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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英国脱欧

钱乘旦

英国脱欧是过去几年里人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只不过最近因为疫情,被推

到舞台后面去了.虽然很多人似乎已经淡忘它,但英国脱欧是一个极为重要

的问题,因为它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这里先从背景谈起,接着介绍英

国脱欧的基本过程,再分析其背后的政治原理,最后讨论英国脱欧的可能后

果,包括对国际格局和中英关系的影响.

一、联合王国的基本情况

英国的正式国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联合王国”.

它在地理上是由不列颠岛和周围的一批小岛屿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地区组

成,中国人习惯上称它为“英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近代最早接触到的西方

人,相当一部分来自英格兰,于是就出现了“英国”这个名称.严格地说,英格

兰只是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英格兰的西部有威尔士,北部是苏格兰,爱

尔兰岛上有一个“北爱尔兰”,包括６个郡.我们通常所说的“英国”包括这四

个组成部分.在联合王国的历史中,英格兰起的作用比较大,但今天这样说可

能会冒犯联合王国其他部分的居民.

简单说一下历史上它们相互的关系.英格兰是不列颠岛的主体部分,１３

世纪左右威尔士成为英格兰国王的私人领地,所以这两个地方之间的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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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就非常密切,它们的历史基本上连为一体,至今已经有七八百年的时间.英

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非常微妙.苏格兰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历

史上英格兰曾经多次入侵苏格兰,试图征服它,但始终没能成功,苏格兰人对

此非常骄傲.１７０７年,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和平协商结合成为同一个国家,这

样就出现一个新的名称,叫作“联合王国”.爱尔兰最晚进入“联合王国”,１８０１

年,联合王国通过各种手段吞并了当时比较混乱的爱尔兰,于是就出现“大不

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当时整个爱尔兰岛都属于联合王国的范围之内.但

是爱尔兰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不融洽,即使在吞并之后也是如此.

到１９世纪中叶,爱尔兰出现强大的自治运动,双方还发生一些武装冲突,爱尔

兰人试图用暴力手段摆脱联合王国的统治,但一直没能成功.到２０世纪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爆发了强大的反抗运动.一战之后,爱尔兰的南部地区

就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就是今天的爱尔兰.但爱尔兰北部仍然留在

联合王国的范围内,主要是因为北部地区的居民大部分是新教徒,信奉英格兰

国教,只有少部分人信奉天主教;而爱尔兰南部居民基本上信奉天主教,所以

出于宗教原因,当然也包括移民、血统等其他方面的原因,爱尔兰北部地区就

留在联合王国内了.

二、英国脱欧的背景

英国脱欧的背景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是地理因素.

联合王国是一个岛国,无论是不列颠岛还是爱尔兰岛,它们都在欧洲大陆

以外的海洋上.因此从地理方面来说,联合王国和欧洲是分开的,它和欧洲之

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这在整个历史上始终存在一个事实:英伦诸岛与欧

洲在地理上是分开的,它们不属于同一个地理范围.

其次是心理因素.地理方面的分割在整个英国历史上一直起着作用,而

且延续到现在.这造成今天英国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在

心理方面始终和欧洲大陆有一段距离.如果我们跟当地老百姓聊天,谈得很

合拍时,会在不经意中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他们欧洲人”怎样怎样,这些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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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是在漫不经心时说出来的.听的人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仔细想想:什么叫

“他们欧洲人”? 英国不在欧洲吗? 英国人不是“欧洲人”吗? 的的确确,英国

人内心深处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他们一直认为欧洲是“他们”,他们不是我

们,到现在依然如此.今天在学术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认同”,指的

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地位、民族、国家等各方面的认同感.“他们欧洲人”这样

的说法,就是在无意间流露出英国人对自己认同的基本定位———不认为自己

是欧洲人.

再次是帝国因素,它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家都知道,英国曾经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庞大帝

国.有一个时期,世界各地到处分布着英国殖民地,英帝国遍布全球,太阳永

远照耀在帝国土地上,“日不落”就是这个意思.如此庞大、如此了不起的一个

大帝国在英国人心里埋下了深深的印记,英国人永远会记得他们曾经是帝国.

但这样一来,帝国概念就会和欧洲概念对立起来:帝国是帝国,帝国的范围在

全世界;欧洲只是欧洲,是地理上一个小小的范围.所以关于帝国的记忆,在

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当中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现在大英帝国已经不存在

了,但是这个帝国的因素仍在起作用,下面我们会看到它如何起作用.

接下来是历史因素.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里只谈和脱欧联系比较

密切的一些情况.欧洲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曾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破

坏力非常强.二战以后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战争刚

结束时,欧洲所有的国家其实都被打垮了,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英国是

战胜国,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没有被纳粹德国征服、占领和统治的国

家,这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但即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打击

仍然非常巨大,战争期间英国其实破产了,完全靠美国的«租界法案»才能够支

撑下来,它向美国借了很多钱,战后都是要还的.除此之外,英国还把自己的

一些殖民地,特别是那些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给了美国,以换取财政方面的支

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洲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会认

为,欧洲国家与其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和冲突,不如走一条和平共处的道

路,也就是欧洲一体化.这个进程最早是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历史和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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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初是所谓的“煤钢联营”,随后出现经济方面的联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

同体;再往前走一步,在政治、外交等其他领域都出现了欧洲国家相互联合的

一体化过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欧盟.

欧洲一体化起步时,西欧几个比较大的重要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

利,以及稍微小一点的地方,如比利时等,希望英国能够出面来主导欧洲一体

化进程,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是唯一没有被纳粹德国征服和占领的

国家,所以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国家地位和世界声誉非常高涨.但是英国不愿

意进入,不愿意和欧洲人混在一起.为什么不愿意呢? 原因就是上面说过的

三个因素:地理因素在起作用,心理因素也在起作用,帝国因素起的作用更大

了.二战后英国还有许多殖民地,因此英国人首先想自己,然后想帝国,继而

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丘吉尔就提出一个外交总体规划,即所谓的“三环外

交”.其中第一环是英帝国,第二环是英美特殊关系,第三环才是英国和欧洲

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三环当中欧洲是最不重要的.二战后世界格局发

生巨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全球.可是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当时的一

批政治家,希望把英国和英帝国加在一起,就能够和美苏两强形成三足鼎立的

局面,因此,他们最希望做的就是加强英帝国,使之成为和美苏两强抗衡的“第

三极”.出于这个原因,英国不愿意领导欧洲一体化,相反,自己拉了一个小摊

子,将奥地利、挪威、葡萄牙这几个地方组成为一个松散的经济勾连机制,但这

和欧洲一体化相比,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历史却迫使英国面对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由于内部一系

列变化,特别是构建了福利国家体系,经济恢复非常迅速,国内情势相当良好.

但是５０年代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英国在外交方面受到重大打击;到了６０年

代,福利国家制度开始出现问题;到７０年代则出现了严重的“英国病”、滞胀现

象,所以英国在内外两个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到那时,英国发现“三环”

当中的帝国一环已经垮掉了:６０年代整个非洲殖民地几乎全部独立,而亚洲殖

民地早在５０年代已经基本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也先后脱离

帝国控制了.而自从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从背后狠狠戳了英国一刀,英

美的特殊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裂痕.到这个时候,英国才回过头去考虑第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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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英国和欧洲的关系.于是从６０年代开始,英国政府试图和欧共体商量加入

的问题,但几次申请都被法国否决了.法国那个时候很厉害,二战后的法国在

西方阵营中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国家,尤其是戴高乐时期,法国走独立的外交路

线,和中国保持非常好的关系.法国为什么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 这是因为

经过战后二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其他稍微次要的国家,它们

的发展都经历了相当顺利的一个阶段,大家的翅膀都已经硬起来了,特别是法

国,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始终起着领头作用,其他国家如德国对英国也不买

账,所以英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

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英国在１９７３年终于加入欧共体,双方都做了一些

让步,也提出了很多要求,特别是欧洲方面对英国的加入设定了很多限制条

件,包括英国必须接受一系列已有的条约,以及财政、司法等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等.我们知道,英国的司法系统是盎格鲁 撒克逊普通法系统,欧洲是大陆

法系统,“拿破仑法典”是其典范,两种法律系统之间的融合相当困难.当时英

国因为内外交困,不得已接受了很多限制.当然,欧洲方面对英国也做了某些

让步,比如说英镑问题,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英国是游离在外的,英镑

是英镑,欧元是欧元,而德国的马克和法国的法郎已经没有了.在农业安排方

面,英国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定的利益.所以总体而言,英国当时加入欧盟是

非常被动的,很狼狈.

接下来我们看现实的因素.在英国国内,不愿意加入欧共体的力量始终

非常强大,即使当时的英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而在英国刚刚加入欧共体

时,反对势力就已经强大到迫使当时的英国政府不得不举行一次全民公投.

１９７５年英国举行的这次公投,当时距加入欧共体只有一年多时间,公投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已经加入欧共体了,是不是不加入好? 公投的基本结论是:既然

已经进去了,就先在里面待着吧.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全民公投的方式

决定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在英国历史上开了一个先例.然而即便如此,反对加

入欧盟的力量仍一直存在,而且有增无减.这些人主要反对什么呢? 他们认

为,英国加入欧盟,丢掉了国家主权,这是不能接受的.比如说欧盟规定,任何

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必须服从欧盟法律,于是国家的主权在哪里呢? 再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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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各个国家都要按照一定比例给欧盟纳税,这是不是又在削弱国家主权? 诸

如此类,所以主权的损失可能表现在许多方面,这就是反对者提出的最重要的

理由.

再接下来是政党因素.反对加入欧盟和主张加入欧盟的两支力量在政治

方面不断有所表现,这就涉及一个政党的因素.如果从党派的角度考虑,总体

而言,工党更愿意和欧洲形成密切的关系,而保守党执政时,英国和欧洲的关

系就变得更加紧张,冲突更多,特别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１０多年时间里.

撒切尔是一位“铁娘子”,只要欧盟首脑一开会,她一定在那里制造麻烦,把会

议搅得乱糟糟.但保守党内部也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和欧盟发展更加和谐

的关系对英国来说是有利的;但另一部分人觉得不能跟欧洲搅在一块,不能为

了欧洲的一体化而丢失英国的利益,这一批人就是所谓的“死硬派”.

１９９７年,保守党长期执政的局面被打破,工党经过１８年长期在野重新回

到执政位置,此时的领导人就是布莱尔.尽管布莱尔属于工党,但他在经济、

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和撒切尔的做法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布莱尔上台,工党

重新执政,使英国进入了所谓的第二次共识政治时期.第一次共识政治是保

守党接受了工党提出的福利国家理念,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布莱尔上台后的第二次共识政治则是工党接受了保守党的理念,从福利主义

的道路上倒退.布莱尔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７年共执政１０年,最后主动辞职,让

工党内部另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戈登布朗接替.但布朗运气不佳,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世界受到巨大打击,刚上台的布朗只能忙于救火,

想办法将英国从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但这样一来,他的才华无处施展,下一

次连任机会也就丧失了.

英国规定,任何一届议会不能够持续５年以上,换句话说,最长５年时间

必须要举行下一次大选,产生新一届议会.所以２０１０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大

选,这次大选中布朗领导的工党失败,保守党重新掌权,领导保守党取得胜利

的是卡梅伦.然而,这是一次少数派的执政,尽管保守党取得的议会席位是所

有政党中最多的,但是没有过半,这样就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共同执政的伙

伴是自由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是一个小党,它由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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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政治理念十分不协调.而卡梅伦和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就完全出

于政治需要,在理念方面更不融合,所以当时很多人称之为一次奇怪的“婚姻”.

卡梅伦心里始终希望能够摆脱这个尴尬的局面,尽快结束这段不匹配的“婚姻”.

最后一点就是卡梅伦的政治算盘.卡梅伦执政后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尤

其是国内对待欧洲的态度已经出现公开的分歧.一部分人提出,英国不能够

再和欧洲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要求英国离开欧盟.卡梅伦受到党内党外两方

面的压力,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心头之病.卡梅伦如果想连续执政,一定要化解

党内冲突,尤其是要解决对欧洲态度方面的分歧,除此之外他还要想办法维持

保守党的执政地位.从这两点出发,他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围绕英国和欧洲的

关系举行一次全民公投.

三、英国“拖欧”的过程

按照规定,任何一届英国议会最长只能维持５年时间,因此到了２０１５年

必须进行大选.在选举之前各个政党都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很早就开始为大

选做宣传,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提出的竞选纲领中,非

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保守党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保守党承诺立刻举行全

民公投,就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做决定,让每一个公民发表意见.这就是卡梅伦

对大选做出的公开承诺.

选举结果是保守党获胜,取得了议会多数党地位,但这个多数是一个不可

靠、不坚实的多数,虽说超过了半数,但是没能得到绝对多数,也就是２/３以上

的多数票.因此,一方面它确实可以单独组建保守党政府,不再需要自由民主

党帮忙;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随心所欲,做起事情来碍手碍脚,随时受到各种

约束.大选一结束,卡梅伦就兑现自己的承诺,就留欧或脱欧进行一次全民公

投.于是,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３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公投的问题非常简单:英国是

不是应该离开欧盟? 选民只要在“是”或“不是”这两个选项中画一个圈、打一

个勾就可以了.卡梅伦自己是留欧派,他反对离开欧盟,他认为英国留在欧盟

是有益的,而且他相信英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像他一样考虑问题,会从理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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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知道离开欧盟对英国无益.他坚信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坚信人民充满了

智慧,能够做出最后的、也是最正确的决定;他坚信民主的力量高于一切,民主

的力量最伟大.

可是公投结果一公布卡梅伦就傻眼了,多数选民投票要离开欧洲,脱离欧

盟.当时,赞成离开和反对离开的两个数字非常接近,赞成脱欧的是５１９％,

反对脱欧的是４８１％,相差不到４％.对于一次投票来说,４％是一个很小的

数字,换句话说,赞成脱欧和反对脱欧的力量几乎势均力敌.但公投的结果就

是脱欧,卡梅伦必须从首相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必须下台.党内立刻对他发起

猛烈的攻击,把公投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结于他.这对卡梅伦本人来说并不是

一件坏事,他已经焦头烂额,无路可走了,相反他下了台,无官一身轻,下面的

事就跟他无关了.

接替卡梅伦的是“梅姨”,特蕾莎梅,她是英国第二位女首相.“梅姨”刚

上任时,很多评论说是不是又来了一位“铁娘子”“撒切尔第二”,但事实证明,

特蕾莎梅不是那样的人物,她远不如撒切尔.特蕾莎梅担任首相后面临

的最大问题就是脱欧,她必须马上解决如何脱欧的问题,因为全民公投投出来

的结果是英国离开欧盟.起初大家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因为特蕾莎梅

是一个脱欧派,一个脱欧派处理脱欧问题那是再容易不过了.讲到这里顺便

解释一下,卡梅伦是一个留欧派,特蕾莎梅是一个脱欧派,这在英国政府当

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按照英国政府惯例,政府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完全可

以,特别是针对那些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但这种不同的意见只能够保留在政府

内部,对外必须是同一个口径,必须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这是英国政府政治结

构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大家必须服从.而如果说政府有一个主导性的意见,

那其实就是首相的意见.所以特蕾莎梅作为一个脱欧派,她在关于欧洲的

问题上和卡梅伦的意见正好相悖,但是之前她必须服从内阁共进退原则.现

在卡梅伦下台,特蕾莎梅的真实态度就可以拿出来了,她是一个脱欧派.

但这个问题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不是变小了,而

是变大了,内外交困.一方面,从国内来说,公投的结果是４８１％比５１９％,

不相上下,英国国民被一分两半,几乎是势均力敌,换句话说,两个阵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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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等的,而且这两个部分相互敌对的态势和心理状态变得非常严重:脱欧的

坚持要脱,留欧的坚持要留,而且都认为公投的结果非常荒唐,什么问题也说

明不了.所以特蕾莎梅的第一个任务是,必须去弥合国内如此严重的意见

分歧,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很困难,因为双方都不想退让.另一方面,英国的

外部压力也很大.公投投出来的结果是离开欧盟,欧盟当然愤怒极了.现在

欧盟面临严重的困难和危机,内部意见分歧强烈.欧盟主要的领导人担心:一

旦英国走了,其他国家说不定也会提出离开,如果更多的国家跟着英国脱离欧

盟,欧盟就不存在了.因此,欧盟方面设置种种障碍,阻挡英国脱欧,它想尽一

切办法,即便脱也让你脱得不高兴,让你脱得遍体鳞伤,这样所有的国家都不

敢学英国离开欧盟.可以看到,欧盟给英国设置了包括“走路费”“离盟费”等

很高的价码,要求它必须交多少钱,必须给多少赔偿,那加在一块是一个天价,

这使特蕾莎梅焦头烂额.她上台以后,马上着手解决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折

腾了差不多３年,从２０１６年正式公投一直到２０１９年都还没使英国完成脱欧,

所以脱欧就变成“拖欧”了,无限制地往下拖.特蕾莎梅辛苦地奔走在布鲁

塞尔和伦敦之间谈判,但在党内和党外都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保守党内

部,包括脱欧派内部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党内已经四分五裂.党外更不用说

了,工党跳出来指责脱欧整个过程是错的,公投完全搞砸了,说我们要重弄.

此时,英国国内的民情也开始发生变化,老百姓都已经不耐烦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鲍里斯约翰逊这个人出现了,他发动了一次“政变”,

把特蕾莎梅赶下去,自己当了首相.约翰逊是个死硬的脱欧派,他一上任立

刻宣布脱欧脱定了,而且给脱欧限定了一个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到了时

间,无论条件有没有谈成,英国就已经正式脱欧了,这就叫“硬脱欧”.随后约

翰逊采取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做法.他解散议会,这样英国就举行了另外

一次大选,这次大选是提前选的,而且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好,差不多在２０１９年

圣诞节之前,一般情况下,老百姓都忙着“过年”呢,所以约翰逊选择这个时间

是孤注一掷了.全世界的政治评论家都说这是一场豪赌,几乎都认为这个结

果一定不相上下,很难确定哪一派获胜.如果不脱欧的那一派在大选当中获

胜,比如说工党获胜,或者是保守党内部不那么坚定脱欧的一派获胜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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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立刻就给翻个底朝天了;如果是约翰逊这样的“硬脱欧”一派获胜了,那也

赢不了几票,今后的走向仍然充满着各种变数.但是２０１９年这次大选结果一

出来,所有人大吃一惊.保守党一举获得３９５个议席,超过了英国议会全部席

位的２/３,这就给了约翰逊充分的权力去对抗欧盟.相比于特蕾莎梅,约翰

逊下面的行动要方便得多,脱欧真正进入倒计时.

四、英国“拖欧”的政治理论分析

约翰逊想脱欧,用的是议会脱欧的办法;卡梅伦不想脱欧,用的是全民公

投的办法.议会脱欧让约翰逊大赢特赢,全民公投让卡梅伦大输特输,其中的

原因在哪里? 这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全民公投意味着什么? 全民公投意味着英国全体选民做一个决定,

按照卡梅伦的理解,这是民主理念最充分的体现,因为这跟一个国家的主权问

题挂钩,国家的主权在人民.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敢说

国家的主权不在人民,当然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地说这个国家的主

权是在人民那里,事实和理念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脱节.卡梅伦的全民公投,

就是按照“主权在民”这个最理想的理念去执行的,也就是说把决定权交给全

体人民,交给国家的最高主权,由他们去决定.

约翰逊用议会脱欧,而议会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我

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从政治结构来说,议会的权力至高无上,但议会的权力

是从人民那里来的,最高主权在人民.人民有多少? 就英国来说,英国现在的

人口大概不到７０００万,有选举权的人大概在５０００万上下,这就是人民,让

５０００万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这是做不到的,于是就实行“代议制”,让人民的

代表代表人民,“人民代表”就是议会.现在一提到西方民主制,就想到古希腊

雅典城邦的公民民主制度,但雅典城邦的公民民主制度和现代西方的代议制

度不是同一件事,在雅典公民民主制度中,公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当时雅典

的公民有多少? 大概是４万人,占整个城邦人口的１/１０,因为希腊实行奴隶制

度,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在这４万人中,对政治活动感兴趣的只有几千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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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人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不存在任何问题.可是在当代,在任何一个国家,

像英国这样有几千万公民的国家,如何直接行使政治权力? 于是不同于雅典

城邦的直接民主,现代西方国家实行“代议制”;“代议制”的意思是:人民把主

权拿出来交给某一些人,让这些人行使主权,这叫授权.通过什么形式授权?

通过选举的形式,定期举行选举,选出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

力,简单地说: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统治人民,这就是“代议制”.人民一旦投

完票,授权就完了,下面就没人民的事了,事情就交给代表了,在英国,就是议

会.现在英国下议院大概有６５０个席位,这些人是选出来的,他们从人民那里

得到授权,然后行使人民的权力.

如此看英国脱欧过程中出现的两种做法:卡梅伦把主权交还给全体人民,

让“人民”这个最高的主权行使权力,结果和他的预期完全相反,他完全失败

了.相反,约翰逊把特蕾莎梅赶下台后马上举行一次大选,也就是说,完成

一次新的授权,让人民把主权的行使权交给一个新的议会,然后由议会决定脱

欧事宜.约翰逊显然成功了,脱欧不再是“拖欧”.由此可见,脱欧暴露出非常

深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能说明西方代议制究竟是什么.在代议制度下,

行使权力的其实是议会,“人民”只是个象征性符号,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而

且是事实.卡梅伦太理想化、太不成熟了,约翰逊比他看得清楚,因此,当事情

从最高主权那里拿过来交给议会,一下就做通了.其实,事情本来就该这么

做,如果当初卡梅伦把脱欧不脱欧的决定权交给议会,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代议制”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从理论上说人民是最高主

权,人民决定一切,而且人民的决定是绝对正确、不可抗拒的.但现实并非如

此,决定国家命运和决定国家所有重大问题的是议会,聪明的政治家都看得清

清楚楚,但卡梅伦没看懂,这是他的不成熟之处.卡梅伦让每一个选民画勾或

画叉,“同意”或“不同意”.大部分选民其实不明白“脱欧”是什么,对英国、对

自己是好还是不好;他们画勾或画叉,变成了对卡梅伦几年执政的满意或不满

意的表达,许多人不喜欢卡梅伦,就和卡梅伦对着干,卡梅伦要留欧,他们就脱

欧,脱欧公投变成了卡梅伦政绩评审了.

“脱欧”明显对英国不利,现在很多人反悔了,因此要求再举行一次全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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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把成议反转过来.能不能进行“二次公投”? 有一种理论,说人民做的决定

再由人民改过来,最高主权可以改变最高主权的决定.听起来好像可以,但这

是千万不能做的.从法理上说,用最高主权改变最高主权的决定,意味着用一

个最高主权否定另一个最高主权,那么最高主权事实上还存在吗? 从操作层

面看,假设第二次公投,投出来的结果是不脱欧,那么,是不是可以再来第三次

公投、第四次公投呢? 就如同足球赛:一场踢输了,宣布不算数,再踢一场,那

就永远没有输赢了.用二次公投否决一次公投的合法性,这是个严肃的宪政

问题,对英国这样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来说,无异于冲击它的宪政基础.

脱欧过程中出现一个插曲:约翰逊把特蕾莎梅赶下台后,要求女王解散

议会,却被英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说议会不可以被解散.这样一来,女王就处

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了.英国没有成文法,一切按惯例行事,首相或以首相

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向国王(现在是女王)提出要求,国王都应该接受,习惯上就

是如此.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够控制议会,而议会做出

的决定国王都必须接受,这就是所谓的君主立宪制.约翰逊要解散议会,意味

着议会同意解散议会,女王当然要接受;可是最高法院突然跳出来说不可以解

散议会,这怎么办? 女王服从谁? 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是因为英国前几年进

行了一个制度性的改革.以前,英国的最高法院、最高司法权不是独立的,它

在议会的上院里,上院就是贵族院,其中有９个贵族是所谓的司法贵族,他们

掌握了英国的最高司法权.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上院也是议会的组成部分,

而且下院为主、上院为辅,上院很容易和下院保持共同的立场,所以不会出现

最高立法权否决首相意见的情况.但是几年前英国效仿美国制度,把上院的

司法权取消了,在议会外建立一个最高法院,这就打乱了英国的政体平衡,产

生了原本不会出现的问题.英国实行“议会制”,国家的各种权力集中在议会:

上下两院共同立法,行政权属于政府,政府由议会选出来,在具体运作中,大选

获胜的政党组建政府,该党领袖出任首相;最高司法权在上院.所以英国的

“三权”是不分立的,不像美国“三权分立”,这就叫“议会制”.英国的改革把立

法权从议会里拉了出去,原有的权力体系被破坏了,这才造成女王的尴尬局

面,是学美国学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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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国脱欧的影响

英国脱欧了,今后会怎样?

首先,英国会不会“光荣孤立”? “光荣孤立”是１９世纪英国的基本外交政

策,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国家实力相当于

全世界其他地方加在一起的总和,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可以不管其他国家的任

何态度,执行所谓的“光荣孤立”,当时是行得通的.现在英国做不到,英帝国

解体了,英国成了二流强国,是不是二流都很难说,谈何孤立? 所以,“光荣孤

立”是不可能了.那么它会怎样呢? 第一,它会和美国尽量靠近,这是由盎格

鲁 撒克逊在血缘、文化、习俗、历史等各个方面的特殊关系决定的.在欧洲的

重要国家中,英国和美国靠得最近,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依然会如此.但

它又不可能完全和美国绑在一起,它必须顾及世界上还有其他力量的存在,现

在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已经非常明显了.欧洲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不可能完全

脱离.到目前为止,约翰逊的“豪赌”虽然成功了,但脱欧其实还没有脱掉,它

和欧洲之间的谈判还未结束,英国不会完全离开欧洲,它要和欧洲尽可能保持

关系,并从中获利.此外,新兴经济体正在当今世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

对于英国的经济肯定是有帮助的,毫无疑问,它也不可能不顾及.因此,“光荣

孤立”是不可能的.和美国靠近是一定的,但不会把宝全部押在美国身上.这

就是英国今后的走向,它必须顾及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存在.

由此来看中英关系问题.中国是新兴经济体当中最重要的一员,所以中

英关系以后会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微妙.一方面,英国希望从中英关系中获取

好处,但另一方面,又要顾及美国的需要,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在这样的背景

下,如何处理中英关系? 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英国政治家是被迫无奈只能

那样做,但中国如何处理,就要靠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了.我想这个问题非

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心.

脱欧后英国的经济会怎样? 一般估计,脱欧会给英国经济造成重大的打

击,我想这个打击肯定是存在的,不可能没有打击,但打击的程度有多大,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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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谈判,取决于欧盟对英国脱

欧最终采取什么态度:是容忍,还是半容忍,还是坚决不容忍? 当然,约翰逊政

府也会尽可能维护脱欧以后的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使英国少受打击.但能

不能做到这一点? 说实话,主动权不在英国,而在欧盟.因为英国已经离开欧

盟了,它没有太大的讨价还价空间.

国内政治也有很多不确定,脱欧还没完,一旦脱完了,可能又会出现其他

情况.如果脱得好,英国多数人可以接受,那就算了;如果脱得不好,英国多数

人不满意,那就会出现重大波动.所以情况是不确定的.约翰逊是个“大嘴

巴”,但基本上还不离谱.疫情开始时他说的话非常不理性,也不科学,但很快

就改变了,现在英国的抗疫政策和他最初说的话已经相当不同了,当然这和他

自己得了病有关系.可以看出,约翰逊基本上能够跟上事实的变化,我们常说

“胳膊拧不过大腿”,事实胜于雄辩,形势强于人,必须趁势而为,才能做出正确

判断.在这个方面,约翰逊的近期表现还算好.

接下来我们谈DividedKingdom,联合王国的解体,这是脱欧给英国带来

的最大威胁.前面介绍过,联合王国是由四个部分在不同时期拼凑而成的.

英格兰在１３世纪对威尔士进行武力征服,爱尔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占领,

真正的联合仅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可不管怎么说,联合王国如果从

１７０７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开始算,到现在也已经有３００多年时间了.但

是脱欧以后,政治方面的第一波冲击可能就是苏格兰脱英.苏格兰脱英已经

酝酿很长时间了,包括前几年苏格兰脱英公投,也是在一个很小的比例差距之

下使苏格兰仍然保留在联合王国内.但这次脱欧公投的计票结果显示,英格

兰大部分人支持脱欧,苏格兰大部分人支持留欧.上次苏格兰举行的脱英公

投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联合王国在欧盟内才选择留英的;一旦英国离开

欧盟,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许多问题就浮上水面,双方的分歧会更加严重.

如果再举行一次脱英公投,苏格兰脱英几乎没有悬念.可一旦苏格兰脱英,北

爱尔兰还会留在联合王国吗? 而且特蕾莎梅时期脱欧迟迟得不到解决,最

麻烦的问题就是南、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等到英国真的脱欧了,北爱尔兰边

界问题怎么处理? 如果苏格兰脱英,北爱尔兰跟上,威尔士跟不跟无所谓,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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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王国就不存在了.一旦联合王国解体,那么５００年的英国历史就是南柯一

梦:５００年前的英国只是英格兰,都铎王朝统治英格兰;５００年来,英国呼风唤

雨,惊天动地,缔造了一个庞大帝国,引领世界走向现代;但５００年转一圈,又

转回去了,历史是否果真如此?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世界有多大影响? 影响会很大.一个大国悄然解

体,对人们的心理有多大影响,引发多少感叹,产生多少遐想? 罗马帝国解体,

给西方世界造成巨大冲击,之后的一千年都没有振作起来.联合王国如果分

解,虽然不会出现罗马帝国那样的情况,但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将因此改变.有

人曾提到“世界岛”的概念,所谓“世界岛”就是亚欧大陆.亚欧大陆曾经是人

类文明最早出现、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养育人类文明的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地

理中心,其他地区都是边缘.英国作为岛国,开创了现代文明,一度独霸世界.

但它不在“欧洲”,它本来就不属于亚欧大陆.如果英国以脱欧与亚欧大陆切

割,那么漂浮于亚欧大陆之外的地区是什么? 那基本上是一个盎格鲁 撒克逊

的世界———以前的英帝国,现在的“五眼同盟”.今后的世界走向哪里? 由此

可以初见端倪.

报告人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博雅讲

席教授、历史学系教授.

(整理人:魏运高丽、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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