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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尔茨掌舵德国会是男版“默克尔”？
文 / 玖田

新总理呼之欲出 或面临艰难开局

    今年 10月底，默克尔带着副总

理兼财政部长、63岁的朔尔茨一道
出现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现

场。与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依照惯
例跟随在本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身后

不同，朔尔茨同东道主意大利总理
德拉吉聊天，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闲逛，还陪着默克尔一道见了美国
总统拜登。

当时，各大媒体就将朔尔茨称

为“最有可能的默克尔接班人”。不
过，当时的美国人似乎对他了解不

足。在会晤前公布的备忘录中，白
宫甚至将“朔尔茨”（Scholz）错误地

拼写成了“舒尔茨”（Schulz）。德国
媒体自己都说，走出布鲁塞尔的圈

子，朔尔茨的确鲜为人知。

冷静是头号原则
尽管不太为外界所熟知，但朔

尔茨在德国政界算得上是熟面孔。

默克尔执政的第三年，他开始在联
合政府中担任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部

长；2011年起担任汉堡第一市长长

达 8年之久；2018年起出任默克尔
的大联合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在德国人眼中，朔尔茨是怎样
一个人？

在汉堡长大的朔尔茨，祖父是
一名铁路工人，父母从事纺织业，而

他本人是家族里第一辈上大学的
人。这样的出身让朔尔茨对为劳动

工人争取权益充满激情，做了 10年

的劳工律师。在施罗德总理执政期
间，他作为社民党秘书长，投身推动

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不过，因
为技术官僚式的演讲套路，德国《时

代周报》在 2003年给朔尔茨起了一
个“朔尔茨机器人”的绰号。

作为社民党内部较保守的一

派，朔尔茨在竞选党内职务时，往往
收获寥寥。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

他是一个“社民党并不想要的总理
候选人”。因此，当 2020年社民党的

“双党魁”萨斯基娅 ·艾斯肯和诺贝
特 ·瓦尔特-博尔扬斯共同提名朔

尔茨为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时，舆
论大呼意外。对此，朔尔茨回应称，

这是因为自己与领导层关系密切、
合作和谐，“他们也很早就觉得应该

提名我了”。
从某些方面看，朔尔茨的确像

个“机器人”。据同他关系较近的人
说，朔尔茨 2011年就开始有了当总

理的想法。而为了这次大选，他戒了
酒，减掉了 12公斤体重。

面对危机，他也总是能冷静得
像个“机器人”。“没有人需要害怕。”

在新冠疫情和增长的新债务面前，
朔尔茨对德国人说，德国有管控危

机的经验，“我们只是在不到 10年
的时间里再次需要管控它”。

冷静，是朔尔茨的头号原则，不
只对自己，也对身边人。据说，他十

分鄙视那些容易动怒的人。“即便

是在极度欢乐的时刻，他也表现出

英国管家式的克制。”德国媒体如此

评价。

真是默克尔翻版？

从这个角度看，常年做默克尔
副手的朔尔茨，同“德国妈妈”默克

尔的气场有些相似。
而在今年的大选中，朔尔茨也

试图让自己更像默克尔一些。除了
摆出默克尔标志性的菱形手势，据

《明镜》周刊报道，朔尔茨还引用了

默克尔在 2013年一场竞选活动中
的名言：“你了解我。”

“这是一种独特的竞选方式：德
国从未有过候选人试图让自己变成

前任的克隆人。”《明镜》周刊写道。
“他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研

究了另一个球员的视频，并依此改
变了自己的比赛方式。”观察默克

尔和朔尔茨多年的罗宾 ·亚历山大
认为，从气质、政治风格到面部表

情，朔尔茨都会让人联想起默克
尔。甚至，在超越党派政治这一默

克尔做得最有成效的方面，也是朔

尔茨追求的目标。

朔尔茨深知，尽管一些德国人
对默克尔在执政后期的一些做法也

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些“审美疲劳”，
但德国人内心还是离不开这位照顾

了他们 16年的“德国妈妈”。
现在，朔尔茨距离德国总理的

职务仅一步之遥。而外界对他的疑

问越来越多，比如朔尔茨是否真的
会是默克尔的翻版？他能否像默克

尔一样给予德国人乃至欧洲人以安
全感？又或者是他会否跳出默克尔

的范式？

“务实，但面向未来”

就在不到两周前，德国社民党
外交政策发言人尼尔斯 ·施密德说：

“不要期待有太多的变化。”而朔尔
茨自己的回答则是：“务实，但面向

未来。”
如何务实，但面向未来？西方媒

体都在议论，摆在朔尔茨面前的，可

能是一场艰难的开局。
首先是疫情应对问题。朔尔茨

此前曾表示，希望组建疫情危机应

对小组，在未来的日子里协同推动
疫苗接种。虽然朔尔茨尚未就任总

理，但 11月 29日有消息传出，一个
由军方领导的疫情危机应对小组即

将成立，由此可见朔尔茨的行动力。
在接种疫苗问题上，朔尔茨没

有排除强制接种的可能性。即便是

在德国疫情形势不断恶化、“奥密克
戎”变异毒株突袭各国的当下，数据

显示六成德国人完成了疫苗接种，
而拒绝接种的人当中有 65%明确

表示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绝对不
会接种”。德国媒体认为，疫苗接种

率在现阶段不太可能提高，而推行
强制接种很有可能给事实上只获得

不到四分之一选票的朔尔茨招来更
多反对声音。

其次是外交。明年 1月，德国将
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朔尔茨将

如何带领新的“红绿灯”内阁应对包
括波白边境的难民危机、处理同俄

罗斯的关系，协调同明年 1月接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的关系，以

及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备受关注。

“社民党已经发出信号，朔尔茨
不会在一夜之间转变为鹰派，同美

国保持一致。”《纽约时报》指出，事
实上在柏林的政治圈里，也很少有

人愿意过分依赖美国。
“我们不知道拜登政府有多可

靠，也不知道他将执政多久。”欧洲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娜 ·普列林说。
朔尔茨的一名顾问点明了德国人的

顾虑：“拜登依旧是美国优先，只不

过更有礼貌些。”

对华政策值得关注
对于朔尔茨的对华政策，同朔

尔茨关系密切的社民党秘书长拉尔

斯 ·克林贝尔上个月曾表示，“会和
默克尔更相似”。在整个竞选期间，

朔尔茨本人以及社民党的竞选纲领
都很少谈论中国，甚至连外交政策

都很少提及。

无论朔尔茨是出于避免被反对
派挑拨的考虑，还是别的原因，在未

来的日子里，面对屡屡妄议中国内
部事务的执政伙伴，尤其是将要负

责外交事务的绿党，社民党和朔尔
茨的态度值得关注。

但正如英国广播公司所说，这
将是德国第一次迎来三党联合执

政，而“它们不是天生的政治伙伴”。
曾长时间任上海的“姊妹城市”汉堡

第一市长的朔尔茨，以及长期参与
制定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社民

党，理应对中德合作有着更加清醒
和务实的认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1

月 25日表示，中方重视中德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认为发展好双边关
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推动中欧交往合作。明年
是中德建交 50周年，希望德国新政

府延续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
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把精力用在推
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上。

不出意外，德国人将在圣
诞节前迎来新总理———来自
社民党的奥拉夫·朔尔茨。看
守总理默克尔也终于可以好
好地给自己放个假了。

虽说有些波折，但与过
去相比，新一届德国政府的
组阁谈判还是顺利得有些出
乎人们意料。

挥别执掌德国政权 16
年的默克尔，在同样喜欢做
“默克尔菱形”这个手势的朔
尔茨领导下，德国未来将走上
一条怎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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