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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蒲实

迪尔玛的选择

巴西总统大选进入第二轮时，迪尔

玛曾面临一个难题：她必须表明对堕胎问

题的立场，因为它与绿党基督教候选人玛

丽娜·席瓦尔手中握着 19% 的选票有关，

谁赢得这 19%，谁就将获胜。席尔瓦是堕

胎的坚定反对者，她的支持者很多是虔诚

的福音基督教徒。

不仅是这 19% 的选民。10 月初，几

十万巴西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阿帕莱西

达——位于圣保罗市东边的小城，赶到这

里的天主教大教堂为圣母节做弥撒。巴

西近 2 亿人口中有 73% 的人信奉天主教，

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迪尔玛为此

专程前往，作为一位曾在 1964 到 1985 年

反对巴西军事独裁的马克思主义游击女战

士，迪尔玛是无神论者，但她对这些朝圣

者说，她崇敬圣母阿帕莱西达，尤其是身

患淋巴癌后的最近这几年，她愈发虔诚。

“她必须将她自己与这部分巴西民众联系

在一起——宽容、随和，内心深处却保守

的巴西人，教会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德国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研

究员、巴西圣保罗大学访问学者奥里弗·施

图恩克尔 (Oliver Stuenkel) 告诉本刊。

此时，竞争对手若泽·塞拉以个人婚

姻史和迪尔玛亲密政治伙伴的腐败丑闻作

为武器，向她发起了道德攻势。一向反堕

胎的塞拉还曝出，迪尔玛过去曾表明她支

持堕胎合法化，于是，10 月 13 日，福音

教会领袖们当面要求迪尔玛对堕胎问题做

出书面承诺，表示这将决定他们的选举态

度。10月16日，迪尔玛，这位致信福音教会，

他写道：“我个人反对堕胎，并支持保留现

行法律。”“如果我当选共和国总统，我不

会主动倡议修改有关堕胎的立法。”

巴西圣保罗大学经济史教授米里安

姆·多尔尼科夫 (Miriam Dolhnikoff) 由

此向本刊记者这样表达他的感受：“迪尔

玛为实现选举目标改变了她的立场，我个

人对她的立场深感失望，但我不代表选民

的大多数，她采取了完全务实的策略。”

独立之路

1994 年，迪尔玛的第二次婚姻发生

变故。巴西著名记者路易斯·卡尔瓦霍·马

克劳夫 (Luiz Carvalho Maklouf) 曾花了

21 年调查劳工党政府。在他的葡萄牙语

版《迷航时代：罗塞夫如何以及为何成为

卢拉的总统候选人》和《武器与男人：罗

巴西第一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
10 月 31 日，迪尔玛·罗塞夫在第二轮胜出，当选巴西第一位女总统，成为拉美历史上

第 11位登上权力之巅的女人。

10 月 16 日，迪尔玛·罗塞夫（左）和巴西总统卢拉一同出席竞选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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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塞夫所受的政治教育》两书中，披露了迪

尔玛的这段感情。这一年，迪尔玛发现另

一个女人怀了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政治伙

伴卡洛斯·阿罗若的孩子，这个孩子在一

年后出生。他们虽又和好，并一起共同生

活了 6 年，但 2000 年，迪尔玛最终独自

搬进了一所出租公寓。

这是一段近 30 年的婚姻。1969 年，

游击队员迪尔玛在里约的一次武装组织会

议上与阿罗若认识，阿罗若当时是巴西共

产党员，1964 年曾入狱。迪尔玛与阿罗

若开始约会时，31 岁的阿罗若已是“武

装革命先锋游击队”的领袖，他有明确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纲领：武装革命，建立工

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1970 年，两人先后因颠覆罪入狱，迪尔

玛遭受拷打，但始终保护着阿罗若。1972

年她出狱后被学校开除，搬到巴西南部的

阿雷格里港市，经常探望仍在服刑的阿罗

若，直到他出狱。之后，迪尔玛重新上了

大学，1977 年从经济学专业毕业，进入

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政府统计部门。1979年，

军政府宣布恢复多党制，政党开始重新活

跃。迪尔玛与阿罗若共同参与创建了著名

左派领导人布里佐拉领导的民主劳动党，

阿罗若连续 12 年任该党州副主席，迪尔

玛的第二份工作就是在南里州立法委员会

中做民主劳动党党员的顾问。

1985 年，民主劳动党推出的候选人

阿尔修·科拉斯赢得阿雷格里港市长大选，

很多竞选纲领与施政纲领都是在迪尔玛和

阿罗若家中商议形成的。迪尔玛被任命为

市财政局长，这是她的第一份行政职位。

1988 年，迪尔玛辞去职务，为丈夫阿罗

若助选市长。结果，阿罗若失败了。1990

年，阿尔修·科拉斯当选南里州长，迪尔

玛被任命为能源与通讯厅厅长。

2000 年迪尔玛离开阿罗若，独自搬

进出租公寓，这不仅意味一段婚姻的完结，

也意味她的政治生涯就此成为完全不依赖

于男人的独立之路。2000 年，迪尔玛退

出民主劳动党，加入工人党。她任南里州

能源厅厅长期间，将电力部门的供电能力

提高了 46%。她曾赴巴西利亚向卡多佐政

府发出警告，如果不加大对能源生产和输

送的投资，巴西将会有全国性的停电危机。

她务实的作风很快进入正准备参加总统选

举的卢拉的视野。圣保罗大学教授米里安

姆告诉本刊：“迪尔玛的政治轨迹很独立，

在这个意义上，她与智利女总统巴切莱特

有相似处。相比之下，拉美第一位女总统，

伊莎贝拉·庇隆则完全依靠丈夫的力量，

她还不是独立的女人。”

接班人

2008 年，迪尔玛正式被提名为劳工

党总统候选人。“我们看到，她的支持率

戏剧性地飙升。”中国社科院拉美问题研

究员徐世澄对本刊说，“一开始，她名不

见经传，支持率只有 2%，而对手塞拉高

达 38%，直到选举中期，塞拉的民意测验

支持率都一直高于迪尔玛，以至于塞拉曾

宣称，‘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打败她’。而到

今年 7 月，迪尔玛已经赶超塞拉，第一轮

大选之前，她的支持率超过 50%。迪尔玛

的形象也在这两年中焕然一新。她不仅减

肥 12 公斤（也有她刚做完淋巴癌手术的

原因），而且发型、衣着也被媒体津津乐道，

说一向不打扮的她有了女人味”。

人气攀升的原因已有公论。往返于德

国与圣保罗之间的巴西问题专家斯图恩科

尔告诉本刊：“在巴西政治分析家之间流

传着一句玩笑话：伟大的卢拉总统是如此

受到巴西人的爱戴，以至于他如果想要指

定一头山羊作为总统接班人，这头山羊也

能当选。”卸任时，卢拉总统达到了他权

力的另一个巅峰：拉美最大的经济体正强

劲增长，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人民收入显

著提高，这个历史上曾在全球经济震荡中

差点崩溃的国家，却在 2008 年最后一批

进入经济衰退，又在 2009 年头一批走出

衰退的阴霾。这时，他功成身退。他无疑

能够将他极强的个人魅力投射到他所选定

的接班人身上。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选择迪尔玛？

2001年 6月，迪尔玛手提一个小笔记

本电脑，有些羞涩地出现在卢拉和他的能

源专家团队面前。她受邀参加卢拉预备政

府的能源政策讨论。卢拉的密友、两位最

重要的能源和环境专家都认为，能源部门

私有化是导致巴西能源问题的主要原因，

她带来的是与私有部门打交道的实践经验。

卢拉回忆说：“她有与众不同的特质……我

当即感到，这正是我要找的能源部长。”

迪尔玛是新工业政策的支持者。她

坚持巴西应有国内石油储备，巴西国家石

油公司应在巴西勘探和开发大型深海石油

储备，建立 P-51 和 P-53 平台。她还坚

持巴西应有自己建造石油平台的能力，要

求把平台的国有化率从 15% 提高到 60%。

她由此遭到很多批评，因为这大大提高了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成本，这其中也会滋

生腐败。但是，石油开发和海上平台工业

将为巴西提供 4 万多个工作机会，提高巴

西的国家自主科技水平。卢拉支持她。

进入内阁的迪尔玛不介意与他人争

论对立。在 10 月 3 日第一轮大选中排名

第三的席尔瓦就曾与迪尔玛势不两立。路

易斯·卡尔瓦霍·马克劳夫在《迷航时代》

中写道，两个女人同在卢拉的第一任内阁

中，罗塞夫相信，必须紧急加大对能源供

应的投资，才能避免 2009 年的全国大停

电。环境部长席尔瓦是位环保主义者，她

的同事曾为保卫亚马孙河的环境而遇刺，

她坚持阻碍几处大型基础建设工程，包括

亚马孙河大坝，担心生态遭到破坏。她们

之间的冲突很激烈。有些被边缘化的席尔

瓦最后辞去部长职务，离开劳工党，组建

了绿党。迪尔玛的善变、强硬和不容争辩

的霸道，也众所周知。

卢拉总统曾被媒体问及，他 8年任职

期间对巴西的认识。他提到了完成公共投

资项目的困难。他说，他总是发现，当他

终于摒弃繁文缛节说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合作的时候，4 年任期已满。各种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从道路，港口和机场建设到

排水系统和发电站，任何一项工程随便都

要花费“5 年的时间解决各种问题，再花

两年时间来实施完成”。他总结道，“总统

不能按意愿行事，只能尽力而为”。或许

正因如此，迪尔玛的务实和强硬作风所保

证的推进公共投资项目和经济增长计划的

执行力，给卢拉留下了深刻印象。

时势造人。虽然受到卢拉赏识，迪

尔玛当时还不是内阁中重量级人物。2005

年，巴西媒体披露了巴西邮政电报公司的

贪污丑闻，从而引出了涉及数百名政府官

员的连环腐败丑闻案。时任总统府办公厅

主任的迪尔塞乌被指是“红包”事件的幕

后操纵者，他主动请求辞职。随后，劳工

党财务主管、秘书长和劳工党主席相继辞

职，财政部长帕洛西也卷入腐败调查。卢

拉政府的执政联盟面临瓦解，此时卢拉任

命迪尔玛为总统府办公厅主任。2006 年，

卢拉在总统大选中连任后，迪尔玛就距离

权力顶峰更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