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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特种部队19日对在东部天

然气田劫持人质的武装分子发起最后攻击，

这场持续了四天的危机以牺牲了部分人质

生命为代价告一段落。

据阿尔及利亚通讯社19日报道，阿内政

部当天晚间公布人质劫持事件初步结果：自

阿军方17日开展营救人质行动以来，解救

685名阿尔及利亚人和107名外国人，击毙

32名武装分子，同时有23名人质遇难。但媒

体称，此次人质事件死亡人数还可能上升。

声音：对武力解救不满

在人质危机结束几个小时后，奥巴马发

布声明说，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应该受到谴

责，美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恐怖分子的这

一行为。这是奥巴马首次就此次人质危机

发表直接评论。

英国国防大臣哈蒙德19日称：“这场人

质危机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是骇人听闻和不

可接受的。”

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对人质危机的进展

情况尚表担忧，并表示会对恐怖分子继续持

强硬态度。

绑匪：“基地”头目遥控指挥？

有消息称，在17日的攻击行动中，有数

名作恶多端的恐怖分子头目被击毙，这些自

称是“血色营”的恐怖分子来自毛里塔尼亚、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加拿大、马里、

埃及、尼日尔等国。

一个名叫阿扎瓦德的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成员对外界透露，取名“血色营”的突击

队为此次劫持人质行动准备了多日。因为，

他们不满阿尔及利亚政府在进攻马里叛军

的行动中成为法国的积极盟友。据说，劫持

人质的行动是在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头目

穆赫塔尔用手机遥控指挥下进行的。

解读：阿军方攻击行动原因

有专家分析认为，阿军方17日的攻击

行动，主要目的似乎不单单是出于对人质

的解救。消灭并驱赶恐怖分子、保护油田

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和生产活动，也是

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事发地仅天然气

一项，就年产90亿立方米，约占阿年出口

总量的18%，年产值约39亿美元，且主要

出口欧洲；此外，阿油田还向英、美等国出

口大量的优质原油。故此，区域安全和经

济因素在打击行动中的考量不言而喻。

人质：炸药套在脖子上

获救的菲律宾籍工程师巴尔马斯达讲

述了他死里逃生的过程，绑匪将一串串炸药

套在人质的脖子上，并将他们塞进多辆装有

炸药的卡车，以便在阿军方发起进攻时充作

“人体盾牌”。 据《北京晚报》

北京时间 21 日 22:30 至
22日凌晨，奥巴马第二任总统
就职典礼将举行，主题为“相信
美国”。相较于第一次的万众
期待，第二次似乎吸引力大减。

有人说，第二次就职就像
第二次结婚一样，人们不再有新
鲜感，也很难再被各种誓言和承
诺打动。美国历史上不乏成功
连任的总统，这也意味着不乏同
一位总统两次宣誓就职的先
例。在这些先例中，鉴于吸引力
上注定存在的巨大落差，很多都
难逃沦为鸡肋的命运。

第二次就职典礼那些事儿
美国总统连任也犯愁再次就职如同二婚？

最寒酸：借钱参加典礼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据称因为

太贫穷，不得不借钱去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

最倒霉：宣誓受寒病逝

1841年，第九任美国总统亨利·哈里森

在发表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就职演说时拒绝

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而当时天气异常寒冷，

哈里森染上了肺炎，32天后就去世了。

最致命：误杀大批鸽子

1969年在理查德·尼克松的就职游行仪

式前夕，组织者在沿途的树木上喷撒了一种

驱赶鸽子的化学制品。没想到，鸽子吃了这

些化学制品，从树上掉了下来，大街上随处

可见垂死或已死的鸽子。

麦迪逊：被首席大法官不屑

詹姆斯·麦迪逊在1812年的第二次就

职演说以“悲剧”收场，当天，不善言辞、常

常逃避社交场合的麦迪逊发表了一场沉闷

无聊的演说。

当时负责主持就职宣誓的首席大法官

约翰·马歇尔据称在整个典礼上一直表现

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毫不掩饰他对麦迪逊

的不满。

杰斐逊：意料中事落差巨大

托马斯·杰斐逊在其第二次就职典礼上

也显得有点疲倦，这场典礼乏善可陈。

1800年杰斐逊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

政权首次实现政党更替，同年杰斐逊还从拿

破仑手中买下从密西西比河到洛基山山脉

的一大片土地，这使得美国领土扩大了一

倍。杰斐逊第二次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事情，因此，民众的期待和兴奋很难再高涨

到四年前的高度，而是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格兰特：大发牢骚 观众冷场

在1869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总统

时，上届总统任期还未结束，这意味着在总统

卸任前一天可能待处理的议案还堆积如山。

格兰特在1873年第二次宣誓就职前一天夜

里，还在通宵达旦地赶着处理一大堆议案。第

二天，格兰特从白宫直奔国会山。在发表演说

时，格兰特忍不住大发牢骚。食物冻成了冰

坨，乐师的小提琴琴弦被冻断，使得现场气氛

冷至冰点，很多围观的民众纷纷早退。

林肯：万众沸腾 传世经典

在众多第二次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中，

林肯是个令人惊喜的例外。他的第二次就

职演说不仅令万众沸腾，还富有深远的政治

意义，其间林肯游刃有余，漂亮地驾驭了公

众的情绪。林肯的第二次演说全长701个

词汇，其中有505个词都是单音节。“通常，

第二次的就职演说会更长，话题从拯救经济

到应对气候变化无所不包。”怀特说，“而且

他们很爱强调‘我’字。但是林肯的第二次

演说只提到两次‘我’字。这显得与众不

同。”直到现在，人们对林肯第二次演说的引

用都远超第一次。

罗斯福：四次连任 越讲越短

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一位战时总

统，同时还是美国经历经济大萧条时代

的总统。

他的第一次就职典礼万众期待，也

就是在这次演说中他说出“我们唯一需

要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的名言。罗斯

福四次连任，越讲越短。罗斯福直接取

消掉本应在国会山的第四次就职典礼。

他选择在白宫草地上面向 5000 名来宾

（如果在国会山举行，至少有 2.5 万人观

礼）宣誓就职，整个仪式在短短的 15 分

钟内完成。

华盛顿：不想连任 仍受欢迎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的第一次就职典

礼在纽约举行。四年后，华盛顿成功连任，就

职典礼改在费城举行。这次，华盛顿的演说

只有短短的135个字，基本大意如下：“我们

又见面了。现在我将宣誓。”美国历史教授苏

珊·顿恩表示，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国内形势变

得有点复杂，“他累了，甚至可以说筋疲力尽

了，华盛顿本不想连任的。”尽管如此，但在杰

弗逊等人的再三恳求下，华盛顿背负着全体

美国人的期望再度当选总统，无论他在就职

演讲上说些什么，他本身的声望已经足够让

现场气氛热烈了。

阿尔及利亚人质事件流血收场解救685名阿尔及利亚人和107名外国人

击毙32名绑匪 23名人质遇难

工人们正在就职典礼现场做着准备工作 2001年，布什和夫人在就职舞会上献舞。

成功的经典
美国就职典礼之“最”

失败的案例

奥巴马2.0：更强硬、更大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美国记者韩曙说，

在第二任期内，为留下政治遗产，奥巴马在社

会问题上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比如说移民

和枪支管控以及能源等重大议题。政治分析

人士戈根在《奥巴马2.0》一篇文章当中预计，

总的来说，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之内将更精明、

更强硬、更大胆，但是否能在执政方面见到大

的成效还是个未知数。 综合《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