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说一不二的“铁娘子”，也是低调
亲和的“默大妈”；她是睿智理性的政治
家，也是任性率真的“特蕾莎修女”；她是
坚韧不拔的“危机应对大师”，也是苦口婆
心的“秩序维护者”……随着26日德国大
选的举行，在位16年的默克尔将告别政
坛，她留给世人的这些印象、印记将会成
为历史。默克尔的离去，意味着德国和欧
洲政坛一个传奇的谢幕，也意味着一个时
代的落幕。

“在德国，整整一代人只知道一位女
性领导人，她叫默克尔。”——英国广播公
司的描述并非夸张。政治光环之下，默克
尔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给世界带来了什
么、留下了什么？

执政风格
不信“山头”信实用

默克尔并非天生就是“近乎伟大”，柏
林墙倒塌之时她还属于政治局外人。默
克尔是牧师的女儿，在东德长大并成为物
理学家，她的前半生是与数字、曲线和实
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打交道。

默克尔惊心动魄的政治生涯始于
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政局改
天换日，政治敏锐的默克尔为自己在东德
科学院做研究的经历画上句号，步入政
坛。由于得到德国“统一之父”科尔的提
携，默克尔平步青云，很快就步入了德国
政坛的高层。不过，1999年当科尔卷入
政治献金丑闻时，默克尔发表文章与自己
的这位政治导师划清界线，最终成为党内
的一把手，开启了问鼎总理宝座之旅。

执政后的默克尔更是不信“山头”信
实用，把“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默克尔
的前任是政治对手、社民党总理施罗德，
他当政时推出名为“2010议程”的改革计
划，对德国的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经济
结构大胆改革，以期让德国摆脱近十年的
经济低迷。默克尔接任后，摒除“门户之
见”，将“2010议程”的改革计划推行到
底。可以说，默克尔任内经济一直很好，
德国家底越来越厚，主要得益于这场对

“德国模式”伤筋动骨的改革。
数字说明了一切。自2005年默克尔

执政以来，德国的失业率从高于11%一度
下降至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涨
超过40%；近十年多数年份国家财政盈余
数百亿欧元……德国能在西方国家中率
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能打赢欧债危机这
一大仗，主要是得益于这场改革的红利。

事实上，默克尔执政这16年，经常把
社民党、自民党、绿党等其他政党的政策
主张拿过来就用。比如，默克尔和她所在

的联盟党一直都是核电的倡导者，笔者
在德时曾亲眼看到大规模反核电群众游
行，但默克尔不为所动。然而，日本福岛
核事故发生后不久默克尔就作出迅速反
应，宣布要加速淘汰德国的核反应堆，这
让德国公众和各国政府都大为震动。默
克尔倡导绿色发展的举措本来是绿党积
极主张的。

默克尔因其执政方式，被其政敌攻击
为“机会主义者”，但她依然我行我素。

“危机总理”
“动荡时代的船锚”

评价默克尔执政16年，全世界舆论
谈论最多的当然是其处置了一个接一个
危机。作为领袖和主导者，默克尔帮助德
国和欧洲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
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疫情危机。面对
新冠疫情，她协调德国联邦与各州政府采
取对策，推动欧盟加强防控；面对英国“脱
欧”，她拒绝无原则性让步，同法国密切合

作“重塑”欧盟，降低了英国“脱欧”的冲击；
面对欧债危机，她带领欧洲挺过“至暗时
刻”，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面对全球
金融危机，她在德国及欧洲部分银行出现
挤兑现象后，及时表态并出台刺激计划。

默克尔执政期间，因接纳难民、坚持
在欧债危机中将经济救助与财政纪律挂
钩等决策，引发争议。但默克尔作为政治
领导人体现出的担当与责任感，尤其是她
坚持不迎合不利用民粹情绪、注重解决问
题而不是甩锅卸责的作风，赢得了普遍认
可和尊重。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如此评价：对德
国而言，默克尔是一位“危机总理”；对欧
洲而言，她就是“动荡时代的船锚”。

外交平衡术
一直倡导多边主义

对美外交一直是德国的重中之重。
默克尔外交上遭到的最大羞辱来自特朗
普，后者在公开场合拒绝与她握手。面对

这位缺乏理智、自高自大、无法预测的白
宫主人，默克尔无可奈何，在忍耐的同时
发出了欧洲要靠自己的感慨。

2018年6月，默克尔团队在推特上发
布了一张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上拍摄
的照片，迅速引发全世界热议——图片中
默克尔带领与会领导人一起“围攻”美国
总统特朗普。一些媒体评论，这是默克尔
执政16年对美外交的一个转折性画面，
标志着默克尔成为西方阵营的头号领
袖。特朗普政府一直拿“北溪-2”俄欧天
然气管道项目说事，甚至祭出制裁手段，
经过默克尔的长期坚持，终于在拜登政府
手上达成妥协。在默克尔将告别总理府
之际，“北溪-2”管道终于贯通，也算是其
外交上的一个交代。

在对华关系上，默克尔积极推动德国
和欧洲对华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她曾
先后12次访华，是访华次数最多、对中国
情况最了解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她
还经常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在默克尔
任期内，中德双方创立政府磋商机制，推
动中欧如期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并携手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近年来，在美国单边主
义做派日益猖獗的背景下，默克尔政府一
直倡导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反对围
堵中国搞“新冷战”。

在欧洲内部，默克尔事实上成为欧洲
事务的头号操盘手。不过，默克尔从不把

“大欧洲”挂在嘴上，只是沉下心解决一个
接一个的难题。

她是传奇
德国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领航员下船了”——德新社引用了
上世纪俾斯麦卸任时经典话语，来描述默
克尔的离去。默克尔的政治功绩与遗产
丰厚，她的16年是德国发展的“黄金期”。

不过，也有人指责默克尔不愿从大的
格局进行思考，停留于修修补补的事务主
义。事实上，战后德国民众不再热捧表面
上有魅力的领导人，默克尔的实用主义让
她走得更远。当然，默克尔治下的德国也
存在贫富分化加大、基础设施更新乏力、
民粹政党崛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西
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能把责任全推
到默克尔身上。

默克尔担任总理16年，历经了4位美
国总统、4位法国总统和5位英国首相，是
西方大国中独一无二的存在。16年曲终
人散。默克尔告别政坛，意味着德国一个
时代的落幕。无论后人如何评述，默克尔
已经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个传奇。

综合新华社、《南方日报》、央视等

四年一度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26日
拉开帷幕，来自47个政党的6211名候选
人将角逐联邦议院至少598个议席。获
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组建新
一届政府。

投票站当地时间上午8时开启，将于
18时关闭。一些民调机构在投票站设立
了匿名统计点，初步投票结果将在当晚
18时通过媒体发布。由于新冠疫情防疫
措施的条件限制，不少选民今年选择提前
通过邮寄形式投票。

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前多次表态将不
再寻求连任。这意味着，本次联邦议院选

举后，德国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将
落幕。

16年来，默克尔为德国和欧盟政治
打下了深深烙印，她的离任意味着一个时
代的终结。本次大选后，谁能成为默克尔
的接班人，德国新政府是否能继续扮演欧
盟领头羊的角色，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
进程中，德国能否坚持基于多边主义和合
作共赢的对外政策，都是外界高度关注的
问题。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议会共和
制，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
联邦参议院由各州政府指派州政府成员

组成。联邦议院是唯一经民众直接选举
产生的联邦国家机构。

联邦议院行使立法权，监督法律执
行，选举联邦总理等国家机构负责人，监
督联邦政府工作等，通常每4年选举一
次。

依照选前民调结果，社会民主党（社
民党）、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
自由民主党、绿党、左翼党和德国选择党
可能进入下一届联邦议院。

福沙舆论调查所24日发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在民调中领
先，支持率分别为25%与22%。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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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选投票开启 三大热点引关注

掌舵德国长达16年
默克尔给德国政坛留下了什么？

“默克尔时代”将谢幕“铁娘子”是如何铸成的？

▲9月25日，在德国
首都柏林，一名骑
行者经过社民党总
理候选人肖尔茨
（左）与联盟党总理
候选人拉舍特的竞
选海报。

◀9月26日，在德国
柏林一处投票站，
选民排队等待参加
联邦议院选举投
票。

新华社发

9月2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亚琛
的竞选集会上挥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