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

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朝鮮問題專家張璉瑰接

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在

朝鮮當前的政治體制之下，領袖的作

用是非常大的，金正日突然去世對朝

鮮黨政軍和全社會都會產生很大震

動。朝鮮當務之急是處理金正日去世

之後留下的大量事務性的工作，相當

一段時間內要集中精力處置國家內部

事務。

張璉瑰指出，從長期發展來講，朝

鮮國內存在重大政策調整的可能性。

他分析，金正日去世留下的朝鮮國並

不是一個處於理想狀態的國家，內政

存在很多問題，經濟停滯不前，糧食

發生危機，很多人仍在挨餓，對外搞

先軍政治、核武器和遠程導彈，這些

都受到外界質疑或反對，朝鮮處境非

常孤立。

張璉瑰說，面對內政外交當前的困

難，朝鮮新的領導人如果繼續現有的

國家政策，將很難擺脫困境，甚至有

可能進一步惡化，要想把朝鮮建設得

更好，新的領導人只有調整當下國家

政策，那就意味 朝鮮將面臨 兩種

可能，一種是調整得較好，一種是在

調整中出現動盪。也就是說，朝鮮在

未來一兩年充滿很多不確定因素。張

璉瑰預計，朝鮮新政治格局實現穩定

最少需要兩年時間。

將更加倚重中國
談及朝鮮新的領導人金正恩，張璉

瑰表示，金正恩雖然一年前已被確立

為接班人，並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國家

政策制定，但是金正恩比較年輕，面

臨 三大考驗：首先是能不能協調各

方關係，順利接班；其次，接班以後

能不能掌控權力，能不能像金日成、

金正日一樣把權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

裡；第三是在掌握了權力之後有沒有

治國才能，能不能制定出適合朝鮮

的、有效的治國之策。這三大考驗對

金正恩和朝鮮來說都是一個未知數。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朝鮮問題專家

于迎麗對本報表示，中朝關係不會發

生大的變化，金正日在世時曾帶金正

恩訪問過中國，金正恩成為新領導人

後，會更加倚重中國。而中國一貫堅

持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也不會因為朝

鮮領導人的變化而改變對朝政策。于

迎麗表示，只要朝鮮不發生大的變

動，中朝關係還是會穩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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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2000年5月29日至31日，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邀
請，對中國首次進行非正式訪問。江澤民同金正日在人民大會堂舉
行了會談。

第二次：2001年1月15日至20日，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邀
請，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金正日首先在上海進行了四天的參觀
訪問。之後，江澤民同金正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會談，並為
金正日等朝鮮貴賓舉行了歡迎宴會。

第三次：2004年4月19日至21日，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之
邀，金正日對中國進行了非正式訪問。

第四次：2006年1月10日至18日，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邀
請，金正日對中國進行了非正式訪問，並在湖北、廣東、北京等省
市參觀考察。

第五次：2010年5月3日至7日，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邀
請，金正日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在北京期間，胡錦濤同金正日
舉行會談並舉行歡迎宴會，胡錦濤就加強中朝合作提出5點建議。

第六次：2010年8月26日至30日，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邀
請，金正日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並在吉林省、黑龍江省參觀考
察。8月27日，胡錦濤在長春同金正日舉行會談。胡錦濤建議加強
中朝兩黨兩國關係雙方重點做好三項工作。

第七次：2011年5月20日至26日，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邀
請，金正日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並在北京、黑龍江、吉林、江
蘇參觀考察。在北京期間，胡錦濤同金正日舉行會談並舉行歡迎宴
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見金正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
分別同金正日會晤、陪同參觀或參加有關活動。 (據新華網)

金正日七次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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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19日電 原定於19日晚
在重慶上演的朝鮮版《梁山伯與
祝英台》歌劇，在朝鮮最高領導
人金正日逝世的消息傳出後取消
了演出。

當天下午，記者在「梁祝」
劇組下榻酒店看到，百餘名朝
鮮演職人員身穿深色服裝，

或無語凝噎，或低聲抽泣，在酒
店二樓平台整齊排列低頭默哀。
短暫的默哀儀式後，劇組成員乘
幾輛大巴車趕赴原定演出地點，
將舞台佈景逐個卸下，並將演出
道具打包裝箱，演員們則在化妝
間將戲服、化妝用品收納起來。
已有不少市民在辦理退票手續。

朝鮮版「梁祝」演出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 北京報道）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逝世的消息公佈
後，位於北京日壇北路的朝鮮駐中國大使
館，於當日午間降半旗致哀。百餘名在京
的朝鮮民眾，陸續到使館內獻花弔唁。
上午11時左右，包括韓國、日本、英國

在內的數十家駐華國際媒體，在第一時間
趕到朝鮮駐華大使館前集中，使館門前交
通因此一度陷入癱瘓。隨後，有十餘輛警
車趕到維持秩序，對大使館周邊東西及南
北兩條道路實施交通管制，並在正門及東
門的附近，為媒體設立專門的採訪拍攝區
域。
11時40分許，大使館內的3名工作人員，

登上立有朝鮮國旗的使館頂樓，在寒風中
協作完成了降半旗儀式。
上午起，即有在京朝鮮民眾手捧菊花、

百合等花束，攜家人或同事前來，確認身
份後，由使館東門進入弔唁。民眾離開使
館時，無不神情悲痛、雙眼通紅，本報記
者嘗試上前與其溝通，均遭謝絕。至記者
離開，約有百餘人進出使館致哀。

京城朝鮮餐館停業
此外，使館內部車輛下午多次外出，返

回時後備箱內裝有花圈和大量鮮花，亦有
貨車在東門口卸下大型鐵皮箱，並由工作
人員抬入，疑似在辦公樓內佈置內部弔唁
靈堂。
京城較為著名的朝鮮餐館「海棠花」、

「平壤館」，在消息公佈後，停止對外營
業。有媒體記者上午前往探訪時，親眼目
睹了「海棠花」內的工作人員相擁哭泣，
而「平壤館」則大門緊鎖，抽泣聲不時傳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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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
通社引述北京大學國
際戰略研究中心朱鋒
教授表示，金正日去世
是朝鮮作出新的戰略選
擇，自新自強走向開放
的一個重要契機。
據韓聯社消息，在朝

鮮發佈金正日去世消息
後，韓國命令軍隊緊急
戒備並緊急召集國家安
全會議。與此同時，日
本政府也在獲知金正日
去世後召開緊急國家安
全會議。
對此，朱鋒表示，在

金正日去世後朝鮮新政
府的走向和狀況都不清

楚，不確定性陡然上升。對於
朝鮮這樣一個核武國家，沒有
一個國家會忽視它在這種情況
下可能會出現的最糟糕的局
面，「朝鮮是否會為了轉移危
機而採取新的挑釁性的行動，
或者說朝鮮是否會出現國內突
然的崩潰而引發各種安全衝
擊，都是周邊國家不可忽視的
問題。」他同時指出，金正日
去世能夠在兩天內就公開消
息，「很大程度上表明朝鮮目
前的權利高層是穩定團結的，
對局面的控制也是穩定的。」
對於金正日去世之後的「後

金正日」的時代，朱鋒指出，
「短期內，新政府肯定不會有很
實質性的政策變故，政策的連

續性在短期內會
高於政策的可變
性，但是從今後
的發展趨勢來
看，一個「後金
正日」的時代一
定會打開實質性
政策變化的大
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廖一吉林

報道）金正日逝世的消息披露
後，從吉林臨江到集安再到琿
春，人們都非常關注港台媒體對
相關新聞的報道，而朝方已加強

了邊境的巡邏和警戒，平常不上
兵的江心島楸島也有巡邏兵出
現。但朝鮮民間並未有明顯的變
化和舉動。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方官員

對記者表示，估
計金正日逝世不
會影響和中國的
合作項目進展。
另據環球網報
道，中朝邊境一
切正常，赴朝鮮
旅遊申請仍可受
理。

外交部長楊潔篪約見朝鮮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朴明
浩，轉達唁電。唁電稱，驚悉朝鮮勞動黨總書

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正
日同志不幸與世長辭，我們謹以無比沉痛的心情，向
全體朝鮮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誠摯的慰問。

讚金正日締造培育中朝友誼
唁電表示，金正日同志是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

義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領導者，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朝
鮮人民建設朝鮮式社會主義強盛國家的偉大事業，建
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金正日同志是中國人民的親密
朋友，他以極大熱情繼承和發展了由兩國老一輩革命
家親自締造和培育的中朝傳統友誼，同中國領導人結
下了深厚友誼，有力地推動了中朝睦鄰友好合作關係
不斷向前發展。中國黨、政府和中國人民對金正日同
志的逝世深感悲痛，中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
唁電說，金正日同志雖已溘然長逝，但他將永遠活

在朝鮮人民心中。相信朝鮮人民必將繼承金正日同志
的遺志，緊密團結在朝鮮勞動黨周圍，在金正恩同志
的領導下，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國
家，實現朝鮮半島的持久和平繼續前進。

朝方：將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唁電強調，中朝兩國山水相連，休戚與共，不斷鞏

固和發展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是中國黨和政府的
一貫方針。中方堅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朝兩
黨、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友誼，必將鞏固和發展下去，
中國人民將永遠與朝鮮人民站在一起。金正日同志永

垂不朽。
朝方對中方唁電深表感謝，表示金正日同志的逝

世是朝鮮黨和革命的巨大損失，朝鮮人民沉痛悼念金
正日同志，將緊密團結在朝鮮勞動黨和金正恩同志周
圍，繼續把朝鮮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同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馬朝旭就金正日逝世

發表講話稱，金正日同志是朝鮮人民的偉大領導者，
是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為發展朝鮮社會主義事業，
推動中朝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馬
朝旭表示：「我們相信，朝鮮人民一定能夠化悲痛為
力量，團結一心，將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
進。中朝雙方將共同努力，繼續為鞏固和發展中朝兩
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為維護朝鮮半
島和本地區的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

院、中央軍委19日向朝鮮發去唁電，沉痛哀悼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唁電表

示，中國將不斷鞏固和發展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中朝兩國友誼必將鞏固和

發展下去。唁電還表示，相信朝鮮人民必將在金正恩同志的領導下，化悲痛為

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國家，實現朝鮮半島的持久和平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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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10
年5月會見金正日。資料圖片

■今年10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會見金正
日、金正恩。 資料圖片

■在京朝鮮民眾手捧花束前往弔唁。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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