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总统武尔
夫日前深陷“贷款
门”，引发德国媒体
一片声讨。据悉，他
被《图片报》爆料曾
经以职权取得低息
贷款购房。更戏剧
性的是，爆料媒体称
这位总统曾电话向
主编施压，要求不能
刊登丑闻。随后武
尔夫立即公开道歉，
强调从未威胁媒体，
但他拒绝公布录音，
还辩解自己是媒体
炒作的受害者。

7 日，数百名德
国民众聚集在总统
府门前示威，他们手
举鞋子高喊“总统先
生，送您一只鞋”，
并要求总统下台。
究竟是什么样的录
音将这位总统推向
了辞职的悬崖，而他
的辞职是否会推倒
默克尔政府的多米
诺骨牌呢？

德总统恐吓媒体
民众扔鞋喊下台

要求《图片报》推迟报道自己以权谋取低息
贷款丑闻，并扬言要“采取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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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愤怒皆因干预媒体

扔鞋在德国文化中是
极大不敬，为什么德国总统
会招致民众如此举动，这要
从这场风波的起源说起。
在 2008 年，据悉，当时武尔
夫为了购置房产，曾私下从
企业家格尔根斯的妻子手
中获得一份 50 万欧元的贷
款，利率为4%。

两年后，已经是萨克森
州州长的武尔夫，同时是大
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主席，他
帮助该集团起草协议收购
保时捷汽车公司。据悉，这
份协议大大减轻了巴伐利
亚州银行的压力，因为它是
保时捷公司的资助方。

事后巴伐利亚州银行
主动向武尔夫提供了一笔
贷款，利率比武尔夫从格尔
根斯妻子处获得的利率低
2%-3%。武尔夫旋即利用
这笔贷款偿还前一笔贷款。

虽然事后武尔夫感到
不妥，与银行商议取消这笔
低息贷款，重新签订新的长
期贷款，但令他始料未及的
是，新合同尚未生效时，德
国发行量最高的小报《图片
报》获悉了其私下商业交
易，并准备将此事曝光。

就在去年 12 月 12 日，
得知此事的武尔夫马上致
电该报总编迪克曼，并在其
语音信箱留下一份据称“带
有威胁口吻”的话语，试图
阻止该报报道此消息。

其实早在 2010 年 2 月
18日，武尔夫在下萨克森州
接受议会质询时就否认与格
尔根斯存在商业往来，对于
那笔50万欧元的私人贷款，
武尔夫并未据实上报。但
他却在同年3月21日，公开
承认贷款一事，当时民众并
未因此责怪他。

时隔两年，此事再度曝
光，舆论却一片哗然。分析
人士认为，德国民众和媒体
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武
尔夫的“电话威胁”是对媒
体自由的严重攻击。

总统拒绝公开录音

但对于“电话威胁”一

说，武尔夫坚称他只是打电
话要求推迟一天报道，以便

“能明确作出符合事实的解
释”。而事后他在接受采访
时也称，他给迪克曼打电话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
他仅仅只是要求推迟报道，
并认为自己在贷款一事中
并无过错，否认自己曾考虑
就此辞职。

对于武尔夫的辩解，
《图片报》表示希望获得总
统允许，公开其电话留言。
武尔夫在采访中对此回应，
他赞成增加此事的透明度，
但却拒绝公开电话留言。
媒体认为这无疑增加了民
众对其可信度的怀疑。

面对质疑声此起彼伏，
本月 9 日，武尔夫的律师格
诺特·利尔对媒体解释，总
统并不担心信息被公开，

“如果《图片报》想这么做，
就随便他们。如果该报想
打破这个禁忌，这是他们的
事情。”

同一天，《明镜》周刊根
据录音副本报道称，武尔夫
确实只是在电话中要求《图
片报》推迟报道，但他也同
时扬言要对该报“采取法律
行动”，分析人士认为此举
实质上是“试图阻止媒体报
道”。

此外，《明镜》周刊还爆
料称，武尔夫还曾给《图片
报》的出版商行政总裁马赛
厄斯打过一个电话，语气与
他给迪克曼的留言一样。
武尔夫在电话中显得怒不
可遏，声称《图片报》是在发
起对他的反对运动。武尔
夫表示，如果贷款一事见
报，将挑起总统办公室和该
出版商之间的“战争”，直至
他的任期结束。

“我是媒体的受害人”

随着爆料不断升级，武
尔夫不得不向公众发表道
歉声明，他说，我所做确实
是“不正直的，我感到很抱
歉”，且我已意识到整件事
情有多么“令人遗憾”。

致歉同时，他也强调
自己是“媒体的受害人”。
他指责《图片报》将自己与

“谎言”联系起来，并将他的
朋友“拖进”公众视野，而记
者们的调查在自己家乡造
成骚乱。他甚至措辞强烈
地称，“如果在一个国家，人
们不能向自己的朋友借钱，
我不会想成为这样一个国
家的总统。”

武尔夫的道歉和辩解在
媒体激起嘘声一片。《南德意
志报》称，“武尔夫并未像他
就职宣誓所称的那样保护德
国人民免遭伤害，他保护的
是自己。他将所有力量都用
于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他
已经纠缠于自己辩解的自相
矛盾。按照德国宪法，总统
有赦免个别罪犯的特权，武
尔夫是史上第一个特赦自己
的总统。”

《柏林日报》则评论称：
“武尔夫将输掉这场‘战争’，
尽管他根本没有所谓的敌
人，他本人就是自己的敌
人。丑闻曝光已经三个礼
拜，他失当的回应，让整件事
变得越来越模糊和让人困

惑，错误的言论也让他走向
绝路，德国将不再有总统。”

60%民众希望总统留任

不仅是媒体，反对党也
不满总统的道歉。社会民主
党政客托马斯·奥普曼说，

“我不明白武尔夫在回应中
所谓的透明度是什么，他已
经失去了用这个词来回应反
对声的机会，武尔夫此举已
经损害总统作为德国最高职
位的威信。”

虽然媒体一片讨伐声，
但真正决定武尔夫命运的是
德国总理默克尔。如果失去
默克尔支持，武尔夫将不得
不下台。但如果默克尔仍宣
布对总统效忠，武尔夫将能
继续留任，尽管他已经失掉
了信用。

1 月 6 日，德国总理默克
尔发言人斯蒂芬·塞伯特表
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国
家总统，武尔夫都受到默克
尔的高度尊重。默克尔表

示，她对武尔夫在采访中的
公开回应表示欢迎，并认为
总统对公众的解释是重建民
众信任的关键一步。

对于默克尔的支持态
度，分析人士认为，即便默克
尔鄙视总统的行径，但从政
治战略角度出发，她不得不
无奈地支持总统，因为武尔
夫下台可能会导致执政联盟

“崩盘”。
尽管质疑声不断，但大

多数德国人称他们乐意看到
武尔夫留任。1月 6日，德国

《世界报》公布一项最新民调
称，61%的德国人认为他们并
未被武尔夫的采访辩解所打
动，但 60%的民众认为“应该
给武尔夫第二次机会”。另
一份调查也显示，56%的德
国人希望总统留任。

德国媒体认为，即便武
尔夫辞职也不会对国家构
成危机，这可能让默克尔难
堪，但对整个国家而言，无
伤大雅。

（冯中豪）

7日，德国总统府门前，一位抗议者将鞋挂在总统武尔夫肖像下。

德国总统武尔夫贷款门事件成为德国主流媒体的头条，以上依次为《德国金融时报》、《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的网站主页。

德国总统武尔夫因此
次危机登上了《明镜》周刊
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