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8日这一次的独立公投并
非苏格兰的第一次公投。事实上，
在 1979 年和 1997 年，苏格兰都曾
分别举行过关于重开苏格兰本地
议事机构公投。

上世纪 70 年代末，英国当时执
政的工党由于在下院只有微弱多
数，要想形成控制权，非常依赖同属
左翼、手握 11 个议席的苏格兰民族
党。而后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迫
使工党同意关于设立苏格兰议事会
一事举行公投。然而以肯宁汉为首
的几名工党议员对将权力下放给苏
格兰感到忧虑，为了阻挠公投通过，
他们追加了一条修正案，要求不仅
要达到满足简单多数，而且要求投
赞成票的人数占合资格选民总人数
的40%。

1979 年 3 月 1 日，苏格兰公投
结束，赞成一方虽达到了简单多数，
但果然因为未达到 40%的总票数，
公投未能过关。回到伦敦，愤怒的
苏格兰民族党议员转而支持了保守
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工党政府垮
台。全国大选提前举行。

长期水火不容的苏格兰民族党与
保守党联手将工党拉下马，这在当时
是震动英国政坛的一件大事。而接替
工党入主唐宁街10号的是刚率领保
守党赢得大选的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在首相的位置上一干就
是13年。在这13年里，英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苏格兰尤其如此。

撒切尔主义实质上是当时盛行
的新自由主义，代表政策为提倡大市
场小政府，国有企业和公营部门大规
模私有化，与权力过大的工会开战，
为富人减税，削减公共支出等。

撒切尔的政策在全英国都遇
到反对的声音，在苏格兰尤其激

烈。和英格兰不同，苏格兰当时的
经济主要依靠国营重工业支撑，养
活着庞大的产业人口。事实上，撒
切尔每关闭一个重工业单位，都会
直接影响到苏格兰数千乃至上万
个家庭的生计。

在撒切尔主政期间，苏格兰经历
了急速的去工业化过程，单是煤矿工
的人数，就从1981年的25180人锐减
至 1991 年的 2370 人，减少了超过
90%。1984年在英国北部，苏格兰和
威尔士各地发生的煤矿工人罢工最终
演变为大规模暴力冲突。

如果说在 1984 年的煤矿工人
罢工中苏格兰人参与的是一次全
国性的劳工运动，那么 5 年之后的
人头税问题，就让苏格兰人感到保
守党政府是冲着自己来的。人头
税是一种划一的地方税种，最初的
设计是用来取代此前与住房估值
挂钩的税种。保守党当时出现了
严重的误判，认为这一税制改革是
收获苏格兰民心的机会，因为各方
面条件允许，特意提前一年在苏格
兰推行。

本来苏格兰人在撒切尔执政的
头十年里生计和福利已经受到明显
损害，得知这样一种政策竟然首先

“拿自己开刀”，一下子炸了锅，超过
一百万苏格兰人拒绝交税。翌年，
人头税在英国其他地区推行，均受
到了激烈抵抗，多地爆发暴力冲
突。其中伦敦市民自带鹅卵石，在
市中心阻击骑警的镜头堪称英国政
治史上的经典画面，更是撒切尔时
代留给英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撒切尔下台后 5 年，英国在
1997年迎来了许久未尝执政滋味的
工党政府。然而苏格兰选民吃惊地
发现，新上台的布莱尔虽然是苏格

兰人，但对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并
没有多大兴趣。更让苏格兰人反感
的是，布莱尔带领的工党，已经不是
他们多年来支持的工党，而是一个
放弃了国有化主张，更强调市场经
济，同时也与大企业以及美国小布
什政府合作更紧密的工党。

某种程度上，在布莱尔领导下
工党推行的是没有撒切尔的撒切
尔主义，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将
布莱尔本人视为撒切尔最好的学
生。至于布莱尔将英国卷入愚蠢
而漫长的伊拉克战争，更是其执政
期间不可洗刷的污点。

虽然在上一次全国大选中，苏
格兰仍然倾向于支持工党，但对其
信任已经大不如前。及至 2011 年
苏格兰本地议会的选举，选票更是
大量流向苏格兰民族党，使后者掌
握了半数以上的议席。

所谓的“铁娘子”已经作古，毁
誉参半；布莱尔丑闻缠身，被英国
人追究战争责任，不断挖出黑材
料；现任首相卡梅伦虽然到了苏格
兰拉票，却躲开了有着庞大工会势
力的格拉斯哥，只敢去相对温和的
爱丁堡。去格拉斯哥拉票的是工
党的米利班德，他虽然不是当年

“新工党”路线的忠实信徒，但也无
法与布莱尔时代完全切割。

说到底，在这场较量中，表面
上保守党和工党的对手是苏格兰
民族党，但实际上真正难缠的，是
他们自己在过去数十年里的历史，
以 及 在 苏 格 兰 人 心 里 积 累 的 怨
气。虽然这次公投以反对独立阵
营的胜利而告终，但是这些幽灵般
的问题都不会随着公投的结束而
轻易被驱散。

（据新华社、央视）

苏格兰：怨气从何而来

卡梅伦政府当年给予苏格兰
独立公投的权力，其目的并非是
为了让苏格兰独立，相反，是为了
防止苏格兰独立。

卡梅伦政府希望苏格兰的
独立运动在尚未足够壮大时先
进行独立公投，公投时间越往后
推，苏格兰的独立力量会越大，
独立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当然，
这只是卡梅伦政府的一厢情愿，
带有很强的赌博性质。只不过
卡梅伦没有料到，在 2012 年《爱
丁堡协议》签署后，苏格兰独立
运动会如此高涨，以至于此次独
立公投中反对独立阵营只能说
是险胜。

但是卡梅伦政府的行为还是
无可厚非。鉴于苏格兰有八百年
独立王国的历史，而三百年前苏
格兰签署《合并条约》时的历史条
件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对于英
国政府来说，将决定去留的权力
归还苏格兰是迟早的事。

这次苏格兰独立对西方社会
的冲击同样巨大。在欧洲各地，
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到比利时
的佛兰德再到意大利的威尼斯，
有明确民族、语言或历史特性的
繁荣地区都纷纷在考虑效仿苏格
兰独立。

要求独立的名单中还有以
慕尼黑啤酒节闻名世界的德国
巴伐利亚州。它是德国最大的

州，也是最富裕的州之一。西门
子、宝马等大集团的总部都设在
这里。苏格兰独立公投让巴伐
利亚党深受鼓舞，该党在官网写
道：“我们支持苏格兰独立！苏
格兰与英格兰有着太多的文化
差异。这是一个好典范，将鼓励
巴伐利亚等欧洲地区继续推动
独立运动。”

更重要的是，苏格兰独立击
破了这样一个神话：西方民主制
度可以有效地解决民族矛盾，维
持国家统一。或许我们应该这样
来理解这一次的苏格兰独立公
投：当一个文明衰落的时候，解体
将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尽管苏格兰此次独立以失败
告终，但毕竟有高达近 45%的选
民表达了独立诉求。据英国广播
公司报道，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公
投结果公布之后，支持和反对独
立的群众一度在市中心形成对
峙。这虽然未必会引起大规模的
对抗和骚乱，但却凸显了西方民
主原则的尴尬。

在今天的世界，民主似乎成
为了“政治正确性”的标准。通过
公投来决定国家事务固然使得民
众之民主权利得以彰显，但如何
在满足多数人诉求的同时又不至
于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仍然是西
方民主政治没能满意回答的问
题。

闹独立：冲击西方社会闹独立：冲击西方社会

苏格兰独立公投统计结果 19 日揭晓，反独派获胜，
苏格兰独立的选项被否决，这意味着苏格兰仍将留在英
国。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萨蒙德随后宣布接受独立派在
公投中失利这一结果，并呼吁英国中央政府向苏格兰提
供更多自主权。英国首相卡梅伦稍后承诺苏格兰将获得
更多有关内部事务的决定权。而这场公投也让苏格兰成
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统计结
果当地时间 19 日晨揭晓，32 个选
区中 31 个选区的计票工作完成
后，结果显示，反独派和独立派得
票率分别为 55.42％和 44.58％，
投票率为 84.48％。这意味着苏
格兰仍将留在英国。

虽然苏格兰反对独立阵营赢
得了这次公投，但并不意味着围绕
苏格兰是否独立的争论就此尘埃
落定。考虑到近两年主张苏格兰
独立的人数持续增加这个基本事
实，即使这次独立公投失败，苏格
兰独立运动都不太可能偃旗息鼓。

首先，苏格兰独立公投具有
法律和历史合法性。英国是一个
单一制国家，国会拥有国家主权，
苏格兰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原来并不具有举行独立公投的权
力。从 1706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
签订《合并条约》到上个世纪末的
近三百年历史中，苏格兰并不拥
有从英国分离出去的权力。但
是，最近十几年，英国的国家权力
构架和法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
中有两个步骤是关键性的。

第一个步骤是英国国会通过
的《1998年苏格兰法令》。根据这
个法令，苏格兰获得了很大的自
治权，有了自己的行政院和议会。

第二个步骤最为关键。2012
年10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与
苏格兰独立公投苏格兰首席大臣
亚历克斯·萨蒙德于签署了《爱丁
堡协议》。在这份协议中，英国政
府把苏格兰是否选择独立的权力
转移给了苏格兰，苏格兰居民在
2014 年秋可以用公投的方式来
决定是否留在英国。

所以，现在的苏格兰已经拥
有是否脱离英国的决定权，而英
国政府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有拒绝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权力。这次独
立公投通不过，还有可能举行第
二次或第三次。

因此，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权
力事实上是英国政府给予苏格兰
的。

英国政府近十多年来之所以
放弃了决定苏格兰去留的权力，
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苏格兰在
历史上的独立性。从公元 9 世纪
算起，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王国
持续了八百年之久，只是在 1706
年跟英格兰签署了一份《合并条
约》，苏格兰才成为联合王国的一
部分。三百年多年后，当初合并
的苏格兰希望退出这个条约而回
归到原来的独立状态，很难说这
个诉求不合理，因为《合并条约》
并没有规定签约方不能退出。

面对苏格兰要求自主决定
去留的权力诉求，英国政府确实
很难有理由拒绝。按照《合并条
约》之后的英国政治结构和法
律，伦敦当然可以断然拒绝苏格
兰独立公投的要求，也可以凭
借现实的力量强力阻止苏格兰
的独立公投。但是，对于五百
多万苏格兰人来说，英国拒绝
给予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权力可
能激起的反弹会更加强烈，尤
其可能会给苏格兰的独立运动
火上浇油。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苏格
兰独立公投的权力事实上是英
国政府放权给苏格兰。而英国这
样做并非出于民族自决的原因，
因为苏格兰并非被英格兰强迫统
治。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法律的
范围，必须要在历史中去寻找答
案，因为法律上的合法性归根到
底还是植根于历史合法性的基础
之上。

苏格兰：尘埃尚未落定

9月19日，苏格兰人面对公投结果时的不同表情。 视野网供图

在 英 国 苏 格 兰
格拉斯哥，一名反对
苏格兰独立的少年
高举反对标语。

新华社发

它们都来自
苏格兰
它们都来自
苏格兰

早在 15 世纪，苏格兰人便已经掌
握了酿造威士忌的秘诀，并流传至今。

苏格兰是高尔夫球的发源地。在
圣安德鲁斯有距今600年的最古老高尔
夫球场。

格拉斯哥 20 英里以外的格林诺
克，是詹姆士·瓦特的家乡。他因发明
蒸汽机而闻名于世，被认为是世界历史
上最聪明的一个点子。

苏格兰铁匠科克帕特里克·迈克米
兰发明了两个轮子的骑行工具，帮他通
行于他的家乡达姆弗里斯郡。

第一条马路由苏格兰人约翰·马
卡丹发明设计。马路因此得名。

五成五民众反独 英国勉强保统一

苏格兰苏格兰：：姻缘未散姻缘未散 恩恩怨未了怨未了

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
话。

1936年，罗伯特·华生·瓦特爵士为
英军开发了以无线电波探测飞行物的
技术，也就是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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