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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角逐总统选举，李在明终于得偿所愿。据新华

社报道，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在当地时间6月4日

上午召开全体会议，正式确认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当选第21届韩国总统，李在明随即开启其总统任期。

韩国于当地时间6月3日举行了总统选举。韩国中

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最终计票结果显示，李在明以

49.42%的得票率击败其余候选人，当选韩国新任总

统。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得票

率为41.15%，改革新党总统候选人李俊锡为8.34%。

从寒门辍学子弟，到为贫民劳工争取利益的人权律

师，再到城南市市长、京畿道知事并最终登顶韩国总统之

位，李在明的人生几度逆袭反转。他曾说，自己“并非生

来就是强心脏，而是因为我是从人生的最底层一步步爬

了上来”。

6月4日上午，李在明在韩国国会正式宣誓就职。

他在就职讲话中说，他将努力实现大团结，成为团结和服

务全体国民的“全民总统”。对内，他表示将首先恢复民

生、复苏经济，建设持续增长和发展的社会，同时结束政

治分裂。对外，他说，将推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

外交”，从国家利益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处理与周边国家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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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起点”不高 从政经历丰富
李在明的“人生起点”并不高，他曾

在回忆录中称自己的童年是一场“灾
难”。“我从小在贫困中长大，连初中都没
能上。”他在回忆录中曾这么写道。

1964年12月22日，李在明出生于韩
国庆尚北道安东市的一个山村贫困家庭。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年幼的李在明不得
不为了生计早早辍学。但他并未放弃，而
是通过自学为自己赢来了新的人生机遇。
那段时间，李在明白天打工、夜间备考，先
后于1978年、1980年取得了初中、高中文
凭，并最终于1982年考入了韩国中央大学
法律系，拿到了奖学金，顺利完成了学业。
1986年7月，22岁的李在明通过了司法考
试，随后成为一名人权律师。

在此期间，李在明参与了多个社会
团体。1994年，李在明担任了城南参与
连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家清廉委员
会城南贪腐检举中心主任。1995年，他
参与创立了城南市民团体。李在明在法
律界工作了近20年，逐渐成为当地小有
名气的人权律师和社会活动家。

2005年，李在明加入进步阵营的开
放国民党（共同民主党前身），正式走上

从政之路。2010年，李在明当选城南市
市长，并在2014年实现连任，一路走到
了地方行政的最高点。2018年，李在明
在当年的地方选举中高票当选京畿道知
事，成为韩国最大地方行政长官。

外界认为，李在明在地方上的任职
经历，为他后来参加总统选举做好了铺
垫。他在担任城南市市长、京畿道知事
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历，也让自己
逐渐在全国政坛崭露头角。

在担任城南市市长期间，李在明还
与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发生了多次分
歧。李在明先是宣布城南市延期偿还中
央政府债务，导致朴槿惠成立专案组调
查李在明。随后，朴槿惠提出地方财政
法施行令，要求城南市缴纳1000亿韩元
税金。此举令李在明极为不满，甚至愤
而前往首尔光华门广场前绝食抗议。
2016年 10月，朴槿惠“闺蜜门”丑闻爆
发后，李在明率先表明支持弹劾朴槿惠、
拘捕朴槿惠，还曾上街参加烛光示威活
动。外界认为，李在明在朴槿惠案中的
鲜明态度，让他就此走向了全国政治舞
台的聚光灯下。

数次遭遇“劫难”
2022年 3月总统选举落败

后，李在明没有就此消沉。当年
6月，李在明参加了国会议员补
选，最终以较高得票率当选为国
会议员。8月，他以77.77%的得
票率当选为共同民主党党首，得
票率创下该党历届党首之最。

当时，共同民主党是韩国最
大在野党，该党在国会占据着超
过半数的议席，朝小野大的格局
让时任总统尹锡悦成为“跛脚鸭
总统”。也是在这3年间，韩国朝
野之争不断激化，李在明更是数
次遭遇“劫难”。

2023年8月31日，李在明宣
布无限期绝食，抗议尹锡悦政府
没有明确反对日本核污水排
海、破坏韩国民主秩序，要求尹
锡悦政府进行内阁改组。9月
18日，李在明在绝食第19天因
器官损伤、意识丧失被送医抢
救，醒来后仍拒绝停止抗议。

但最终，这场决绝的抗议
因李在明体力不支而告终。
李在明的绝食抗议持续了24
天，比2016年的首次绝食抗
议时间长了一倍，引发了全球

媒体的关注。
尹锡悦并未因李在明的绝食

而妥协。反之，当年9月19日，
正在访美的尹锡悦批准检方申
请，要求国会表决逮捕李在明。
当时，李在明被指涉嫌城南市地
产项目渎职、受贿等指控。9月
27日，首尔法院驳回了检方批捕
请求，李在明暂免拘留。

也是在此期间，韩国政坛对
立进一步加剧。当时，共同民主
党开始提出弹劾总理议案，并宣
布全面抵制国会常务委员会日
程。

而李在明的劫难还未停止。
2024年1月2日，李在明在釜山
加德岛视察时遇刺，颈部被刀刺
伤，伤口深达1.4厘米，颈内静脉
60%损伤。嫌疑人金某被当场控
制，其后来供述称，实施此次刺杀
是为了“阻止李在明当总统”。当
年1月10日，术后8天，李在明出
院并呼吁“终结仇恨政治”。1月
17日，李在明重返工作岗位。

李在明的另一场“劫难”来自
司法层面。检方指控李在明在
2021年12月竞选韩国总统期间
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旦被
判有罪，李在明将被剥夺被选举
权5年。

去年11月，首尔中央地方法
院在一审中判决李在明有罪，并
处以一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
今年3月26日，首尔高等法院推
翻一审判决结果，二审改判李在
明无罪。5月1日，韩国大法院
（最高法院）推翻二审无罪判决结
果，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
审。

首尔高等法院随后表示，由
于李在明是总统候选人，为确保
审判公正，法院决定将庭审日期
推迟到6月18日。由此，李在明
得以顺利开展总统竞选活动，并
最终夺得了总统之位。

此前两次总统选举皆败北
2017年1月，李在明回到15岁时曾

工作过的手表工厂，在那里发表了参选
韩国总统的宣言。他当时说：“我将成为
大韩民国第一个工人出身的总统。”这是
李在明第一次参选韩国总统，但他折戟
在了党内初选。

2017年的韩国总统选举，和8年后
的2025年总统选举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两次选举都是因时任总统被弹劾下台而
引发。但对于李在明而言，两次大选的
结果天差地别。

随着亲信干政案不断发酵，2016年
1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朴槿惠弹劾案，朴
槿惠被正式停职。2017年3月10日，韩
国宪法法院通过了弹劾案，朴槿惠被立即
罢免总统职务。随后，韩国政府宣布于
2017年5月9日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当时，李在明虽然参选，但在党内败
给了文在寅，没能成为共同民主党推选
的总统候选人。而文在寅在当年的总统
选举中获胜，当选韩国第19届总统。

落选后的李在明重整旗鼓，在次年
当选为京畿道知事。在此期间，李在明
最出名的“战绩”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果断进入大邱市“新天地”教会完成强制
调查。当时，韩国新冠疫情以“新天地”
教会为中心大规模暴发，但在转交名单
中出现延误和错误。由于担心错过疫情
防控的黄金时期，李在明带领40多名京
畿道政府官员前往调查。

2021年 7月1日，李在明正式宣布
参选第20届韩国总统。10月10日，他
顺利成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10月25日，李在明辞去京畿道知事
一职，向着次年的总统选举全力冲击。

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李在明被
视为文在寅的“接班人”，和来自国民力
量党的“政治素人”尹锡悦直接对垒。当
时，由于两人都没有在中央政治舞台上
任职的经历，不属于韩国政治主流人物，
选情相当胶着。最终，李在明以0.73%
的得票差输给了尹锡悦，是韩国宪政史
上最小的总统选举得票差。

虽然两次都以败北收场，但李在明
这个名字却已在韩国政坛“打响”。他被
认为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政治人物，
说话直接，甚至不时发表过激言论。早
些年间，甚至有民众称他为“韩国特朗
普”或“汽水市长”（汽水在韩语中常用于
形容为人直爽），一些人则认为他过于民
粹主义。

李在明深知自己的个人优势，努力
打造“草根”亲民政治家的形象。2017
年，李在明和妻子金惠景共同参加了韩
国真人秀《同床异梦2——你是我的命
运》，通过节目展现其日常生活状态，如
睡觉打呼噜、起床困难，一边吃早饭、一
边阅读报纸，还不时与妻子秀恩爱。他
曾说，民众对于政治家的印象是锋利、狠
和细心，他想向大家展示，政治家也是住
在邻居家的普通人。而李在明也确实凭
这档节目收获了大批粉丝。

除此之外，李在明还被认为是韩国
最擅长使用社交媒体的政治人物之一。
他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都开设了个人账
号，并频繁发帖直播。社交平台不仅为
李在明和普通网民沟通提供了渠道，也
被李在明称为他的“生命线”。他近日在
某社交平台上说：“如果没有通过社交媒
体与国民直接沟通，我还能活下来吗？
在媒体的歪曲报道和虚假信息面前，我
早就被粉碎成渣了。”

但在民意支持率不断上升之时，李
在明也被卷入多起丑闻。2021年9月，
一件围绕京畿道城南市地产开发项目的
案件引起民众关注，检方认为一家名不
见经传的投资公司可能通过贿赂政府官
员、国会议员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拿下项
目，而当时李在明正是城南市的市长。
尽管他多次否认，但仍被指责向房地产
商输送巨大利益，甚至在党内引起“巨大
不信任感”。

不久之后，李在明的儿子被曝光涉
及网络赌博，他的妻子金惠景被指私用
公家资源，种种丑闻让李在明支持率有
所下跌，他不得不先后公开道歉。

“复合型危机”下的总统
如果没有去年12月3日的

“尹锡悦事件”，韩国新一届总统
选举应在2027年举行，那时候三
度参选的李在明能否当选，仍是
一个疑问，但这个疑问永远不会
有答案。

外界认为，“尹锡悦事件”实
际上是其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
命，但没有想到，这6个小时的风
波却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
反之，这场风波让韩国民众又一
次将视线聚焦在他身上——事件
当晚，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直播
自己赶赴国会、翻墙进入的过程，
许多人认为他的紧急举措让韩国
避免了一场更严峻的冲突。

这场风波让李在明在不到3
年后又一次向总统之位发起了冲
击，并最终夺得了总统宝座。

尹锡悦于今年4月8日被韩
国宪法法院罢免，韩国政府随后
宣布于6月3日举行总统选举。
4月27日，李在明以68%的得票
率顺利成为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国
民力量党的候选人金文洙和来自
改革新党的总统候选人李俊锡。

在不到一个月的竞选期内，
李在明的民意支持率一直保持高
位领先，达到50%上下。金文洙
曾试图说服李俊锡退出保守派阵
营“单一候选人”，但最终遭拒。
多位专家表示，归根结底，这场大
选围绕的还是“尹锡悦事件”，韩
国选民仍然对半年前的宪政危机
感到不满，因此更加希望政权实
现更迭。

据韩联社报道，在6月3日
的总统选举中，李在明获得了超
过1728万张选票，创下历届大选
之最。但他的得票率未能超过前
总统朴槿惠在2012年大选中创
下的最高纪录，朴槿惠当时的得
票率为51.55%。

当选总统后，李在明的前路
并不轻松。当前，韩国国内政治
对立严峻，社会撕裂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程度。韩国世宗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载兴

表示，李在明成功当选总统后，首
要任务将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一
方面对“尹锡悦事件”进行清算，
另一方面努力提振经济、改善民
生。

在外交领域，郑载兴认为，李
在明将采取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中
心的均衡外交，推动改善和中国、
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不
过，李在明也面临一系列难题，包
括美国加征关税、驻韩美军防卫
费问题，以及半岛关系僵持、国际
局势混乱多变等。

在6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
李在明提到了韩国面临的民生、
经济、外交、安全、民主等各领域

“复合型危机”。政治方面，李在
明强调“国民团结”和“摆脱意识
形态的实用主义政治”，表示要通
过“恢复、增长、团结”这三大关键
词来开辟韩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经济方面，李在明主张在住宅、医
疗和教育领域加强对普通民众的
支持，减少经济不平等，提出要超
越“温饱主义”，追求迈向更幸福
生活的“美好生活主义”。对外交
往方面，李在明追求“实用外交”，
表示将扩大韩国外交领域并实现
多元化发展，推进地区战略和“全
球南方”合作。他提出将基于韩
国国家利益与实用性原则，发展
与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四国
的关系。

李在明强调，将倾听每一位
国民的声音，成为包容和服务全
体国民的“全民总统”，以恢复民
生、复苏经济为起点，带领国家走
出危机。他说：“我将成为结束政
治分裂的总统，把国民团结作为
克服危机的动力。”

一个标志性的动作或许是，
李在明有意将总统办公室迁回青
瓦台。在尹锡悦之前，韩国前几
任总统都在青瓦台办公，然而尹
锡悦2022年当选总统后将总统
办公室迁到了龙山国防部大楼。

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日前
在接受韩媒采访时表示，龙山总

统府存在窃听、警卫等
安全问题，青瓦

台才是最
合适的办
公场地。
预计他将
先在龙山
总统府过
渡一段时

期，直到青瓦台完
成维修工作后再
迁回去。有分析
认为，尹锡悦下台
后，龙山总统府已
经成为滥用权力
的象征，在这里办

公或许不利于新总统营
造团结、民主的形象。

不过，李在明的个人麻烦还
未结束。首尔高等法院此前宣
布，将于6月18日就李在明涉嫌
违反《公职选举法》案重审举行首
次庭审。这也就意味着，就任总
统两周后，李在明或许需要走上
法庭。

李在明宣誓就
职韩国总统。

新华社发

李在明
偕夫人在韩
国首尔国会
前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