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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再见，宝贝”，约翰逊的英

国首相任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而

英国议会也进入了夏季休会期。然

而，围绕保守党党首以及英国首相

职位的争夺还在继续。

前财相苏纳克，还是现外相特

拉斯？只占全国总人口不到0.3%

的保守党人需要代表6730万英国

人作出选择。

“脱欧”之后遭遇通货膨胀的英

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莫当特
“黑马”最终出局

约翰逊遭遇“逼宫”辞职，一场

围绕领导权的角逐随之展开。应该

说，这场选举有些胶着，甚至有些叫

人看不太懂。

本来呼声最高的前财政大臣苏

纳克，出人意料地在第四、第五轮投

票中后劲不足；曾被视为苏纳克强

劲对手的“种子选手”、贸易大臣莫

当特，竟在第五轮投票中出局；外交

大臣特拉斯倒是逆风翻盘，将在第

四轮中出局的前平等事务大臣巴德

诺赫释放出的59张选票大部分收

入囊中。

尽管算不上“政治素人”，但同

高调辞职的苏纳克、疯狂刷屏社交

媒体的特拉斯相比，曾任国防大臣

的莫当特更少抛头露面。英国《每

日邮报》此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只有11%的英国人在看到莫

当特照片的时候能够认出她来。但

她一度赔率追平苏纳克，成为博彩

公司和民调的宠儿，同资历更深的

苏纳克和特拉斯形成“三分天下”的

局面，也凸显出后两者在议员中支

持率都不够高的现实。

出镜率不高的莫当特之所以成

为“黑马”，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

教授朱联璧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一些人希望同丑闻频出的约翰逊

政府切割。毕竟，无论是苏纳克还

是特拉斯，都是约翰逊内阁的“老

人”，而莫当特是个新面孔。

但一度风头强劲的莫当特最终

出局，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她在内

阁中的资历还是太浅。她曾经的上

司、前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弗

罗斯特甚至公开质疑她的能力：“实

话说，我很惊讶她能够走得那么

远。在‘脱欧’谈判中她是我的副

手，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我觉得

她对谈判中的许多必要细节并不了

解，以至于我不得不请求首相让她

离开，找其他人来帮我。”

苏纳克
“叛党”后劲不足

相位之争进入决赛阶段，“战

势”变得愈发难以判断。

不要忘了约翰逊最后一次参加

首相问答，那句“再见，宝贝”之后全

场鼓掌的盛况。朱联璧认为，这意

味着目前议员中约翰逊的支持者仍

有不少。

站在代表着约翰逊“死忠”的特

拉斯面前，象征着约翰逊“叛党”的

苏纳克优势似乎就不再那么明显，

也因此在第四、第五轮投票中后劲

不足。

苏纳克毕业于牛津大学，后以

富布赖特学友身份获得斯坦福商学

研究生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过

投行分析师，在对冲基金公司任过

职，在财政方面可谓专业人士。

朱联璧指出，两年前苏纳克的

财政政策曾帮助保守党获得选民的

支持，可如今，英国正经历前所未有

的高通胀。通胀成因复杂，绝非苏

纳克一人的责任，但他作为财政大

臣，终归脱不了干系。这令苏纳克

在保守党内好感度骤降，也成为他

冲击党首和首相职务的最大短板。

更何况，苏纳克的妻子有着涉

嫌利用“非英国税务居籍”身份逃税

千万英镑的黑历史。朱联璧表示，

在英国民众钱包瘪瘪、日子难过的

时候，身为富豪和财政大臣的苏纳

克自然会不受待见。

特拉斯
“死忠”弯道超车

至于特拉斯的弯道超车，则着

实让人有些意外。

“英国人普遍认为，苍白、木讷

的特拉斯在5名竞争者中是竞争力

最弱的。在保守党议员中，她的支

持率也落后于苏纳克和莫当特。”英

国《金融时报》写道，“但事情就这样

发生了。”特拉斯出人意料地进入决

赛圈，同苏纳克正面交锋。

《金融时报》援引保守党议员和

博彩公司的调查称，特拉斯“最有可

能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英国《卫

报》最新发布的新首相候选人胜率

排名也显示，特拉斯的胜率为71%，

远高于苏纳克的35%。

《金融时报》指出，前上司对莫

当特能力“持严重保留态度”，是特

拉斯“弯道超车”的关键因素。朱联

璧则认为：“有时候人们将票投给某

些人，并非因为支持他们，而是为了

让其他人输。”于是，代表反对约翰

逊一派的“新面孔”莫当特成了“牺

牲品”。

与此同时，特拉斯自身的“变色

龙”属性，或许是她逆风翻盘的另一

个原因。

特拉斯出生于左翼白人家庭，

父亲是大学讲师，母亲是护士和教

师。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父母“是

纯粹的工党左派支持者”，而她自己

“在成长过程中从未见过一个保守

党人”。特拉斯常年生活在左派大

本营利兹，却加入了右翼的自由民

主党，并在1996年转投保守党。她

的父亲无法接受女儿政治立场的转

变，甚至在她竞选议员时拒绝站台，

留在家中修剪草坪。

“从个人履历上看，特拉斯的立

场摇摆，让人不知道她到底是站哪

边的。”朱联璧指出，2016年特拉斯

还在大力支持“留欧”，却在英国“脱

欧”后被委以重任，甚至一路被快速

提拔。“在英国政坛上，像她这样每

次都能在180度转弯后越跑越快的

选手，是十分罕见的。”

正是这种快速切换立场的能

力，帮助特拉斯在党首竞选最后阶

段说服议员、争取选票，实现支持

率激增。

他或她
英国人很难选

苏纳克还是特拉斯？现在，是

16万名英国保守党人作出决定的

时候了。最终结果将于英国议会夏

季休假期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9

月5日公布。

但在最终结果公布前，变数仍

然存在。比如，特拉斯的婚外情丑

闻和苏纳克的税务丑闻是否会被对

手深挖放大，两人又将如何各显神

通，利用媒体引导舆论；都不善辩论

的两人在接下来的几场电视辩论

中，能否避免暴露更多硬伤；当然还

有将在未来两个月陆续出炉的经济

数据……

目前民调显示，想要入主唐宁

街10号，苏纳克似乎更需要加把

劲。然而，为了取悦保守党党员，苏

纳克恐怕作出了一项错误的战术选

择——先发制人地指责特拉斯对华

不够强硬，放话称要在上台后关闭

所有孔子学院。

特拉斯一直被认为是对华鹰

派，现在苏纳克变得比她更强硬，甚

至连英国媒体也惊呆了。毕竟，去

年苏纳克还曾表态说，要支持英中

重启贸易领域对话，打造更加成熟

的英中关系。

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米特

看来，英国之所以需要孔子学院，是

因为英国政府缺乏对普通话教学的

支持。而“脱欧”后怀揣“全球英国”

梦想的英国迫切地需要更多能读懂

中文的人，“英国不能承受的一件

事，就是对中国一无所知”。

“脱欧”后又遭遇严峻通货膨胀

的英国，当下最需要的是务实，从解

决经济问题的角度来选择外交政

策。正如约翰逊的弟弟乔 ·约翰逊

等保守党议员一再警告的，倘若英

国在“脱欧”后又试图同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脱钩，就相当于试图在

空中驾驶一架失去双引擎的飞机，

随时都有坠毁的可能。

然而，无论哪方面都不算特别

出挑的两名候选人，为了争夺选票，

已经顾不上后“脱欧”时代的英国人

真正所需。毕竟，不管是印度裔的

苏纳克，还是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模

仿“铁娘子”撒切尔、冲着“英国历史

上第三位女首相”目标而去的特拉

斯，他们虽然在外形上摆脱了典型

的英国首相“老白男”形象，符合英

国人对“更新换代”的预期，却终究

摆脱不了精英出身。

就像英国民众抱怨的，面对通

胀这个未来首相最棘手的挑战，他

们总是选择坐而论道大谈想法，却

不会走进基层去了解通胀给普通人

带来的困扰。

更何况，以60岁以上白人男性

为主要群体的英国保守党人数只占

英国总人口不到0.3%，他们又如何

能代表广大英国人的心声？

是他还是她？对英国人来说，

似乎都算不上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一场保守党内部的权力之争，让英

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脱欧”之后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

选他还是她？英国首相争夺充满变数
文 /本报记者 齐旭

■苏纳克（左）和特拉斯在电视辩论中 图GJ

■莫当特一度成为“黑马”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