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民主进程中的总统命运：
一种政治文化的解释

薛　力　董向荣

　　摘　要：１９４５年，美国与苏联分区占领朝鲜半岛。经过３年的美军政时期，在美军

控制的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全面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框架。此后数十年间，西

方民主框架与韩国本土政治文化之间进行了艰难的磨合。历届总统的命运如同民主浪

潮之上最引人注目的浪花，成为韩国民主政治动荡的指示器。迄今为止，韩国民主政治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总统通常 命 运 多 舛。总 统 有 忠 于 职

守、守护民主进程的一面，但也暴露出韩国政治文化的一些弱点，如：迷恋权位、热衷搞政

治清算、与商界密切勾连、出生地强烈影响政治理念等。短期内，这些消极因素与现代民

主制度之间的冲突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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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总统命运多舛。自１９４８年立国以来，韩

国共产生１２位总统。除现任文在寅总统外的１１位总统中，只有２位（金

泳三与金大中）顺利结束任期并安享晚年，其他总统的结局包括遇刺（朴

正熙）、自杀（卢武铉）、入狱（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李明博）、被政变推

翻（尹潽善、崔圭夏）、被市民运动赶下台（李承晚、朴槿惠）、流亡海外（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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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晚）等。尽管世界上经常出现总统被民主运动推翻、被刺杀等现象，但

是像韩国历届总统 这 样 如 此 高 频 率 出 现 非 正 常 卸 任 或 卸 任 后 被 捕 入 狱

的情况，则 非 常 罕 见，以 至 于 人 们 形 容“韩 国 总 统 恐 成 全 球 最 高 危 职

业”①。有学者把威权主义、宗派主义、地域主义、人物中心主义与市民性

总结为韩国政治 文 化 的 特 点。② 笔 者 认 为，韩 国 传 统 政 治 文 化 与 舶 来 民

主间的不和谐，甚至是冲突，是导致总统命运多舛现象的重要原因。

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把１９８７年韩国民主转型作为“第

三波”世界民主 化 浪 潮 的 重 要 个 案。但 是，如 果 考 察 韩 国 民 主 进 程 仅 仅

从１９８７年开始，或者以１９８７年民主化运动为重点，显然无法充分理解韩

国民主进程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也无法理解韩国总统为什么常常命运多

舛。实际上，韩国民主制度框架是在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美军政时期建立的。

美国扶植的李承晚政府，制定了韩国第一部宪法，实行三权分立，形成了

初步的政党竞争局面。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韩国本土政治文化开始与

西方民主制度进行艰难磨合，总统命运正是二者冲突的体现。

　　一、痴迷权位

　　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 而 优 则 仕”“天 下 兴 亡，匹 夫 有 责”

等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尊崇权力。但是，这些观念如

果理解不当，甚至痴迷权位，则会造成与现代民主进程的严重冲突。

有韩国政客当 上 总 统，高 度 迷 恋 权 位，甚 至 操 纵 选 举。李 承 晚 和 朴

正熙这两例“未得善终”的案例，主要是长期独裁的结果，与朴槿惠的“未

得善终”也有联系。李承晚利用权势操纵选举，３次当选总统，从１９４８年

到１９６０年连续执政。他将韩国与美国通过“相互防卫协定”紧紧捆绑在

一起，为韩国 发 展 定 下 基 调，确 定 了 韩 国 资 本 主 义 政 治、经 济 和 社 会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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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是，这位深受西方影响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

民主价值观。他在１９４５年时拥有较高的个人威望，到１９６０年却已经蜕

变为无视法律和正义，只想保住权位的政客。他在１９６０第四次总统选举

中，因操纵选举引发学生运动而被赶下台。

在大韩民国７０年历史上，军人两度发动政变，篡取国家权位。朴正

熙与全斗焕分别在１９６１年与１９８０年通过政变上台，导致尹潽善与崔圭

夏下台。１９９６年全斗焕、卢泰愚因发动政变、内乱主谋等罪而被判刑，这

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宣告了两位总统“未得善终”的结局。

１９６０年“４．１９”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的自由党政府，但由于 运 动 指 导

力量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严密的组织保障，群众斗争的成果落到了另

一个保守势力手 中。结 果，经 由 许 政 的 看 守 内 阁，政 权 过 渡 到 了 以 尹 潽

善为总统、张 勉 为 国 务 总 理 的 民 主 党 的 议 会 内 阁 制 政 府。张 勉 政 府 时

期，在重新高涨的 人 民 运 动 中，出 现 了 全 国 支 持 半 岛 南 北 学 生 会 谈 的 局

面。韩国“民族统一全国学生联盟”为实现与北方学生会谈，宣布以１９６１

年５月２０日为期，组织１０万代表向板门店“大进军”。此举，吓坏了以军

部少壮派军官为代表的右翼军政势力。于是，１９６１年朴正熙成功发动了

军事政变，最终少壮派军人集团靠武力掌控了社会大局。军部政权在颠

覆原有民主体制、逆民主化而动的同时，恢复了社会秩序，将韩国发展道

路切换到“官僚、威权主义”轨道上。美国情报机构在朴正熙政变两个月

后做出的评估报告 中 称，“尽 管 不 能 排 除 政 变 是 共 产 主 义 者 授 意 或 指 挥

的，但是目前迹象 使 我 们 认 为，总 的 来 说，政 变……主 要 是 由 个 人 野 心、

强烈的民族主义、迫切想将纪律和发展强加给韩国的愿望所推动的”。①

朴正熙上台后长期执政，直到１９７９年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

刺杀，主要是因为威权体制长期执政，导致政治矛盾累积乃至最终激化。

他身披“汉江奇迹缔造 者”的 光 环，而 被 民 主 进 步 力 量 指 责 为“独 裁 者”。

００１

东北亚学刊

①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１９６１－１９６３，Ｖｏｌ．
ＸＸＩＩ，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Ｊａｐａｎ：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Ｊｕｌｙ　１８，

１９６１，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Ｊｕｎｔａ．



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父亲的光环而当选总统，最后

却因为“闺蜜干政”等事件被民主力量弹劾下台。

　　二、党争和政治清算偏好

　　朝鲜半岛的 地 理 位 置 与 历 史 际 遇，绵 延 的 朋 党 之 争，催 生 了 韩 国 政

治文化中坚忍、顽强、不妥协、以死相争的斗争精神。韩国人特别是精英

人士，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道德信念，就坚守到底，绝不轻易改变。多方面

因素结合，导致韩国政治文化体现为“斗争精神强”“妥协精神不足”。韩

国的政变多、政治清 算 多，多 与 此 有 关。这 与“适 时 妥 协”的 欧 美 政 治 文

化显然不同。政治 清 算 从 根 源 上 讲，可 以 追 溯 到 朝 鲜 李 朝 的 派 系 文 化、

扈从政治。党争在 朝 鲜 李 朝 时 期 很 盛，绵 延 至 今，成 为 政 治 文 化 的 一 部

分。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指出，“所谓党争，毕竟都是党派利益当先的政

治斗争……党派之间的对立，大部分只不过是以地方色彩或门阀和个人

的利害关系为基础的政权争夺战……每次由于党争而发生政权更迭时，

随之而来的就是残酷的政治报复”。①

派系文化与现代政党政治文化并不吻合。李承晚曾经批评反对派，

“派系斗争在韩国有很长历史，不同派系的人互相争斗，甚至致对方于死

地……多党竞争体制在韩国并没有很好地执行，一些人抛弃了现代的政

党制度，而用它来制造混乱和纷争”。② 而实际上，在反对派看来，李承晚

本人何尝又不是这样。

１９８７年民主化以来的韩国领导人，大致上可以分为进步与保守两个

派别。保守派政治 上 比 较 亲 美，主 张 对 朝 强 硬，经 济 政 策 上 强 调 效 率 优

先。进步派反对过度依赖美国，主张实行均衡外交，对朝接触，经济政策

上强调实现社 会 公 平。清 算 主 要 在 这 两 派 之 间 进 行。卢 武 铉 执 政 时 期

曾经下大力量推进检查系统、国家情报院、国税厅等部门的改革，③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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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治中立化，希望从其开始摆脱当政者利用行政与法律工具进行报复

的政治风气，但这 一 点 并 不 容 易 做 到。在 韩 国 进 步 派 看 来，李 明 博 对 卢

武铉的所作所为就 是 政 治 清 算。文 在 寅 曾 在《命 运》一 书 中 指 出，“卢 总

统的死无异于政治谋杀。他 的 死 凝 聚 着 他 所 信 奉 的 价 值 和 他 的 精 神 所

遭受的挫败。平凡的人们曾经从他身上找到了政治理想，现在他们的理

想也与他一起倒下了。当然 也 有 人 会 觉 得 这 是 前 任 总 统 为 家 属 及 周 围

人所犯下的错误而赎罪，或者把这看成是我们落后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

必然结果”。①

而在韩国保守派看来，文在寅政府对前总统李明博发起调查也是政

治清算。李明博２０１８年１月曾发表声明指出，“以‘积弊清算’的名义进

行的调查，是对保守势力的攻击，也是对卢武铉之死的政治报复”。现政

府青瓦台发言人则针锋相对地表示，文在寅总统对前总统李明博的发言

感到愤怒，称“把青 瓦 台 作 为 调 查 的‘幕 后 推 手’是 对 政 府 的 侮 辱。这 不

是前总统应该讲的话，这是对宪法秩序的破坏，越过了政治底线”。

　　三、政商抱合

　　后发国家借 助 政 府 力 量 保 护 本 国 企 业 与 产 业 是 普 遍 现 象。历 史 上

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政府，都得益于此。他们鼓吹自由贸易，

是在本国建立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之后。朴正熙时期，为了尽快实现

工业化而采取的 措 施 是，政 府 制 定 产 业 政 策，重 点 扶 持 一 些 企 业 做 强 做

大。后来，各届韩 国 政 府 也 都 或 多 或 少 地 采 取 了 这 种 政 策。应 该 承 认，

这种政策整 体 上 是 成 功 的。经 过 数 十 年 发 展，韩 国 从 一 个 贫 穷 的 农 业

国，跃身成为“亚洲四小龙”、ＯＥＣＤ成员国之一，发展成就有目共睹。韩

国经济学家张夏成这样 描 述“汉 江 奇 迹”：“军 事 政 府 在 经 济 建 设 中 可 以

指定公司并为其创造有利的环境与条件，对于公司不足的力量通过特殊

优惠和补贴给予关 照，他 们 手 握‘胡 萝 卜 加 大 棒’，对 那 些 将 好 处 捞 进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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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口袋的企业随时收回经营权，也可以赋予表现良好的企业更大的经营

权，这便是韩国计划经济 运 行 的 轮 廓”。政 府 与 企 业 之 间 成 为 一 个 联 合

体。一直到２０００年左右，韩国某些经济教科书中仍将经济活动的目的定

义为“为国家经济 做 出 贡 献”。张 夏 成 还 指 出，金 泳 三 政 府 的“新 经 济 五

年计划”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因此可以将１９９５年视为韩国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正式转变的新元年”。①

但是，政府干预市场、政商抱合的做法也有不小的副作用。（１）政府

官员及其亲友可以对财团施加不当影响以获益，例子众多。朴槿惠协助

崔顺实从多家企业获取合同与“捐款”不过是其中之一。（２）大财团在国

民经济中所 占 比 重 太 大，这 使 得 大 公 司 有 能 力 对 政 府 决 策 产 生 明 显 影

响。典型例子如三星集团，其产值达韩国ＧＤＰ的２０％、韩国股市总价值

的３０％，加上其产品种类覆盖韩国人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以至于该公司

被戏称为“三星共和国”。② 韩国政府为三星在国外的重大投资项目出面

说项是常事。当然，这种现 象 在 其 他 国 家 也 存 在。（３）企 业 为 了 商 业 利

益不时采取不正当手段以影响官员，甚至总统，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政商丑闻中出现大财团高层的身影已经属于“正常现象”。全斗焕、卢泰

愚的罪状中都有受贿的内容。（４）中小企业影响不了总统就尝试影响总

统家属。如：金泳三的儿子、金大中的儿子、卢武铉的哥哥卢建平等都从

企业收受好 处，而 这 三 位 总 统 本 人 都 比 较 清 廉。去 世 后 的 财 产 清 理 显

示，卢武铉的负债比财产多４亿韩元（约合２４０万人民币）。简言之，政商

抱合是导致朴槿惠、卢武铉两位总统“未得善终”的主要因素。

　　四、地缘情结

　　韩国人有很 强 的 地 缘 情 结，讲 究“身 土 不 二”，政 客 尤 甚。韩 国 政 治

版图划分为岭南圈、湖南圈与忠清圈，很多选民以至政治家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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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由其出生地决定 的。出 生 于 忠 清 圈 的 代 表 人 物 有 尹 潽 善 与 金 钟

泌；出身湖南圈的 政 治 家 代 表 人 物 是 金 大 中；出 身 于 岭 南 的 著 名 政 治 人

物众多，光总统就有８位。这８位总统包括：来自庆尚北道的朴正熙、卢

泰愚、李明博与朴槿惠；来自庆尚南道的全斗焕、金泳三、卢武铉 与 文 在

寅。从中可见岭 南 作 为 政 治 地 域 在 韩 国 政 治 中 的 影 响 力。但 出 身 于 岭

南的总统亦非铁板 一 块，朴 正 熙、全 斗 焕、卢 泰 愚、金 泳 三、李 明 博、朴 槿

惠等属于保守派；卢武铉、文在寅属于进步派。

位于韩国北部的 首 尔、京 畿 道、江 原 道、仁 川、世 宗 等 地 没 有 形 成 强

大地方政治势力，主 要 原 因 是，朝 鲜 战 争 时 期 这 一 带 人 口（包 括 精 英）大

幅度减少，战后靠大量南部人口填充。这些外来人口带来不同的政治信

仰，大多忠于原有的血缘、地缘或学缘，形成了多元分散的地域特征。

韩国地域之争集中在湖南派与岭南派之间。如：１９７２年新民党主流

派１５人中有１０人与领导人金泳三、高兴门是庆尚道同乡；非主流派２０

人中有１５人与 其 领 导 人 金 大 中 是 全 罗 道 同 乡。① 这 种 现 象 的 形 成 与 历

史有关。

一般认为，湖 南 指 锦 江 以 南，包 括 全 罗 南 道、全 罗 北 道 与 光 州 广 域

市。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全罗道，在朝鲜三国时期属于百济国。岭南指

小白山脉的鸟岭以南地区，包括庆尚南道、庆尚北道、蔚山广域 市、釜 山

广域市、大邱广域 市 等。这 些 地 方 历 史 上 属 于 庆 尚 道，在 朝 鲜 三 国 时 期

属于新罗。湖南与岭南两个地区的人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心理隔阂，以

至于长期以来双 方 很 少 通 婚。历 史 上，岭 南 地 区 文 化、教 育、制 造 业、商

业比较发达。１９６０年 以 来，在 韩 国 工 业 化 过 程 中 岭 南 地 区 经 济 快 速 发

展，并出现了现代 重 工、三 星 集 团 等 大 企 业。这 固 然 有 来 自 岭 南 籍 总 统

大力扶持家乡地区的因素，但也与国家发展战略有关。１９６５年韩日关系

正常化后，两国经 济 关 系 日 益 密 切。岭 南 地 区 靠 近 日 本，国 家 因 而 确 定

了“向东发展以便对接日本”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这客观上拉大了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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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湖南地区 的 差 距。此 外，首 尔 和 釜 山 原 本 就 是 韩 国 前 两 位 城 市，

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先修首尔到釜山一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进一

步加剧了地区不平衡，引发湖南人的更多不满。

湖南地区虽然也有新万金综合开发计划这样的大型项目，但整体上

农业区色彩依然较 浓（忠 清 南 道 与 忠 清 北 道 亦 然）。这 固 然 有 助 于 保 护

自然环境，但经济 上 与 岭 南 地 区 的 差 距 难 免 扩 大。好 在 近 些 年，为 了 平

衡地区发展并强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韩国政府重视距离中国比较近的

湖南地区的开发，已 经 显 出 成 效。许 多 大 企 业 入 驻 这 一 地 区，湖 南 也 在

２０１５年通了高铁。此外，为了发展中部地区，韩国在忠清南道 的 燕 岐 郡

与公州市交界处建立了世宗特别自治市。目前，该市人口规模约３０万。

当然，地缘情结的作用也不能绝对化。金大中一当选就劝说金泳三

赦免全斗焕与卢泰愚两位岭南派总统。卢武铉与文在寅出身岭南，却与

湖南派总统金大中构成了进步派的中坚。

概言之，韩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恋权、朋党之争、喜清算、政商抱合、地

缘情结等特点，对 韩 国 总 统 的 遭 遇 有 着 重 要 影 响。作 为 一 种 文 化 积 淀，

这些特征具有相 当 的 稳 定 性，在 可 以 预 期 的 未 来 难 以 有 实 质 性 的 改 变。

正如尹保云教授所讲，民主的形式具有“独立的整体性，任何传统文化在

它面前都会表现 出 一 大 堆 的 不 适 应……就 像 新 手 们 面 对 着 一 个 技 术 复

杂的庞大机器。无论是手脚笨的还是手脚灵活的，都需要从头学习和训

练。他们只能一 点 点 地 服 从 操 作 这 个 机 器 的 各 项 技 术 要 求。本 土 文 化

只能服从于民主形式的各项要求”。① 韩国的这些政治文化特点，只能与

民主进程相适应、相磨合，才能使总统和国民的行为符合现代法治框架，

避免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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