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中下旬， 墨西哥总统奥夫

拉多尔在科阿维拉州托雷翁市举行
的纪念 “托雷翁惨案” 及致歉仪式

上，就 1911年发生在该地区的屠杀

华人事件致歉。这也标志着，在这场
历史惨剧发生一个多世纪后， 墨西

哥政府正式表态承担历史责任，同
时对于消除“种族主义、歧视以及仇

外心理”作出承诺。

务实功用与道德效应
“真理是具有权威性的；权威性

是有力量的；故而他们认为，权力掌

握着真理。”在记述这场惨案的非虚

构作品《外来者的苦难之居》中，作

者胡里安·诺伯特不无讽刺地评论
当时负责审判该案的军事法庭法官

马格利诺·马丁内斯的言行。

马丁内斯负责审判的，是 1911

年 5月墨西哥革命军对北部城市托
雷翁的华人社区进行的血腥杀戮。

在这场杀戮中，303 名华人惨遭无

端杀害， 而杀人犯却提着枪、 叼着
烟，兴致盎然地与尸体合照。

在马丁内斯的法庭里， 作为杀
人者首领之一的本杰明·阿尔古梅

德将军却将这场屠杀描述为 “交
火”，并坦然表示是他下令“杀掉那

些中国人”的。 这种态度在 20世纪
初墨西哥政治和军事精英群体中，

绝不是孤例。

面对当时的清政府的抗议和斡

旋， 时任墨西哥总统的革命领袖弗
朗西斯科·马德罗要求拘捕和审判

直接参与杀人者， 同时承诺赔偿
300万比索。 但如马丁内斯法官等

墨西哥精英所考虑的， 却是墨政府

的颜面。在马德罗不久遇刺之后，这

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如此，度过了一
个世纪。

至于为何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致
歉？ 学界和媒体的分析大多是以国

际关系为基础的务实视角。此前，洛
佩斯政府曾经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两次致信西班牙与梵蒂冈，要求

它们就殖民期间对墨西哥原住民进
行的屠杀和迫害致歉， 但至今没能

如愿。 而此次对中国和墨西哥华人
社区的道歉， 可以看作是洛佩斯政

府为正视历史错误、 完善国家道德
做出的表率： 不仅能够更好地凝聚

国内各族群， 同时也在国际关系中
稳固占据道德优势。

此外， 中墨两国在新冠疫情期
间积极开展的抗疫合作， 以及在可

预期的未来墨西哥对华的合作需
求， 也被认为是 110年后致歉的主

要动力之一。自疫情初期，中墨两国
就搭建了疫情的“空中桥梁”，通过

双方政府的有效协调， 运送了大量

防疫物资与派遣相关人员； 而在疫

苗国际采购领域， 目前墨西哥已获
得的疫苗中， 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中

国。相比之下，拜登政府以疫苗为筹
码， 逼迫墨西哥政府在移民问题上

采取强硬手段， 客观上也增加了墨
西哥发展对华合作的需求。故而，仪

式和致歉恰逢其时。

追溯正义与多元世界
然而， 如果放弃国际政治的观

察视角，“何时致歉” 根本不构成一

个问题。更应当被提出的问题是，是
否应当还这 303条生命予正义和尊

严？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诺伯特对于这一致歉做出了高

度评价。在他看来，对于既往正义的

追溯， 是为了建立真正多元和包容
的现代国家。

作者诺伯特生于阿卡普尔科，

是联通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中国船”

航线的终点；而他成长的地区，就毗
邻惨案发生的托雷翁市。“托雷翁惨

案”在他的童年记忆中，是每个孩童

都听过的悲惨故事。也正是因此，他
通过采访与调研， 在书中重现了事

件的真实面貌，“为无声者发声”。

由于惨案不了了之， 在墨华人

社区的历史地位也并没有随着时间
的流逝得到太多改善。 在此后的许

多年中， 对于华人的歧视与排挤没

有消失， 华人社群在这个拉美国家
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被主流叙事所

忽视。

对于惨案的重新认识与致歉，

正是认识到不同族群共享命运、共
同发展，肯定华人贡献、重塑多元社

会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地市级别的
致歉行动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持续至今上升至联邦政府级别，也
是持有上述理念者不懈努力的成

果。

权力并不天然掌握真理， 而是

要与事实和真理同行。一个“道过歉
的墨西哥”，相信会是未来多元世界

更好的成员。

深
海评“道过歉的”墨西哥，会是多元世界更好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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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莱希的当选，对于伊朗未来
的走向将起到怎样的影响？

答： 此次选举对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长期政治发展而言， 具有重
要意义。

第一， 终结了关于最高领袖继
承人问题的猜测。 总统选举虽然每

次都引起了伊朗国内国外高度关

注， 但总统毕竟只是伊朗伊斯兰体
制内的第二号人物， 最高宗教领袖

才是伊朗政坛执牛耳者。 早在 2014

年 9 月哈梅内伊做前列腺手术时，

其继承人问题便成为国际舆论的焦
点。 近年来， 随着哈梅内伊达到 80

岁高龄，该问题再度引发各种热议。

考虑到哈梅内伊对莱希竞选的

大力支持， 后者极有可能在未来出
任最高领袖。 因此，这次选举无疑在

伊朗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 不仅莱希把握全局的能力

将借出任总统得到锻炼， 而且更为

重要的是关于最高领袖的人选问题
大体尘埃落定， 增加了伊朗政治的

可预测性。

第二， 突显了伊朗有管理的选

举制度的合理性。 宪监会关于候选
人资格审查的制度虽在伊朗国内外

引发一些批评， 但本身有利于伊朗

总统权力过渡和政治的良性发展。

不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 则常常带

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伊朗的候
选人资格审查制度虽然存在一些缺

陷， 但却总体上保证了选举在体制
内正常运行。

资格审查， 也大大减少了选举
成本。 资格审查达到了控制候选人

人数的目的， 使得选票能够比较集
中， 并使得某个候选人能够在第一

轮选举中便能获得多数， 避免进入
第二轮。2005年选举中，内贾德和拉

夫桑贾尼首轮得票率均不过半，导

致选举进入第二轮，既劳民又伤财。

最近几次大选， 一些候选人在投票
之前往往会退出选举， 并支持其他

一位立场相近的候选人， 从而为某
一候选人第一轮投票便获得多数创

造了条件。 2013年、2017年和 2021

年伊朗总统大选， 鲁哈尼和莱希能

够在第一轮胜出， 便是候选人退选

操作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
的总统选举制度正在走向成熟。

第三， 突显了伊朗政体掌控全
局的能力。 尽管选举之前，国内外多

数专家和学者能够预测到莱希能够
当选总统， 但仍然有一些学者认为

大选可能产生“黑马”，认为部分民
众存在对宪监会资格审查制度的不

满， 可能会报复性地将选票投给温
和派候选人赫马提。 但事实表明，莱

希以 62%的高票当选，“黑马” 现象
并没有出现， 选情基本按照伊斯兰

体制所设定的方向演进， 突显了政
体掌控全局的能力。

伊朗当选总统莱希：十字路口的选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良祥

    问： 莱希的人生经历与政
治理念对其竞选总统时有怎样
的影响？

答： 6 月 19 日， 易卜拉
欣·莱希在绝对优势下当选为

伊朗新一届总统。一般认为，得
到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以及

多个重要实权部门的支持，是

莱希得以当选的最重要的原
因。 特别是宪法监护委员会通

过资格审查取消了对莱希构成
挑战的其他候选人资格， 为莱

希当选扫清了道路。 上述分析
当然不无道理， 但莱希当选更

与他独特的人生和从政经历密
切相关， 符合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政治发展的逻辑。

第一， 求学经历为其提供

了坚实的宗教背景。 莱希于
1960 年出生于什叶派仅次于

纳杰夫和库姆的宗教圣城马什
哈德市， 自幼便对宗教耳濡目

染。什叶派第八伊玛目阿里·礼
萨遭到阿巴斯王朝的毒杀之后便

安葬于马什哈德，其墓地附近所建
立的清真寺成为什叶派穆斯林竞

相朝拜的重要场所。

15 岁时莱希离开马什哈德，

前往另外一个宗教圣城库姆学习。

不仅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曾经

是库姆宗教学者的核心人物，而且

哈梅内伊以及前总统拉夫桑贾尼
等都曾经在库姆学习。莱希因此比

较系统地接受了宗教教育和伊斯
兰革命思想。 此外，莱希还曾经于

2016 年开始担任伊马姆·礼萨圣

地监护人， 并掌管伊朗财力

最雄厚的阿斯坦·古德斯·拉
扎维宗教基金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前
提是伊斯兰， 就其宗教经历

而言， 莱希毫无疑问是非常
合适的当政者。 他接受过系

统的宗教教育， 从政期间担

任宗教圣地的监护人和重要
宗教基金的负责人。 独特的

经历为其奠定了政治上崛起
的坚实基础。

第二， 司法工作奠定了
其在体制内的威信。 按照西

方媒体的一些报道， 莱希从
20 岁开始便签署逮捕令和

死刑判决书，此后，莱希还曾
经在拉马丹和德黑兰等重要

城市担任检察长。 而最为重
要的则是 2019 年担任司法

总监，在其任内，莱希高举反
腐大旗，严厉打击腐败。上任

之初，他便声称，对腐败者，

不仅要“断其指”，还要“断其臂”。

在其任内，一批经济和金融腐败分
子受到严厉惩处。

司法部门的独特工作，特别是
在反腐方面， 使得莱希获得了威

望，构成了其得到伊朗保守派乃至
底层民众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权力部门的大力支持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多年的司法工作使得莱
希被多个西方人权组织列入了制

裁名单， 并于 2019年直接上了美
国的制裁名单，其个人命运与伊斯

兰体制的生存深度绑定。

    问：时值多事之秋，莱希政府面
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答： 正值内政外交极为困难的

时期，莱希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最
主要有两例：

第一，如何改善民生。 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成立已四十余年， 政权的

长期稳定不仅取决于是否坚持伊斯

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更取决于政
府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 然

而，在过去四十年，民生问题一直考
验着伊朗。 特别是 2018年以后，由

于美国恢复对伊制裁， 伊朗的国内
生产总值一度于 2019 年下降了

6.78%， 而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
又仅增长了 1.52%。

一方面， 伊朗面临非常严峻的
经济形势， 因面包和鸡蛋而上街的

事件不断发生。 另一方面，伊朗又面
临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发展难题。

美国制裁固然是制约伊朗经济发展
的主要外部因素， 但政府和军方过

度掌握国民经济， 也导致私营经济

不充分发展，难以有效增加就业。 伊

朗所实施的地区战略， 也严重消耗
了伊朗的国家资源， 制约了经济发

展。 不解决这些顽疾会因为民众不
满而动摇执政基础， 解决这些痼疾

又会伤害一些权力部门的利益，同
样会动摇执政基础。

第二，如何处理伊美关系。 尽管

美国正在衰落， 但美国仍然是世界
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是影响伊朗国

运的重要外部力量。 美国对伊朗的
金融制裁导致伊朗对外贸易结算通

道被切断， 严重削弱了伊朗对外经
济联系， 而能源制裁直接导致伊朗

财政收入锐减， 严重伤害了伊朗的
民生事业。 在安全上，即使美国实施

中东收缩战略， 也必然会保持最低
限度的军事存在， 对伊朗的国家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

如何改善伊美关系一直是伊朗

决策精英需要直面的问题， 但其一
直未能得以解决。 首先，美方由于各

种因素的干扰， 特别是亲以色列团

体的反伊游说以及四十多年前的人

质危机， 难以持续性地改善对伊关
系。 其次，反美主义是伊朗伊斯兰政

权的基因， 呼喊反美口号则是伊朗
领导人政治正确的标志。

可以说， 伊朗客观存在改善对
美关系的必要性， 但双方国内均不

具备长期改善关系的政治基础。 哈

塔米曾经在“9·11”事件之后主动向
美示好， 配合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

战争， 但被小布什列入了 “邪恶轴
心”名单；鲁哈尼试图通过达成伊核

协议与美和解， 但遭遇特朗普政府
退出协议，启动“极限施压”。 前人的

教训十分深刻， 作为来者的莱希同
样无法回避。

此外， 莱希的情况还有更为特
别的一面。 因为多年在伊朗司法部

门重要岗位任职， 美国以侵害人权
为由将莱希列入了制裁名单。 一方

面， 将人权问题置于外交重要位置
的民主党拜登政府难以短期内将莱

希从制裁名单上移除。 另一方面，莱
希本人也因此很难向美示弱。 相对

于其历届前任而言， 莱希将更难处
理对美关系。

21日， 莱希在赢得伊朗总统大选后
的首次记者会上虽然确认了拥抱伊朗核
协议的意向， 但他同时对美国强硬喊话，

表示即便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
不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长期被美国与以色列打上“强硬”“保
守”标签的莱希，其当选对伊朗的国家走
向有何深远影响？ 他又将如何调整伊朗的内外政策，应
对重重挑战？ 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金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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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朗政治走向成熟

3 对美仍面两难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