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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相关链接

盯梢客：美竞选政治恶斗产物
用摄像机记录一言一行 期待挖到政客失言“猛料”

! ! ! !政治盯梢客都是年轻人，有男
有女，其中多数人刚走出大学校门，
有意涉足政治领域。他们受雇于企
业或政治团体，工作任务是手持摄
像机，出现在竞选活动场合，不厌其
烦地追踪、记录目标政客在场内场
外的一言一行。

!无处不在"

《华盛顿邮报》如此形容他们：
“他们无处不在。当有竞选人把移民
和动物相提并论时，他们在场；当一
名参议员在种族问题上出言不逊，
或一名来自中西部的众议员侮辱农
民时，也肯定有盯梢客在场。”

莎拉·杜波依斯曾为一个叫做
“进步媒体”的政治团体当盯梢客。
她说，这是一份很有压力的工作，
“你得每场活动必到，并且让摄像机
不停运转。”
她说，盯梢客需要敏锐如侦探，

熟知目标政客每场公开活动的时间
地点，且不错过现场发生的任何细
节。通常情况下，政客会在一天时间
内安排好几场竞选活动，这意味着
盯梢客也必须跟着“连轴转”，驾车
赶赴每一站活动。即便及时赶到现
场，盯梢客还可能面临被拒之门外、
中途遭驱逐等困境。

在共和党议员埃德·吉莱斯皮
近期举行的一场竞选活动上，一名
盯梢客刚进入现场摆好摄像机，就
被竞选团队认出。一名工作人员上
前客气地请他离开，告诉他这是一
场“只对专业媒体开放的私人活
动”。盯梢客从兜里拽出一张印有
“媒体”字样的证件，声称自己来自
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媒体
公司”。
工作人员要求他发誓不在活动

现场录像，但他回答说如果不录像
就没法完成工作任务。最终，在工作
人员坚持下，他收拾设备离开，不过
脸上依然带着来时的笑容，未露一
丝遗憾。
“这不是我头一次被踢出门，”

他对当时也身在现场的《华盛顿邮
报》记者说，“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当天另一场吉莱斯皮的竞选活

动中，记者又遇到两名“身经百战”
的盯梢客。其中一人一边拿着摄像
机，记录吉莱斯皮面对越南裔商业
领袖发表关于移民和创业的演说，
一边抱怨：“（听这番演讲）已经大约
!"#次，我都能背下来了。”

发展迅猛
无论政客欢不欢迎，盯梢客近

年来已经成为美国政界不可忽视的
一个群体，其影响力有时足以左右
竞选走向。一些媒体为此把盯梢客
喻为“竞选新战场上的一线士兵”。

盯梢客的首次出现是在 $##%

年前后，但直到 $##&年，弗吉尼亚州
参议员选举过程中发生“玛卡卡时
刻”，这一群体才开始真正引起关注。
当年 '月，印度裔大学生瑟达

思受雇于一名民主党议员，盯梢其
竞选对手、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艾伦
的竞选活动。
在一场公众演讲中，艾伦指着

瑟达思嘲讽道：“那位小伙子，就是
坐在那里身穿黄色 (恤衫的那位，
名叫玛卡卡？管他叫什么，他是我的
竞选对手派来的。让我们欢迎玛卡
卡，欢迎他来到美国，来到弗州的现
实世界。”

这段评论被上传到 !"#$#%&

等视频网站，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和
批评。艾伦因此败选，盯梢客则开始
为更多政客所用。“玛卡卡时刻”也
由此被盯梢客组织视为该行业的分
水岭事件。

到 $##'年，盯梢成为美国竞选
的“常规操作”；到 $#!$年，盯梢客
已形成行业化趋势，几乎所有竞选
团队都有自己的盯梢客组织，投入
大笔资金用于挖猛料、“黑”对手。

关系微妙
如今，在盯梢客大行其道的美

国政坛，盯梢客与政客之间的关系
变得复杂、微妙。

一些竞选人对盯梢客深恶痛
绝，避之不及，有人甚至直接出手抢
夺盯梢客的摄像机。$#!!年夏天华
盛顿州地方选举中，一名共和党候
选人发觉竞选活动现场有盯梢客，
于是要求对方停止摄像，但遭到拒

绝。现场人员随即电话报警，驱逐盯
梢客。
但更多政客深知盯梢客的“威

力”，因而练就一身好风度，对于无
孔不入的盯梢客不动声色，甚至笑
脸相迎。
两年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

员亚当·阿斯内参加国会竞选，一次
他在停车场被一名女盯梢客堵住，
要求回答一些问题。阿斯内淡定地
说：“当然可以。能让我先整理好衣
装吗？”随后，他任由盯梢客拍摄下
他对着车镜整理着装的全过程，然
后和她一起走向会场，一路畅谈天
气、高尔夫球比赛，还询问她的薪水
够不够用。
曾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竞争的明尼苏达州前州长蒂姆·波
伦蒂甚至还得到盯梢客的广泛好
评。民主党盯梢组织“美国桥”的不
少盯梢客认为他“人不错”。
“美国桥”副总裁凯莉·法尔说：

“波伦蒂是‘标杆’。他宣布退选当
天，还特意与我们的盯梢客合影告
别，说‘希望你今后有更好发展’。”
除了政客，盯梢客与专业媒体

记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微妙。
按照“美国桥”副总裁凯莉·法

尔的说法，盯梢客的“行规”是尽量
不暴露身份，不与记者交谈，不与对
手党派的同行互通信息，更不能接
受采访。

她说：“他们的工作是记录新
闻，不是制造新闻。”
《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要求跟随

采访“美国桥”的盯梢客，被法尔一
口回绝。“别跟着盯梢客，否则我们
会让他们反过来盯梢你。”
但很多时候，盯梢客在活动现

场与媒体记者也有交流。一些盯梢
客往往以记者身份自居，混入现场
拍摄。他们的“劳动成果”有时也需
要借助媒体力量加以广泛传播。

约束政客
作秀也好，善意也罢，政客们通

常只是被迫接受和容忍盯梢客的存
在。没人会邀请盯梢客坐在自己竞
选活动现场的前排。
只不过，有盯梢客在场，政客似

乎有所约束，更加谨言慎行，以防被
对手抓住把柄。如同法尔所说：“他
们更规矩了。”
凯尔·麦克科尔根当过盯梢客，

如今是共和党议员埃德·吉莱斯皮
的竞选团队成员，对盯梢与被盯梢
都有切身感受。他说：“这种感觉很
奇特。你深知自己最得意的时刻正
是对方最糟糕的时刻。” 张代蕾

罗姆尼答问失言
被塑造成“土豪”
! ! ! ! !美国桥"最成功的盯梢案

例发生在 !"#!年#对象是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

当年 !月# 在党内初选阶

段的一次活动上# 罗姆尼被问

及个人收入情况% 这位富裕的

马萨诸塞州前州长说&!我时不

时会有一些演讲收入# 但那没

多少钱%"现场媒体记者和盯梢

客都记录下这段话# 而 !美国

桥" 的分析团队迅速调阅资料

发现# 罗姆尼一年的演讲收入

实际多达 $%"&万美元%

几小时后#!美国桥" 制作

的视频出现在 #$%&%'( 网站

上# 内容正是罗姆尼关于演讲

收入的发言录像# 背景配以收

银机叮咚作响的声音# 以及一

段字幕 !$%"&万美元''在谁

眼里#这是(没多少钱)* "

这段视频引起媒体关注#

成为当天晚间和第二天早间的

新闻热点% 电视台和电台纷纷

引用视频片段# 报道罗姆尼的

失言% 一些电视脱口秀节目还

专门探讨这一话题%罗姆尼!高

高在上+不了解普通百姓生活"

的!土豪"形象#就这样被盯梢

客组织打造出来%

不难看出# 这是民主党历

来对付有钱共和党竞选人的惯

用招数%盯梢客的背后#原本就

是选战双方竞选团队的较量%

美国两党拥有
职业盯梢组织

! ! ! !美国民主党的超级政治行

动委员会 !!'世纪美国之桥"

,简称!美国桥"-算得上是起步

早+规模大+运营成功的盯梢客

组织# 也是盯梢行业壮大崛起

的重要推手%

!美国桥"现阶段每年预算

高达 '(""万美元# 在美国 &'

个州雇有 &&名职业盯梢客%从

!"'' 年 & 月创建至今#!美国

桥" 的盯梢客共潜入一万多场

竞选活动#行程近 '!!万公里#

拍摄内容总时长超过 ))"" 个

小时%

盯梢客完成拍摄后# 须把

资料尽快传回!美国桥"位于首

都华盛顿的总部%

那里有一队专业分析员负

责挑选出!有用"的内容#然后

交由通信团队剪辑打造成吸引

眼球的视频或图片# 上传到网

站或用于电视广告%

所有原始的拍摄资料都被

完整保存在总部一个庞大的数

据库内#可供随时查找选用%例

如# 对比同一位竞选人在不同

时间和场合的演讲内容# 就能

立即发现他是否前后言论不

一+立场发生转变%

在!美国桥"这样的盯梢客

组织为民主党频频成功助选

后#共和党人开始迎头赶上#于

!"'!年创办盯梢客公司!美国

奋起"%

这家公司总部设在弗吉尼

亚州阿灵顿市#在美国 '*个州

派遣 !+多名盯梢客#核心业务

就是收集任何民主党候选人的

!黑材料"# 发给共和党候选人

的竞选团队%

在美国各
地的政治竞选
场合，总能看见
这样一类人：他
们手持摄像机，
专门追着政客
跑，记录其一言
一行，期待挖到
出丑、失言等
“猛料”。不过，
他们不是记者。
媒体管他们叫
“盯梢客”。

!

盯
梢
客
的
任
务
是
随
时
紧
盯
政
客
的
一
言
一
行

! 盯梢客会出现在目标人物的每场公开活动上

! 盯梢客与政治捐款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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