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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第一家族”兄弟反目轰动世界舆论场。14 日凌晨，开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次子

李显扬发表联合声明，尖锐抨击他们的大哥——— 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长达 6 页的“控诉书”
中，两人质疑李显龙滥用职权、消费父亲李光耀留下的政治遗产、试图培养自己的儿子李鸿毅接
班，他们还称担心遭受国家机关打压。李显龙当天发声明否认全部指控，对弟弟妹妹的声明表示

“遗憾与失望”，认为兄弟姐妹的分歧不应公之于众。

新加坡第一家族缘何家丑外扬？

美国总统特朗普 16 日宣
布，取消奥巴马政府与古巴达成
的“单方面协定”，收紧部分奥巴
马政府的美国对古巴政策，但不
会关闭 2015 年重开的美国驻古
巴大使馆。美古之间的恩恩怨怨
由来已久，虽然 2014 年美古关
系实现“破冰”，但“破冰”容易

“融冰”难，特朗普此举意味着美
古关系恐将再度反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
专家刁大明认为，在大选期间及
当选后，特朗普多次表态称要推
翻奥巴马政府的“单方面协定”。

他认为美国不仅妥协太多，而且
没有收到明显回报。特朗普调整
对古巴政策，其实符合他自竞选
以来的一贯路线，不过这种调整
未必是对以前政策的彻底逆转。

自 2014 年美古宣布开启恢复
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两国
关系逐步缓和。特朗普为何在最
近改变对古巴的政策，给已经“松
绑”的美古关系再念“紧箍咒”？

专家认为，政策调整背后的
美国国内党派因素不可忽视。年
长的古巴裔美国人对美古接触
持强硬态度，年轻的古巴裔美国

人则相对赞成。而大量中老年古
巴裔美国人恰恰是共和党的支
持者。“年长古巴裔美国人中的
大部分人是共和党‘基本盘’的
组成部分，”刁大明认为：“特朗
普是在稳固共和党的‘基本
盘’。”特朗普眼下面临“通俄门”
的持续发酵和调查。“对他来说，
唯一能够平稳度过各种‘门’的
方法就是保持党内的团结和支
持。”分析人士认为，美古关系不
会出现断崖式回跌。中国社科院
拉美所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
心秘书长王鹏表示，美古关系正

常化道路的大方向没有变化。由
于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冲突、意
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历史上的恩
怨，两国关系必然是以一种充满
波动的方式前进，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不会改变。

总体上看，特朗普通过此举
释放了一个信号——— 他正以自己
的方式重塑美国的拉美政策，另
外，特朗普还要求在即将召开的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讨论委内瑞
拉问题。这一系列举动表明，特朗
普政府对拉美左翼国家的打压和
干预力度将有所上升。据新华社

由于遭到一系列质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支
持率近期急剧下跌。安倍 19
日召开记者会，承认应对质
疑不力，但并未就相关问题
做出正面回应，仅称这些质
疑是在野党的抹黑。

分析人士指出，他所涉
及的强推《有组织犯罪处罚
法》修正案、为好友任理事长
的加计学园新设兽医学院

“开绿灯”等问题已使自己遭
遇民众信任危机，未来安倍
可能通过调整人事和加强外
交来挽回民心。安倍在上述
问题上的恣意妄为遭到日本
舆论广泛批评。早稻田大学
教授长谷部恭男认为，安倍
政府让本应为“公”所用的权
力沦为“私”用，赤裸裸展露
出了强权化的政治倾向。

据新华社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17 日说，
旗下的主要官方推特账号当天
被暂时停用，眼下已恢复正常。
半岛电视台一名发言人说，造成
推特服务中断的原因可能是“技
术问题”。不过，半岛电视台未受
影响的另一个推特账号表示，这
一事件“看起来是一场有组织的
活动”，但并未指明所谓的“幕后
黑手”。本月５日，沙特、阿联酋、
巴林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指
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并破
坏地区安全局势。卡塔尔外交部
发表声明称，沙特等国的断交决
定“毫无缘由”。作为受卡塔尔政
府支持的“旗舰”电视台，半岛电
视台受到沙特、阿联酋、埃及、巴
林等国的指责。据悉，沙特、阿联
酋、埃及、巴林均已于５月下旬封
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据新华社

据德国媒体消息，德国
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于 6
月 16 日逝世，享年 87 岁。德
国各大媒体都用头版头条和
专题的形式报道了科尔逝世
的消息，德国网民也在留言
中纷纷表示悼念。

1982 年 10 月科尔在前
总理施密特因议会不信任案
而下台的提前大选中成功当
选联邦总理，在长达 16 年的
总理生涯里，科尔不仅带领
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经济最为
强劲的国家之一，还做了两
件被后人铭记的事情：促进
两德统一和实现欧洲一体化
初步胜利。在柏林墙一夜之
间倒塌之后，为了尽快缩短
德国东西部的贫富差距，帮
助东德人民融入，科尔还引
入了支援东部建设的团结
税，并帮助许多东德工厂改
制。而在欧洲一体化层面上，
科尔强力坚持统一欧洲的思
想还影响了如今被称作“欧
洲铁娘子”的默克尔，90 年
代的科尔与法国总统密特朗
一道，将欧洲的政治和经济
一体化进程大力向前推进。
为此，科尔艰难说服德国人
放弃自己所热爱的货币马
克，引入共同货币欧元，为欧
洲货币一体化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据中国新闻网

特朗普“棒打”古巴 美古关系回跌？

以在约旦河西岸
新建犹太人定居点

半岛电视台
推特遭“噤声”

朝鲜获释的美国学生
瓦姆比尔在家中死亡

英媒称，上周刚从朝鲜监狱
被释放的美国学生瓦姆比尔 19
日下午已经在家中死亡。

据报道，瓦姆比尔的家人表
示，“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儿子在
朝鲜受到的这种糟糕和残忍的
对待让我们无法逃过今天这一
悲伤的经历”。他的父母此前对
媒体说，22 岁的瓦姆比尔在过去
一年中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在得知瓦姆比尔死亡后，特
朗普谴责朝鲜政府的暴虐行为，
称美国政府将坚决防止类似事
件重演。朝鲜当局目前尚未对瓦
姆比尔的遭遇有过表态，但分析
人士表示，瓦姆比尔的死可能让
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平壤采取更
加强硬的态度。

瓦姆比尔是弗吉尼亚大学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在 2016 年
初通过旅行社来到朝鲜，并于
2016 年 1 月 2 日被捕。瓦姆比尔
因颠覆国家罪被判入狱 15 年。

据参考消息网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0
日宣布，以色列当天在约旦河西
岸开工新建“阿米亥”犹太人定
居点。这是 25 年来以色列政府在
约旦河西岸首次新建阿米亥犹
太人定居点。

阿米亥定居点位于约旦河
西岸北部，邻近希洛定居点。以
政府计划在此修建102套住房。按
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新建这一
定居点意在安置今年2月被逐出
阿莫纳“非法定居点”的40户、大
约300名定居者。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阻碍
以巴和谈的主要障碍。

据以色列人权组织统计，约
有58万犹太人生活在东耶路撒冷
和约旦河西岸的120余个定居点
中。巴方一直坚持，除非以方完
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
巴方拒绝恢复和谈。

今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
统以来，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犹太
人定居点问题上不断“试探”美
方底线，美国政府对此并未表示
明确反对。 据新华社

德国“统一总理”
赫尔穆特·科尔逝世

扫描

6月14日凌晨，李玮玲和弟
弟李显扬发出联名公开信，指兄
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执意违背
父亲遗愿想保留故居为自己争
取政治资本。

李显扬表示，2015 年父亲李
光耀去世之后，他和姐姐李玮玲
曾担心国家机关被用来针对他
们。姐弟俩还谴责兄长李显龙在
其子李鸿毅身上的政治家野心越
来越大。报道称，这一家族分歧，
是这个受到严密控制的城市国家
最高层公开论战的罕见展示。

争端源于李光耀的故居

这场家族冲突的直接导火
索是围绕李光耀新加坡故居的
争端。李光耀从上世纪 40 年代
起就住在欧思礼路 38 号，该居
所在新加坡独立建国的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人民行
动党的诞生地。

不过，李光耀不希望旧居变
成“供人崇拜的遗迹”，因此希望自
己去世后予以拆除。李显扬和李玮
玲在声明中称，李显龙反对李光耀
拆除故居的愿望——— 甚至在李光
耀生前就是如此。李显龙的政治权
力与他身为李光耀之子的身份有
关。因此，他有极大动机保留李光
耀故居，以继承他的公信力。

李显龙几小时后在脸书账
号上发表声明回应二人的指责。
他称“兄弟姐妹之间可能存在分
歧，我认为这些分歧应该是只限
在家庭里。我弟弟妹妹的公开信
伤害了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
李显龙和妻子何晶否认指控，特
别是关于他要让儿子从政一事。

针对李光耀故居处置的分
歧，李光耀女儿李玮玲 15 日凌晨
第二度发言。“如果这只不过是一
件家事，我们就不会把它公开”。

李玮玲和李显扬也在公开
信中称，尽管李显龙曾答应不参
与政府所有有关故居的决策，而
交由届时政府处理，他们仍在去

年获知政府设立委员会讨论故
居的处理选项和影响。

兄妹反目已非首次

这不是李玮玲首次公开表
示对李显龙的不满。她曾在 2016
年谴责他“滥用权力建立王朝”。
李显龙当时也做出回应，表示深
表难过，并强调指控完全不实。

李玮玲曾撰写评论文章，反
对在父亲李光耀逝世满一周年时
举办的多项“英雄膜拜”式纪念活
动。李玮玲提到，自己与李显龙针
对父亲逝世一周年是否该举办追
念活动“在原则上有所分歧”。

李玮玲发帖数小时后，李显
龙通过脸谱反驳她的说法。李显
龙称有关指控“完全失实”。他表
示，一个人逝世的一周年是悼念
和反思的重要时刻，尤其李光耀
逝世的一周年更具意义，李显龙
说，“因此说我是要建立王朝，这
是不合理的指控。我、人民行动
党(执政党)或新加坡人民都不会
容许任何人这么做。”

媒体评论说，新加坡在李光
耀逝世一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大
部分新加坡人都认同，是李光耀
将新加坡从一个贫穷的前英国
殖民地，变成世界上最富庶、最
稳定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国内迅速掀起波澜

李光耀 2015 年 3 月 23 日逝
世，育有三个子女：长子李显龙
1952 年出生，是新加坡现任总
理，次子李显扬，女儿李玮玲。

李玮玲是一名医生，曾发表
《我为什么保持单身》的文章，表
达对新加坡及其父李光耀的个人
看法。她在文中说：“我的性情与
父亲相近。”李光耀曾对她说：“你
具备我所有的品质，它们也成为
你的缺点。”

李玮玲发表公开信后，新加
坡反对党已经发动攻势。“国人
为先党”给新加坡总统写了公开

信，强调应展开官方调查，尤其
是李玮玲与李显扬所指的两个
问题：一是李显龙总理滥用职权
推动私人议程，二是李显龙夫人
何晶没官方职位，但影响力远超
其目前的职务。他们称，这些关
系到新加坡的核心价值。

新加坡人民党还呼吁李显
龙清晰而透明地回应有关的忧
虑，并敦促李显龙声明并证明自
己在与兄弟姐妹以及普通人打
交道时，不会动用国家权力。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18日
接受采访时说，李家兄弟反目事
件，等于给了反对党和各种有想
法的力量一个机会。“李家神话”
因为家丑的外扬而逐渐失色，新
加坡的政治走向平民化的速度
将会加快，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
将逐渐脱离过去设置的轨道。

引起国际关注

新加坡“第一家族”内斗的
消息引起国际媒体的极大兴趣。
媒体认为，李家“罕见的不和”公
开化，暴露了这个小岛国上的

“第一家族”内部深深的裂痕。
“未能齐家，何以治国？”17

日，香港媒体刊文报道新加坡的
李家风云。文章写道，李氏家丑
扬于人前，显然不仅是李光耀故
居如何处理的分歧，而在于李家
人对李显龙有无能力带领新加
坡前进产生强烈疑问。

李光耀生前掌舵时，新加坡
经济腾飞，外交领域更是游刃有
余，美国历任总统固然相信他，
中国领导人也奉之为上宾，而在
东盟内，新加坡俨然是运筹帷幄
的大脑。新加坡利益在大国政治
中扮演着与其国小民寡极不相
称的角色。李显龙曾获父亲全力
栽培，主政后处处模仿父亲，可
惜画虎不成反类犬，令人颇有

“将军一去，大树凋零”之叹。
目前新加坡经济增长下滑

明显，两大国家投资公司亏损惨
重。外交上，新加坡也遭遇挫折，
其力推的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遭美国抛弃。在政治上，
李显龙显然不如父亲根基深厚，
而且他被爆健康出现问题，如何
安排接班人的问题愈加突出。在
这种情况下，李家矛盾公开化的
影响值得关注。 据《环球时报》

李李显显扬扬 李李显显龙龙 李李玮玮玲玲

支持率大跌
安倍遭遇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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