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納克

給約翰遜在應對英國脫歐上的表現
打10分，這為他贏得了一些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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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對當晚辯論的總結是：
面對經濟不振、通貨膨脹、民生
不景以及與歐盟關係緊張等眾多
重大話題，保守黨黨魁候選人的
爭論焦點竟然 「出人意料地轉向了
中國」 。可見英媒對兩人特別是蘇
納克在數天之內對華態度的 「急速變
臉」 也大感震驚。中國外交部和駐英
使館26日均表示，英國個別政客動輒拿
中國說事，鼓噪 「中國威脅論」 ，這種
不負責任的言行，解決不了英國自己的問
題，只會把英國進一步引入歧途。

兩人互批對方對華軟弱
蘇納克和特拉斯20日從一眾候選人中殺

出重圍後，媒體稱，相較於以對華鷹派著稱的
特拉斯，蘇納克對中國態度更為務實。去年7
月，身為財相的蘇納克表示，目前英國在處理
對華關係上 「過於粗糙」 ，應該尋求一種 「成
熟且平衡」 的關係。英國《每日郵報》陰陽怪
氣地評論稱，沒有候選人想獲得 「 『對華務
實』 這樣的認可」 。這顯然對目前在保守黨黨
員中民調落後的蘇納克起到了刺激作用。

英媒在辯論開始前援引蘇納克的施政綱要
聲明報道，蘇納克認為中國是對英國、世界經
濟和國家安全 「最大的長期威脅」 ；他承諾關
閉英國境內所有30所孔子學院，要求大學等高
等教育機構披露超過5萬英鎊的外國資金用
途，並審查研究合作；還要建立一個新的 「北
約式聯盟」 應對 「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威脅」 。

在當晚的辯論中，蘇納克強調會堅定捍衛
英國價值觀，稱自己一直在呼籲取締英國的孔
子學院，並藉機攻擊特拉斯在擔任教育部次官
時曾 「幫助中方滲透英國大學」 。特拉斯則在
人權、涉港、涉疆和涉台等問題上妄議中國政
策；指責蘇納克在擔任財政大臣時對中國和俄
羅斯都很軟弱，希望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她表示，自己出任外
相第一天就 「強化了應對中國的立場」 ，一旦自己當選黨魁出任首相，
將打擊TikTok等中資公司，但未給出任何行動細節。

英國今年6月通脹率達到9.4%的40年高點，並繼續朝兩位數邁進。
49%的英國消費者對於如何在未來6個月滿足日常開支感到不安。有英
國網友稱，很難想像要擔任英國首相的兩位候選人此時還在為了一些
虛無的政治立場激烈爭吵，而不是着手解決和民眾息息相關的生活
成本危機。

保守黨被轟「迷失方向」
在25日的辯論中，蘇納克和特拉斯圍繞減稅議題互相攻擊。特拉

斯承諾上台後將立即減稅300億英鎊，認為這將促進經濟增長，而蘇
納克說他只有在通貨膨脹得到控制後才會減稅，批評特拉斯的計劃
「不負責任」 ，是將債務轉嫁給下一代。特拉斯就抨擊蘇納克 「散
播恐懼」 ，稱蘇納克會讓英國走向衰退。

兩人也就對首相約翰遜的態度進行了攻防戰。蘇納克的
辭職成為約翰遜下台的導火索，保守黨內有部分成員認為他
是叛徒。在辯論中被問及如果滿分是10分，會
給約翰遜打幾分時，蘇納克稱在實現英國脫歐
一事上約翰遜可得10分。而特拉斯則說會給約
翰遜擔任首相的表現打7分。兩人都沒有表示
一旦自己當選，會否邀請約翰遜加入內閣。

工黨黨魁斯塔默表示，這場辯論顯示出
保守黨已經 「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目
標」 。蘇納克的表現就像他 「剛從月球
上下來」 ，突然發現經濟狀況很糟
糕，而他此前一直負責經濟；特
拉斯則在玩弄 「幻想經濟
學」 ，沒有解釋她將如何
為減稅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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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抵加拿大向原住民道歉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羅

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25日在加拿大
阿爾伯塔省的原住民社區馬斯克瓦
西斯發表講話，他承認教會寄宿學
校殘酷的「同化教育」是一種 「災難
性的錯誤」 ，並對加拿大原住民作

出 「歷史性道歉」 ，請求寬恕。寄宿
學校倖存者科爾克馬茲坦言，她等了
50年才聽到教宗這句道歉， 「我感
到高興，但也感到悲傷和麻木」 。

自去年5月以來，加拿大多
處天主教寄宿學校舊址的無名
墓穴中驚現逾1000具遺骸，
其中絕大多數是原住民兒
童。從19世紀末到上世紀90
年代，約有1萬名原住民兒

童被強制收容在130多所寄宿學校
裏，這些學校由加拿大政府出資，大
多由天主教會管理。

方濟各在講話中承認，包括寄宿
學校系統在內的 「同化」 等政策，對
原住民是 「毀滅性」 的。許多基督徒
曾支持官方壓迫原住民的殖民心態，
教會和宗教團體的許多成員在當時政
府推動的文化破壞和強制 「同化」 進
行合作。

有原住民人士表示，教宗在加拿
大土地上進行的道歉是歷史性的，但
推進和解仍需要更多切實行動。加政
府在2008年成立 「真相與和解委員
會」 ，該委員會提出94項和解行動，
但其中大部分至今尚未落實。

約翰遜戀棧權位
盼下屆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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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英媒披露，
即將下台的英國首相

約翰遜（小圖）日前向前
保守黨司庫克魯達斯透露，他
「不想辭去」英國首相一職，並希望能

「抹去」有關離職一事。有前保守黨議員
痛斥約翰遜不負責任，只想着在任期的最後

幾周利用首相特權完成自己的 「願望清單」。
克魯達斯稱，約翰遜上周五在午餐時告訴

自己，想以保守黨黨魁的身份參加下一次大選。
「他（約翰遜）的意思非常明確，他絕對不想辭
職，想繼續下去。而且他相信，在黨員們的支持
下，他能夠做到。」

約翰遜7月7日宣布辭職，將留任至9月5日保

守 黨 新
黨魁產生
為止。前
保守黨議員
蘇布里25日
做客《早安英

國》節目時，怒斥約
翰遜自宣布辭職後完全不顧

英國社會湧現的諸多危機，包括多
佛港大堵車、律師罷工導致500多場官
司取消等，而是像個任性的孩子一樣自
顧自玩樂。

7月16日，約翰遜參觀了皇家空軍康
寧斯比軍事基地，駕駛戰鬥機在天上自拍。7
月17日，英國政府高級官員召開了應對極端高溫
天氣的 「眼鏡蛇」安全委員會緊急會議，而約翰遜
卻跑到首相鄉村官邸契克斯莊園舉辦告別派對。他
上周到訪在英國約克郡訓練的烏克蘭軍隊，還晒出
自己開槍和扔手榴彈的視頻。

減稅

蘇納克

稱只有在通脹得到控制後才
會減稅，批特拉斯靠借貸振
興經濟的政策後患無窮。

特拉斯

承諾將立即減稅300億英鎊，以
促進經濟增長。

中國

蘇納克

稱 「中國是對英國最大的長期威脅」 ，將
關閉英國境內全部30所孔子學院。

特拉斯

認為蘇納克對華態度不夠強硬，稱自己若出任首
相，將打擊類似TikTok的中資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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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辯論表現更好？

《每日郵報》

特拉斯

給約翰遜打7分，稱其在任內犯的
「錯誤」 不足以讓他下台。

約翰遜

▲教宗方濟各（左）25日戴上了原
住民羽毛頭飾。 路透社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
路透社

▶英國前財政大臣蘇
納克。 法新社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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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動輒拿中國說事無法解決英國自身問題



7月25日，站在英國首相之爭決賽場
上的兩位候選人前財相蘇納克與現外相
特拉斯進行了一對一的電視辯論，雙方
唇槍舌劍，充滿了火藥味，把保守黨的
「窩裏鬥」 完全呈現於世人，黨內撕裂
及政策分歧可見一斑。

蘇納克非常清楚，自己作為印度
裔，在這場首相之爭中，有着不言明說
的劣勢。雖然在初選階段，蘇納克的選
票大幅度領先，但最後一輪投票的遊戲
規則不同於前五輪，即不再是358名保守
黨議員來投票決定勝負，而是交由全國
16萬全體黨員來投票，只有贏得基層黨
員的支持，才能入主唐寧街10號。

英國7月22日民調顯示，蘇納克目前
的支持率只有38%，大大落後於特拉斯
的62%。離最後的投票日只有不到10天

時間，蘇納克能否扭轉不利局面，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這幾場電視辯論及全國巡
迴演講效果，以期改變保守黨黨員對他
的成見。

在黨內初選階段，多名候選人曾同
台進行過兩輪電視辯論，蘇納克的表現
居第二位，特拉斯的表現墊底。所以蘇
納克非常希望多舉行幾場電視辯論，這
樣可以更多暴露特拉斯的破綻，這是蘇
納克翻盤的唯一希望。

蘇納克和特拉斯都畢業於牛津大
學，兩人都曾擔任過財政部首席秘書，
雙方在稅收問題上的態度更是針尖對麥
芒。蘇納克與特拉斯都有意把自己塑造
成 「戴卓爾主義」 的繼承人，因而在辯
論期間對戴卓爾的經濟主張各取所需。

戴卓爾擔任英國首相長達11年，被
冠之以 「鐵娘子」 的稱號，戴卓爾主義
的核心思想是，對內大力推行私有化及
自由市場經濟，放鬆政府監管，壓制工
會力量，減稅及取消匯率管制；對外與

美國保持一致，共同抗擊蘇聯。儘管戴
卓爾去世多年，但她仍被視為保守黨右
翼的代表人物，至今在黨內保有一定的
思想影響力。特拉斯一言一行都在有意
模仿戴卓爾，甚至連服飾都有幾分相
似。而蘇納克也不甘落後，更是跑到戴
卓爾的故鄉宣布開啟他的競選之路，強
調自己是 「常識性戴卓爾主義」 的繼承
者。1981年戴卓爾為了遏制通貨膨脹，
曾大幅度提高銷售稅，引發英國經濟衰
退和大規模失業，這種 「休克療法」 引
起很大爭議，但在她的任期內，英國經
濟總體上扭轉了頹勢。

蘇納克自己承認，目前的選情對他
不利，這兩天，他病急亂投醫，一反常
態地打起了「反華牌」，表現得比特拉斯還
要激進。在昨天的辯論中，對華政策成
為焦點之一。蘇納克指責特拉斯於2014
年任教育部次官時與中國進行交往，並
贊成 「中英關係黃金十年」 的說法。而
特拉斯也不甘示弱，指責蘇納克在財政

大臣的任上，主張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
聯繫。似乎與中國過去的正常交往成了
他們的人生污點，由此可見，英國在
「政治正確」 方面已經錯得十分離譜。

平心而論，蘇納克的口才還是比特
拉斯略勝一籌，幾處不多的掌聲也是送
給蘇納克的，但幾家民調都認為，特拉
斯贏了這場辯論。特拉斯強調自己的平
民身份，以拉近與選民的距離。她把自
身接受的普通免費教育與蘇納克上的貴
族學校進行了對比。對此，蘇納克的回
答是： 「自己不會為家庭背景而道歉，
但我的父母都是保守價值觀」 ，以此暗
諷特拉斯的父母是工黨黨員。主持者調
侃蘇納克穿着3500英鎊的西裝上場，而
特拉斯只戴着價格4.5英鎊的耳環參加辯
論，如何看待這種反差？特拉斯對蘇納
克穿着講究作了一番讚揚，但向觀眾傳
達的潛台詞很清楚：蘇納克出身貴族，
這就是他與普通選民的距離。蘇納克的
形象被進一步定型。

8月4日，蘇納克與特拉斯兩人要進
行另一場電視辯論，這是8月5日投票前
的最後一場辯論，蘇納克當然期望奇
跡。不過，從這兩天的表現看，蘇納克
的選戰策略並不怎麼高明。打反華牌肯
定扭轉不了敗局；打種族牌也會引起英
國白人的反感；蘇納克手下的牌其實很
少。需要指出的是，蘇納克號稱是 「常
識性戴卓爾主義」 的繼承者，而戴卓爾
1984年訪華時，與中國政府就香港問題
簽署了聯合聲明，為香港的順利回歸作
出過貢獻，這是戴卓爾在對華關係方面
的明智之處，這是無法忽視的常識。在
筆者看來，無論是特拉斯2014年就教育
問題與中國進行交流，還是蘇納克在任
財政大臣時主張與中國保持對話，都沒
有錯。戴卓爾留給兩位的重要遺產之一
是，與中國保持合作，理性處理對華關
係，在重大問題上理智作出選擇，而不
是歇斯底里地反華，這才是戴卓爾的真
傳。

蘇納克打中國牌挽救不了落後選情
周
德
武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