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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同

　　

　　2023年伊始，美国政坛尴尬事件不断，众议院议长

选举僵局刚刚破解，又爆出美国总统拜登因在此前担

任副总统时期私藏机密文件而遭调查。共和党抓住这

个机会穷追猛打，要求对此次事件以及其他与拜登有

关的事件展开深入调查。拜登也因此面临上任以来“最

严重的政治危机”。

　　美国媒体预计，业已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将就此

与民主党总统掌控的白宫展开一场“激烈而胶着的政

治对决”，甚至可能对2024年总统大选产生影响。新一轮

党争大戏也由此拉开帷幕。

私留密件急辩白

　　近期，拜登“机密文件门”事件持续发酵，先后多批

在其担任副总统时期的加密文件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

被发现。

　　当地时间1月21日，拜登的律师鲍尔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美国司法部下属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20日对拜

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进行搜查，又发现了

更多机密文件。鲍尔表示，在近12个小时的搜查过程中，

美国司法部掌握了至少6份机密文件，其中一些是拜登

1973年至2009年任联邦参议员时期的，另一些是他2009

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期间的密件。这是自去年11月和

今年1月中旬分别在拜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私人

办公室以及在威尔明顿的住所中发现政府机密文件

后，发现的第三批机密文件。

　　1月12日，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宣布，任命前

联邦检察官罗伯特·许为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办公室

和住所存放机密文件事件，同时也调查这一事件中是

否有个人或实体违法。梅里克·加兰对媒体说，他早在

2022年11月14日就任命了一名检察官作初步调查。依据

初步调查结果，他决定任命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

　　拜登近日首度公开就“机密文件门”作出回应，称

自己“发现有几份文件被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期待着

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正在遵循律师的要求”，被发现的

文件会立即移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与司法部，

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全力配合调查。

　　在白宫记者会上，面对不断追问“机密文件门”事

件的众多记者，拜登还“试图淡化安全风险”。同时，他

再三强调：“我是很认真地对待机密文件和机密材料

的。我们将全面配合司法部的审查。”

　　在事件持续发酵后，白宫法律顾问理查德·索伯也

对外再次强调，拜登“一直致力于负责任地处理此事，

他(拜登)对此很认真”。理查德·索伯同时重申，白宫也

将配合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然而，无论拜登怎样为自己辩白，并表示会配合调查，

也无法彻底消除“机密文件门”事件对他政治生涯的负面

影响。美国《总统档案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任内所有文

件须留存，并在卸任时交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管理。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愈演愈烈的“机密文件门”事

件的影响，拜登的公众支持率已接近他担任总统以来

的最低水平。

共和党穷追猛打

　　目前，“机密文件门”事件已成为共和党人对拜登、

民主党和白宫穷追猛打的最新“抓手”。

　　共和党方面批评拜登政府“虚伪”，誓言继续追查

这起民主党版本的“机密文件门”，并称将在国会发起

调查。去年，拜登的前任、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也曾被查出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存放大

量政府文件，包括上百份涉密文件。特朗普随后因涉嫌

离任后处理密件不当而面临联邦调查。

　　共和党人重掌多数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

锡在记者会上指出，拜登对其私人办公室存有以前的

机密文件“一定提前知情”，并认为“拜登有很多事情需

要向美国公众交代。不过，好的一面是，目前美国公众

有一个能够让他交代的众议院”。麦卡锡还对媒体称，

拜登曾对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存放涉密文件表示忧虑，

但拜登本人“多年来在多个地方把它（涉密文件）放在

光天化日之下”“国会必须调查这件事”。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

日前致函梅里克·加兰和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

斯，要求展开“立即的审查和损失评估”，并要求国会召

开闭门听证会。特纳说，拜登有可能违反了《总统档案

法》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随着拜登“机密文件门”事件发酵，多位共和党人

把这位民主党籍总统在私人场所存放密件与特朗普在

海湖庄园存放密件作对比。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就此抨

击美国司法体系的双重标准，称拜登与特朗普“受到了

区别对待”。

　　格林举例说，海湖庄园遭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而拜

登涉嫌私留的密件最初是由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牵头寻

找的。共和党方面还质疑，白宫在去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

前便已知晓拜登不当存放密件的情况，当时对此置之不

理，反而在当月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所涉密

件私留案以及他同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关联。

　　对共和党提出的质疑，民主党方面及拜登政府均

强调两桩案件存在不同之处：拜登主动上交保密文件，

而特朗普多次拒绝配合司法部调查。

　　CNN评论称，拜登正因“机密文件门”面临总统生

涯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民主党和拜登政府也因此失

分。这一事件犹如给共和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送去了

一份“大礼”。

你方唱罢我登场

　　颇具戏剧性的是，在拜登的“机密文件门”持续发

酵之时，特朗普任总统时的搭档、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也被指涉入类似事件。

　　彭斯24日告知国会，在他位于印第安纳州的私人住

宅中发现存有机密文件。彭斯方面表示将全面配合调

查。美国媒体24日公开了一封彭斯律师克雷格·雅各布

致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信件。彭斯团队确认，

在这位前副总统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家中发现了“少量”

机密文件，将转交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这些少量

标有密级的文件，在上届政府结束时无意中被装箱并

运到了前副总统的私人住所”。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

局目前正在评估这些文件。

　　显而易见，这一进展对“腹背受敌”的白宫来说是

个好消息。有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戏称，轰轰烈烈的“机

密文件门”大戏终于有了“新的代言人”，这让白宫和拜

登“猛松了一口气”。

　　你方唱罢我登场。特朗普、拜登、彭斯……美国的

前总统、现总统、前副总统相继卷入“机密文件门”风

波。这三人还具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2024年总统大选

的潜在或正式竞争者。

　　2023年开年，美国政坛大戏似乎越来越精彩。目前，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司法部围绕政治人物不当处理机密

文件的调查将更趋复杂化。有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拜

登、彭斯先后卷入机密文件的混乱局面，可能使美国司法

部最终难以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提出正式指控。

　　“真正的丑闻不是拜登拥有机密文件，可悲的是他

们都在这样做。丑闻在于，美国司法部在中期选举前一

周发现这一情况，并选择压制该事件，从而让某党派获

得优势。”美国“棱镜门”事件揭露者斯诺登近日在社交

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拜登“机密文件门”事件中值得关

注的焦点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带走的机密文件比许多吹哨

人多得多。”斯诺登称，当年艾丽提·温纳(美国国家安全

局前承包商)仅因泄露一份文件就被判5年，“拜登、特朗

普、希拉里·克林顿……这些人私藏几百份机密文件，

却不会坐牢。”

　　此前，有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拜登预计将再次竞

选总统，最快可能在2月7日的国情咨文演讲结束后宣

布。目前来看，尽管美国司法部可能不会因“机密文件

门”对拜登、彭斯等人提出指控，但他们的民众信任度

可能遭遇重挫，进而影响2024年总统大选。

□ 际文

　　

　　当地时间1月21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已同意就寄宿

学校给当地原住民语言文化造成的破坏提供28亿加元

（约合人民币142亿元）的赔偿，以了结原住民群体就此

发起的集体诉讼。而作为交换，索赔人需同意“全面、彻

底和永远”放弃对加拿大的索赔，包括由于寄宿学校对

原住民造成的集体伤害而引起的各种索赔要求。

　　对此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用钱了结了一场持

续十余年的诉讼，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对原住民犯

下的种种罪行。

长达十余年的诉讼

　　从2012年开始，原住民就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给

他们造成的语言和文化损失向加拿大政府发起集体诉

讼并提出赔偿要求，而之所以直到十余年后才有了结

果，是因为此前加拿大政府对此事一直持否认态度。

　　事件的转机发生在2021年。

　　那年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

的一所原印第安人寄宿学校中，发现了215具印第安儿

童的遗骸。事件一出，舆论哗然，加拿大针对印第安人

的种族灭绝一时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之后又有许多印第安儿童遗骸在寄宿学校的旧

址附近发现。加拿大和解与真相委员会2015年的调查报

告显示，从1876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强制对原住民儿童实

行寄宿制至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关闭，时间长达120

年。在这一百多年中，约有三成的原住民儿童（约150000

人）曾经被安置于寄宿学校中，至少6000名学童在就学

期间死亡。而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在加拿大多地的寄宿

学校，原住民儿童曾遭受长期性侵、虐待和残害的例子

比比皆是。“当年在寄宿学校，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

遭到了严重虐待，比如殴打和性侵，我们在校期间的绝

大部分时间都是压抑的，每天的日子心惊胆战。”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在2008年的一篇报道中还

提到，有相关文件显示，部分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在加拿

大政府知情的情况下，故意对原住民儿童进行所谓的

“营养实验”。此类实验迫使受试儿童维持饥饿状态，再

给予或不给予他们维生素或某些食物，以进行对照实

验研究“营养补充的效果”。

　　此案原告之一、土著领袖加里·费舒克说：“加拿大

花了太长时间才承认自己的历史，承认它犯下的种族灭

绝，并认识到寄宿学校对我们国家造成的集体伤害。”

　　另一位土著领袖和原告肖恩·戈特弗里德森说：

“寄宿学校系统摧毁了我们的语言，深刻地破坏了我们

的文化，并留下了社会危害的‘遗产’，其影响超出了我

们这一代人。我们需要很多代人才能治愈。”

掩盖不住的黑历史

　　加拿大原住民是这片土地上本来的主人。

　　加拿大历史学家泰勒·诺克斯曾在加《国家邮报》

发表题为《答康拉德·布莱克：在原住民历史上，我们不

能忽视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文章。文章中诺克斯坦言，

研究表明，早在欧洲殖民者占领加拿大前，当地原住民

就已有了独特且悠久的文明，然而太多加拿大人固执

认为自己的文化、社会优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们

认为的“低等人”原住民身上。

　　据文献记载，1760年英国殖民者踏上北美洲大陆，

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

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

部落不复存在。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当局试

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

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保

留地”上，凡不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一律称为

“不合作者”，被剥夺理应享有的公民权。即使对于居住

在保留地的原住民，加拿大当局也并未放过。加政府公

然通过“土著同化”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

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教会在全国各

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

龄儿童强行带离家庭。孩子们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

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

“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这种文化灭绝政策，加上对原住民经济的扼

杀、土地的掠夺，原住民不但人口减少，而且经济命脉

断绝，前途渺茫，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

习惯，更加剧了自身和民族命运的悲惨。

　　时至今日，这些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的“同化教育”

往往也是毁灭性的。CBC称，绝大多数从这些学校走出

来的原住民儿童在回到保留地后，根本无法融入故乡

的文化，学校糟糕的“技能教育”也使得他们既无法帮

助父母，也很难在城市里找到工作。

政府并未真正反省

　　面对越来越多的铁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得不承

认这一现实。他12日称作出这一宣布是“困难”的，并承

认“工作才刚刚开始”，承诺政府将为每一步提供帮助。

　　不过，有分析认为，特鲁多政府承认对原住民犯下

的罪行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在这个赫然标榜为“多元文

化”的国家，原住民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2007年9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原住民权利宣

言》，规定尊重原住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利，尊重、维护和

加强其民族文化认同，强调在保护其自身需要和尊严

前提下追求发展。这一重要的宣言获得绝大多数国家

的赞同和响应，144个表决国，反对票只有4张，而其中

一张反对票，就是加拿大投的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第一民族议会”

（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首脑、加拿大三大原住民

族的象征性领袖方丹大酋长被邀请坐上了开幕式主席

台，坐在加拿大总督和总理身后。但开幕式表演却在

“野生动物”后跳过了漫长的加拿大原住民历史，直接

引入了欧洲人的一片白帆。

　　2017年9月，安大略省企业主出身的联邦参议员林

恩·贝亚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寄宿学校充满了对

原住民的善意”，诋毁原住民保留象征原住民身份证是

“罔顾自己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更挑衅般地要求原住

民“交出身份证以换取公民权”。迫于舆论和公众压力，

她删除了公开信，但并未真正反省，更未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有批评者称，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更可怕的是，加拿大还有无数这样的自居精英、身处高

位者，在原住民问题上既无知又狂妄。

　　迫于种种压力，近年来，特鲁多政府多次公开宣

布，将对寄宿学校虐待原住民儿童事件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1月25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原

住民团体表示，在该省中部内陆地区的圣约瑟夫教会

寄宿学校旧址新发现了66处潜在墓葬。据悉，该原住民

团体去年使用探地雷达调查了该地0.18平方公里场地。

　　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正如加拿大原住民服务

部长马克·米勒所说，“在寄宿学校遗址发现小孩子的

骨头，这是对加拿大令人悲痛的历史和寄宿学校令人

发指的行为的悲剧性提醒”。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连日来，土耳其方面多次对瑞典方面表达不

满，强烈批评瑞典政府批准首都斯德哥尔摩21日

举行两场示威活动，分别是一名右翼人士在土耳

其驻瑞典大使馆附近示威和一场支持库尔德人

的示威。双方关系紧张的负面影响接踵而来。土

方不仅取消了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原定的访

土行程，还表示有关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三方

会谈机制被无限期推迟。

　　一时间，土耳其与瑞典就“入约”似乎已到无

话可谈的窘境。这不仅关乎原本准备“绑定入约”

的瑞典和芬兰的命运，也会对俄乌冲突背景下的

地缘政治局势产生不小的影响。

三方会谈“泡汤”

　　瑞典、芬兰2022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但遭到

土耳其的反对，主要原因就是前者对库尔德工人

党等反土武装的支持。后经多轮政治协商，土方

终于松口，并于当年6月底签署备忘录，确认土耳

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瑞典和芬兰将

不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

保护部队”以及“居伦运动”，并同意解除向土耳

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可见，在去年的这一轮

博弈中，土耳其充分运用“北约30个成员国一致

原则”，赚得盆满钵满。但上述妥协都是为了尽快

吸收瑞典、芬兰“入约”，土方与瑞典、芬兰三方的

分歧实际上并未消除。

　　近期，根据土方的说法，瑞典多次允许部分

极右翼人士和土方认定的恐怖组织支持者进行

反土集会，对此土方多次表示抗议。在过去的两

轮三方会谈机制谈判中，土瑞围绕这一问题再次

发生严重分歧。对此，土方表示不可接受。本月23

日，也就是在21日发生了经瑞典政府批准一名右

翼人士当天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附近举行涉

及宗教问题的示威活动后，土方被彻底激怒。土

方当即表示取消波尔·荣松访土安排，并无限期

暂停原定于今年2月举行的关于瑞典、芬兰加入

北约的三方会谈机制。

　　目前，土方对此态度非常坚决：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表示“瑞典不必等我们支持”；土耳其执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厄梅尔·切利克25日

说，瑞典“入约”进程正在“倒退”，土耳其现阶段

就此事与瑞典无话可谈；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26日称，“目前三方会谈毫无意义”。

反将美国一军

　　根据北约章程，瑞典、芬兰想要加入北约，必

须取得所有30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因此，土方宣布

无限期推迟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三方会谈机制，并斩

钉截铁地表示就“入约”与瑞典无话可谈，可谓给试图推

动瑞典、芬兰“入约”的美国将了一军。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野心勃勃谋求以瑞典、芬兰加

入北约为代表的北约第六轮东扩。去年年中，在

美国的所谓“斡旋”下，土方同意瑞典、芬兰“入

约”。不过，美方当时软硬兼施，也只能算是暂时

推动了这一进程。在如今土耳其与瑞典再次发

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后，美国接下来再想做“和事

佬”，恐怕要费一番周折了。

　　土耳其反对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原因很

简单——— 瑞典与芬兰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和“居

伦运动”，并禁止对土出口国防设备。用埃尔多

安的话说，不可能希望意见相左甚至敌对的国

家加入同一个国际组织。

　　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1979年，被土耳其、美

国列为恐怖组织。2019年10月，土耳其军队越境

进入叙利亚北部，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展开军

事行动，但后者却得到了芬兰与瑞典的支持。而

在此后，土耳其方面与北欧国家的关系日趋微

妙。2016年7月，土耳其方面认定，由宗教人士费

特胡拉·居伦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居伦运动”发

起未遂政变。据俄媒披露，埃尔多安“是在俄方

的帮助下才逃过一劫”，而该事件也成为俄土关

系缓和的转折点。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土耳其反对接纳芬兰

和瑞典加入北约，不是为了对俄罗斯“投桃报

李”，也不仅仅是库尔德人问题，而是有自己谋

求地区利益的小算盘。

芬兰考虑“单飞”

　　此次土瑞矛盾激化并导致瑞典、芬兰加入

北约的三方会谈机制无限期推迟后，外界普遍

认为，瑞典、芬兰“入约”的进程将严重受阻。而

由于此前瑞典、芬兰已经协调并绑定了“入约”

的程序，因此这也意味着芬兰“入约”的时间将

被严重推后。

　　芬兰外长哈维斯托24日表示，如果瑞典加入

北约的申请被推迟，芬兰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

芬瑞两国同时“入约”事宜。包括芬兰媒体在内

的多国媒体分析认为，这可能是芬兰表示“单

飞”抛开瑞典单独“入约”的一个信号。

　　另一方面，虽然与土耳其矛盾激化，但瑞典

仍在努力与芬兰一同“入约”。众所周知，如果芬

兰先于瑞典“入约”，那么瑞典将成为北欧唯一

的非北约成员国，而且这还是在瑞典是否还属

于中立国家地位处于争论的情况下发生的。也

正因如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4日表示，仍希

望与芬兰一同加入北约，并称这是瑞典“当前最

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

　　日前，在美国的鼓动下，包括德国、法国在

内的北约多个传统军事强国准备效仿美、英，向

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重型主战坦克，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将使即将进行一年的俄乌冲突出现升级

的可能。军事层面如此，政治层面更是如此。如

前文所述，作为北约东扩的重要步骤，吸纳瑞典、芬兰加

入北约是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既定策略。从

这个层面上看，土耳其与瑞典的关系如何发展、三方会

谈机制的前景以及瑞典、芬兰“入约”进程将对地缘政治

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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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观察

　　美国司法部近日接

连对拜登位于特拉华州

威尔明顿市的住所进行

搜查。图为当地时间1月

13日，调查人员在拜登位

于 威 尔 明 顿 市 的 住

所前。

CFP供图  

　　加拿大政府用钱了结了

一场持续十余年的诉讼，但是

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对原住民

犯下的种种罪行。图为在加拿

大甘露市，原住民举行仪式纪

念在寄宿学校中死亡的原住

民儿童。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