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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除了奥巴马和罗姆尼以外，还有
多达 50 位参选人，你或许不会
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抛开两
党 19 名参选人不说，美国众多
小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也有 33
位之多，其中不乏锲而不舍的

“参选专业户”。这些在大选中
“打酱油”的参选人几乎没有当
选的可能，但是美国人前赴后继
参与选举的“娱乐精神”着实令
人印象深刻。

竞选还是推销？

从历史上来看，执政党内很
少出现挑战现任总统的参选
人。且不说总统拥有的知名度
和关系网，由于他掌握巨大行政
资源，提前数年就谋划竞选连
任，所以党内同志一般不会“不
识相”，拿鸡蛋碰石头。在野党
则机会之窗大开，不参选白不参
选，积极加入竞争行列，试图在
其中捞得仨瓜俩枣。如要对这
些“打酱油”的参选人做个简单

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
类：第一类，三心二意选总统，一
心一意自我“营销”的参选人。
比如 2008 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
人佩林，自选举失败后就辞去州
长职务，一门心思四处演讲、出
书、上电视，媒体认准其 2012 年
大选必然重出江湖，但最后她却
在共和党内初选前便急流勇退，
让人大跌眼镜。还有前众议长
金里奇，初选如火如荼之时，这
位老兄却携貌美的妻子四处签
名售书。别人质疑他不像选总
统，他却反驳说就是要创新竞选
的模式。

“愤青”第三党候选人

第二类，参选不是为了当
总统，而是传播个人理念。包
括三次参选总统的众议员容
恩·保罗，作为总统“参选专业
户”之一，保罗锲而不舍的精神
可谓“可歌可泣”。他的主张极
其另类，比如废除美联储，比如
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但这

样一位“怪老头”，今年再次让
无数年轻人追捧，心甘情愿给
他当志愿者，虽然他没有任何
当选的可能。反堕胎与同性恋
的活动分子兰德尔·特里也属
于这一类，他的主张即便在民
主党内也非常另类，然而特里
却坚持不懈。

民主、共和两党以外的参选
人大致都可以划分到第二类。
如自由党候选人加里·约翰逊、
绿党候选人吉尔·斯泰、宪法党
的维吉尔·古德，以及社会主义
工人党的詹姆斯·哈里斯等人。
他们普遍对两党恶斗不断、国会
无所作为感到不满，试图在两党
掌控的美国政坛打拼出一方新
天地。

然而，除上世纪 90 年代独
立党参选人佩罗曾获得高达
18.91%的普选票得票率，导致老
布什总统连任失败以外，第三党
候选人多数无所作为。他们的
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两党贡献
政策主张，推动政府改善民生、
保护公民自由。

竞选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第三类，就是那些为了参选
而参选的竞选人。例如美国最
具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亨、电视名
人、作家和特朗普集团董事长及
总裁唐纳德·特朗普，就曾在年
初的共和党初选前昙花一现。
此人以鲜明的反奥巴马言论独
树一帜，为媒体制造无数的谈
资。还有 63 岁的越战老兵丹
尼·伍德林，他的竞选活动完全
在互联网站进行，他目前居住在
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拥有 5 个
子女和 8 个孙子女，享受着天伦
之乐的同时，也想在今年大选的
混战中“搅局”。

这些打酱油的参选人当然
都知道自己选不上，他们真正在
乎的，可能就是“参与”，参加到
这场四年一度的全民疯狂当中
来，过一把被人关注的瘾。但无
论如何，美国人这种乐此不疲参
与政治的“娱乐精神”着实是美
国大选的一大特点。

□张志新（旅美学者）

美国大选的“娱乐精神”
■ 西洋镜

■ 封面秀

美国《时代周刊》

枪如何获胜？

去年 10 月滋贺县大津
市一名 13 岁男孩因不堪忍
受校园欺凌自杀。时隔9个
多月，今年 7 月初大津市市
长向这名男孩的父亲道歉，
并称将调查到底。这个迟
来的道歉再次引发了社会
对校园欺凌的反思。

日本版《新闻周刊》

校园欺凌是犯罪

■ 聚焦

■ 麦克风

失去 S（$）的西班牙只
剩下痛苦（Pain）。尽管欧元
区财长批准了 1000 亿欧元
的西班牙银行业救助方案，
但是西班牙依然无法摆脱
债务危机的困境。危机在
国内各行业引发“爆炸”，国
内的抗议、示威不断。

英国《经济学人》

西班牙的痛

私营安保公司人手不足以及移民和海关官
员打算罢工，这些消息显然不是令人鼓舞的
事。英国民众会聚在一起庆祝奥林匹克时刻
吗？这是我们只能在奥运会开幕后弄清的事。

——奥运会开幕之前罗姆尼和妻子一道飞
抵英国。在伦敦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采
访时，罗姆尼说伦敦奥运会是有一些让人不安
的事。这段节目一经播出，在英国掀起“风
暴”。

《蝙蝠侠》首映礼枪击
案点燃了美国枪支管理制
度的全民争论。《时代周刊》
引用了奥巴马 2011 年的一
次讲话，“在这种暴力行为
中，我们不能被动。美国应
重新讨论枪支法律和精神
健康制度。”

如果美国希望就古巴的民主、新闻自由和人
权问题进行对话的话，我们愿意奉陪，但要在平
等的条件下进行，因为我国不是殖民地，也不是
属于任何人的土地，因此对话也要涉及美国的这
些问题，我们是平等的。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
在关塔那摩举行的纪念古巴全国起义日59周年
活动上发表的即席讲话中表示上述意愿。

7月 18日，叙利亚赛尔，一个受伤的小女孩对着镜头作出了代表“Victory”（胜利）和
“Peace”（和平）的V手势。这是叙利亚反对派网站7月23日发布的一张照片。叙利亚军队和
反对派武装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等全国多个地区展开武装冲突。

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