 方 面 对 女 性 权 益 的 保 护 并 不 健
全。直到 1991 年，国会修订《民权法
案》后，原告才能以性骚扰为由寻求
金钱赔偿。美国还是目前所有发达
国家中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此外，美国至今仍未批准《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这一联合国
核心人权公约。

制度弊端凸显

　　“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由共和
党人控制的多个“红州”开始严格限制
堕胎，而民主党人治下的“蓝州”则在
加紧巩固堕胎权，美国版图上清晰分
化出两大阵营。堕胎权之争是美国眼
下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的表现之一，
两党观点和立场完全对立、无法调和。
　　来自民主党的美国总统拜登上月
底出访欧洲时也不忘谈及“罗诉韦德
案”，并宣布支持临时修改国会参议院

“冗长辩论”规则，从而将堕胎权纳入
联邦法律。民主党目前在参议院 100
个席位中只掌握 50 个，达不到突破

“冗长辩论”阻拦所需的至少 60 个席
位。在两党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参议院
民主党人想要争取到 10 名共和党人
支持几乎是天方夜谭。
　　在这种对立中，美国两党政客都
有着自己的政治图谋。民主党人希望
将堕胎支持者对相关禁令的不满引向
共和党，从而在今年 11 月的国会中
期选举中获利；共和党人则希望通过
坚定反对堕胎吸引保守选民支持。
　　这场堕胎权之争同时反映出，在
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不断加深的
背景下，号称独立的联邦最高法院也
被政治缠斗的阴影所笼罩，不仅曾经

“走过场”般的大法官人选审查和确认
过程沦为党争“火药桶”，而且其判决
造成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对该法院及
大法官们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
社交媒体上对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独
立性甚至该法院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
称美国“民主处在更深的危险之中”。
　　不论是在堕胎，还是在拥枪等其他
议题上，美国政客出于争夺选票的自私
目的，深陷“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
治之中，将民众的权利与需求全然抛诸
脑后，令一幕幕人间悲剧接连上演。

女童悲剧凸显美国女性人权惨遭践踏

　　近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名 10 岁女
孩的悲惨遭遇让人揪心。据美国媒体
报道，她在被强暴后怀孕，随后又因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的判
例，而在当地被拒绝堕胎，不得不跨州
寻助。一个才 10 岁的孩子，接连遭受
外界强加的伤害和痛苦，一生都可能
因此蒙上阴影，实在让人心疼。
　　这名女孩在生理上远远不到适合
生育的年龄，勉强分娩很可能遭遇生
命危险；从心理上讲，这次怀孕是被强
暴所致，非本人意愿，在这种状态下生
育对其本人是一种莫大的折磨；从抚
育角度看，她还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也
远未具备做合格母亲的心理成熟度。
从科学、人道的角度来说，堕胎对于这
名女孩恐怕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
客观上导致她失去了在当地堕胎的权
利。女孩一次次受到身心伤害，成为美
国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受害者。
　　这名女孩的遭遇，是美国社会撕
裂、政治极化的时代缩影。今天的美国
政坛和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党争私
利大搞“否决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水
火不容。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利坚合
众国”正在变成“美利坚分众国”。在各

种政治操弄下，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中保守派对自由派拥有 6 比 3 的优势，
在堕胎、拥枪、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项社
会议题上的裁决与政党政治利益捆绑，
从而不断点燃美国内斗的一个又一个
火药桶。围绕堕胎权的裁决说明，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政治化倾向日趋严重，法
院“更像政治机构，而非法律机构”。
　　这么小的孩子受到性侵，在美国
不是偶然现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
每年接到报告的儿童性侵案件多达约
6.5 万起。数量如此之多，充分暴露美
国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存在严重问
题。从美国政府公布的多份资料看，美
国存在的虐待儿童、使用童工、儿童贫
困、校园枪击等问题令人触目惊心。俄
亥俄州这名女孩的不幸遭遇，不过是
美国儿童权益问题的冰山一角。
　　官方数据显示，2017 财年，美国有
超过 67 万名儿童受到虐待，其中 1700
多人死亡；美国平均每 7 名儿童就有一
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
中处于最高行列；2020 至 2021 学年，美
国校园枪击案数量创近 20 年来新高。
就在前不久，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起校
园枪击案就造成 19 名儿童遇害。美国
政府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表现之糟，引

发舆论愤慨。美国媒体多次疾呼：“救救
孩子们！”美国媒体评论称：“连儿童都
不愿保护，美国算什么文明国家！”
　　上述问题是多种因素所致，比如
美国文化中色情因素泛滥，崇尚暴力
深入社会骨髓，这些因素加大了美国
儿童遭遇性侵、枪击的风险。不过，说
一千道一万，这些问题暴露了一个不
容忽视的“美国病”，就是美国政府在
切实保障人权、真正践行民主方面严
重缺位、失位。很多美国民众看得清
楚，美国政客们天天就知道空喊“民
主”“人权”，甚至对别国指手画脚，枪
击惨案发生后就知道表示“震惊”“悲
痛”，可是到底办成了什么实事、解决
了什么问题？完全没有！“恳请政客们
上上心，我们要的不是空话，而是行
动。”美国一个社会团体日前在推特上
发出的呼吁，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窥斑见豹。一名 10 岁美国女孩的
个人遭遇，就是美国政治制度失序、社
会治理失能的恶果。透过这样的悲剧，
所谓“美式民主”“美式人权”的虚伪再
次暴露无遗。美国恬不知耻地对别国
人权指手画脚，只不过是以“民主”“人
权”为幌子，推行霸权主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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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 岁女孩的悲惨遭遇透视“美国病”

▲ 7 月 7 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伦敦唐宁街 10 号门前发表讲话后返回室内。   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