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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埋首”参院政务，连任五届参议

员，克里雄厚的外交资历获得了舆论一致认

可。美国智库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泰德·卡

彭特说，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克里代表了获得

两党支持的传统思想。他既不太偏向鹰派，

也不是太软弱，基本上是个“老练的温和派”。

尤其在处理棘手的中东事务上，克里可

谓经验丰富。他是往这个地区跑得最勤的

参议员之一，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等领导

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与奥巴马总统的密切关系更为克里未

来的任职创造“游刃”空间。首先，克里是奥

巴马的伯乐。2004年，获民主党提名为总统

候选人后，克里邀请当时身为参议员的奥巴

马在民主党提名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让奥

巴马在政坛声名鹊起。而在奥巴马2008年

当选总统后，克里则成了“使者”与“灭火

者”，时常作为总统特使，前往阿富汗、巴基

斯坦和叙利亚，为白宫排忧解难。

在个人行事风格上，有评论这样比喻，

希拉里好比“外交战斗机”，克里更像“外交

核潜艇”，持重、务实、冷静。《华盛顿邮报》专

栏作家伊格内修斯还称，“克里更愿意与敌

人展开对话，曾表示有必要与伊朗对话。”随

着克里的到任，种种评判将一一获得验证。

届时，美国外交政策将烙上怎样的“克里”之

印也会真正揭晓。

他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从克里在国会涉华议案的审议和投票

记录来看，对有利于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议

案，他一般投赞成票,反之，他一般投反对票

或发表反对意见。而在其日前出席参院对

其任命的听证会时，克里在谈到亚太“再平

衡”战略时表示，“我并不确信美国需要增加

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不过，他随后补充说也

并不建议降低现有水平。这样的表态与希

拉里时代有所不同，也令人“遐想”。

平衡“再平衡”？

有分析认为，奥巴马现在要纠正希拉里

对华的“过激”行为，对“再平衡”政策进行

“微调”，行事温和的克里因此成为最佳人

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

灿荣赞成这一说法，并认为在奥巴马政府亚

太“再平衡”大战略不变的基础上，这一战略

执行的力度和节奏都会不同，会更凸显非军

事内容。在经济方面，美国会继续推进其

TPP战略这一大方针，努力实现“出口翻番”

的目标；在社会、人文方面，美国也可能推动

更多交流，之前承诺向中国派出10万名留学

生也可以看作其中一环。在对外关系中更强

调协调而非对抗的克里，可能会加强与中国

的沟通，缓和其亚洲盟国和中国的关系。

或更温和务实

但也有分析称，虽然从以往的表态看，

克里比较重视对华关系，但就任国务卿后，

他的对华态度到底如何，还有待观察。

从根本上看，克里与希拉里的处事风格

相异但外交理念趋同，克里可能展现更多的

是温和、务实和理性，但他们都将为美国的

国家利益服务。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李

侃如也认为，克里比希拉里更重视利用私

下外交渠道来解决问题。不过，奥巴马第一

任期后半段形成的外交政策及优先议题将

有一定的延续性，克里今后的工作重点，可

能也将更多由实际局势而非他本人喜好所

决定。 综合新华社等

美国务卿更迭:希拉里卸任，克里接棒

这会是张怎样的美国“脸谱”

2 月 1 日，“超级劳
模”希拉里·克林顿辞别
华盛顿，曾与总统宝座
只有一步之遥的约翰·
克里，出任美国第68任
国务卿，这是影响美国
未来外交走向的一个
“拐点”。

相比于希拉里的干
练、勤勉和人脉，克里亦
非等闲之辈。他是犹太
后裔、越战老兵，外祖父
出生在上海。他竞选过
总统、谙熟外交，但他对
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却出人意
料地出言甚寡。

作为奥巴马2.0时期
的首席外交官，也是美国
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外
交形象代言人，克里国务
卿又会展现怎样一张“美
国的脸”？面对中国崛起
背景下的全球变局，未来
的四年，美国面孔又将会
是怎样的表情？

根底：
贵族后裔或政治浮萍？

克里外祖父母的婚姻称得上是

马萨诸塞州两大名门的结合。据克

里传记作者迈克尔·克拉尼什等人记

录，克里的外祖父詹姆斯·福布斯

1879年出生于中国上海，他所迎娶

的玛格丽特来自福布斯家族在马萨

诸塞州政界的翻版——温思罗普家

族。也正是通过这个来自新英格兰

的贵族家族，克里与包括小布什在内

的四位美国总统有着或远或近的血

缘关系。

童年的克里跟随父母一再搬

家，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成

长轨迹，甚至可以从中找寻到克里

性格中显得有些“独”的蛛丝马迹。

童年经历甚至成为压垮他 1972 年

议员竞选的一根稻草。在竞争对手

和当地媒体的合力“围剿”下，他被

涂抹成了陌生的“外来者”和一心竞

选的投机分子。

1985年，克里已从初出茅庐、不

修边幅的青年蜕变成处事老练、衣

着得体的中年人，终于带着个人抱

负走进华盛顿国会山；2004 年，在

冲刺总统宝座中，克里惜败布什，4

年后出任参院外委会主席。直至去

年12月21日，获总统奥巴马提名为

国务卿。

可以说，与战争有关的矛盾构成了克里

从政生涯的最大特色以及最大争议。

1966年，就读于耶鲁大学政治学专业的

克里被选中发表毕业演讲。最终，他抛弃了

初稿，转而发表了一长篇批评当时美国对越

南外交政策的激烈抨击。

然而，颇为矛盾的是，克里毕业后加入

海军预备役，并于1968年至1969年参加越

战，还因负伤而先后获得三枚“紫心勋章”。

平安回国的克里，立即从一名授勋将士转身

成反战斗士，并第一次走进全美媒体的聚光

灯下。1970年秋，这名当时年轻而无名的越

战老兵参加了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反战集会，

并发表演讲：“爱国主义绝不是让美国人为

错误而送死。”当然，从参战到反战的矛盾更

加重了他“政治投机客”的形象，甚至促成了

他首度参与政治竞选的失败。

同样的矛盾2004年再度冲击克里的总

统竞选。不可否认，那一场选举中伊拉克战

争是脱不开的焦点话题。一直持鲜明反战

立场的参议员克里，也曾以萨达姆拥有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为由，顶着反战民众的巨大压

力投出支持小布什政府对伊开战的一票。

尽管总能自圆其说，克里立场的前后反复还

是不可避免地在2004年总统竞选中引发一

定质疑，甚至为对手送上了“弹药”。

立场：戴越战勋章的反战斗士

风格：“外交核潜艇”

延伸阅读

约翰·克里，美国政治家，国务卿，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1962 年，克里进

入耶鲁大学学习政治学，1966 年毕业

获学士学位。他毕业后即加入海军预

备役，1968年至1969年参加越南战争，

并因此获得三枚紫心勋章。2004 年 7

月29日获民主党提名为该党2004年美

国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同当时的在任

总统小布什竞选美国总统一职。2008

年 12 月，克里当选为美国参议院外交

委员会主席。如今，接替希拉里出任

新一任美国国务卿，这是 16 年来美国

第一位白人男性国务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