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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尼能否阻止奥巴马“向前”？
文 /徐勇

白宫主人锐气不再 挑战阵营也乏高招

当年意气风发
高举变革大旗
二十年前，与现在同一时段，

美国首都华盛顿，相距白宫不远，
一处十字路口，交通指示灯下，站
立两名无家可归者，其中一人持一
块硬板纸，手写一行字：“美国需要
变革”（!"#$%&' ())*+ ,-'./)）。

英文“变革”（,-'./)）一词，有
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零钱”。一
些美国无家可归者行乞时，会说
“给些零钱吧”（,-'./) 01)'+)）。

那一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
顿战胜共和党籍总统老布什，“变
革”呼声深入人心。

!年前，民主党人贝拉克·奥巴
马同样张扬“变革”，再加一句“是
的，我们行”（2)+3 4) &'.），接掌
共和党籍总统小布什留下的白宫。

克林顿那些年的情形，"##$
年和 %##&年，先挑战在白宫当政
的共和党人、继而捍卫自己作为当
政者的地位，类似于奥巴马在
$''(年和 $'%$年。

$''( 年，奥巴马 !) 岁，在金
融危机和后续经济危机的阴影下，
阿富汗和伊拉克先后两场战争的
硝烟中，奥巴马挥洒“理想主义”，
所谓“是的，我们行”，激发年轻选
民以及少数族裔选民斗志，让人感
受清新。

依赖“言语力量”
期待继续“向前”
在初次竞选总统阶段，奥氏就

让一些媒体人注意到，他过于依赖
于一种力量，所谓“言语的力量”
（567)$ 68 76$*+）。或许，能说会道
是他的强项，特定场合、特定时期
可以聚合人气，吸引选票，却肯定
不是长久之计。
再次竞选总统时，奥氏还是援

用“言语的力量”，但不再像 !年前
那样意气风发。

他的主张，与 !年前相比，不

再动人；他的竞选口号，不再响亮，
以至于没有太多人记得或者在乎。
竞选活动中，奥巴马站的讲台

上显现一个英文词，以蓝色印刷，
“向前”（96$7'$:）。所谓“向前”，就
是想继续留在白宫。

!年前那场选举，至今留在许
多人记忆中；对今年这场选举，多
数人注定不会留下清晰印象。
即便不再领头呼喊“是的，我

们行”，即使与对手辩论时显得不
像 !年前那么“雄辩”，奥巴马依然
难逃共和党阵营强烈“敌意”。

经济复苏无力
选民焦虑怨愤
对民主党人寻求“向前”，共和

党人认定，过去 !年意味着美国倒
退，且不说是经济倒退，至少是部分
经济阶层、尤其中产阶级经济收入
的倒退，是奥巴马领导下的倒退。

美国经济虽然处于复苏进程
中，却是缓慢复苏，相当长一段时
期是“无就业复苏”。美国总统历来
权力有限，何况经济问题是长期积
累的结果，依照经济规律运行，难
有速效方案。
但是不能指望美国选民、尤其

是陷入困苦的选民有耐心，更无法
让这些选民倾听和理解经济学解
释。美国人，依照一些欧洲人的看
法，更像“会哭的婴孩”（&$; <'<;）。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就

代表相当一部分陷入焦虑和怨愤
的选民。
至于解决方案，罗氏及其共和

党阵营同样挠头，所以多数时候是
把经济难题简单化，指认现任政府
“无能”，指责他国“不公平”，似乎
可以把他自己经营商业的经历推
广为管理国家的“成功之道”。

政治“钟摆”摇摆
民众陷入“两极”
所谓美国“大选”，英文是 /).*

)$'1 )1)&=%6.+，原意是“普选”，而且
是“合并普选”，除了选总统，还涉
及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州长和州
议会以及县市以至学区等地方选
区选举。

那一年，以克林顿为首，民主

党人赢得全面胜利，民主党人赢得
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一
举控制行政和立法主导权。一些学
者解释，是美国政治钟摆向着自由
派一侧，上升到了最高点。

岂料，两年后，%##!年中期选
举，尤其国会选举，民主党人全面
溃败，共和党人成为立法主导力
量，政治风气大变。
依照学者的解读，但凡钟摆，

向某一个方向摆动的同时，正在积
累向反方向摆动的势能；钟摆处于
一个方向最高点时，摆向另一个方
向的势能最大。

奥巴马以非洲裔背景创造历
史，朝着自由派方向，钟摆升至一
个更高点。可以想象，摆向保守派
方向积聚的势能也更大。
钟摆，大摇摆，过去 $'年间尤

为明显。大摇摆的结果，岂止民主
党人和共和党人经纬更为分明，情
绪更为对立，党争更为激烈，美国
公众同样无法超脱，难以平和，“选
边”和“站队”现象日渐明显，非此
即彼地分别落入两党各自阵营。
最近 $'年间，民意调查显示，

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比例
越来越接近。(年前，两党候选人所
获支持率大致为 !'+；今年，双方
候选人所获支持率最高“平局”为
!)+，意味着中间群体越来越小。
政坛两极化，孕育社会两极化

的可能性，最坏结果是“停摆”。

竞选话题单一
选战缺少看点
往年，竞选话题至少可以分为

两类，即内政和外交。今年，内政
“浓缩”为经济，其他话题，如枪械
控制、同性恋婚姻和堕胎，都没有
形成“热点”；外交纠结于美国驻利
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领事馆遇袭、
!名美国人丧生，其他话题，如国家
安全和大国关系，则较少被提及。
正因为缺少看点，美国媒体和

全球媒体更着重于“看热闹”，把候
选人的失误、失言和失态视为新
闻，试图从他们在电视摄像镜头前
的体态“晃动”解读出心理和心态。
选举投票前两个月，美国海军

“海豹”突击队员马特·比索内特出
版了一本书，名为《艰难一日》，记
述他参与的突袭“基地”组织首领
本·拉丹行动。
比索内特在书中写道，行动结

束 >天后，奥巴马总统与突击队员
们见面，最后邀请大家到他的“住
宅”做客，一起喝啤酒。比索内特犹
疑，什么“住宅”？他的同事答复：“他
（奥巴马）的住宅，应该是白宫。”

几个月后，比索内特想起这
事，问同事：“有（去白宫）喝啤酒的
消息吗？”他得到答复：“你还相信
那些话？我估计你当年支持‘变
革’、投他票了吧！”显然，政客的话
不能当真。

美国大选投票在即，本刊
为此推出“2012美国总统大选
特别报道”。

美国选举年，总比其他年
份热闹。而今年与过去20年
相比，却相对冷清。
在奥巴马与罗姆尼3场辩

论中，双方主张仅有表述差异，
没有本质不同。或者，这是一场
最没有“看点”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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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捕捉和对比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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