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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曲 13位白宫客    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总统都可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大人物。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07年    而今，即使总统个人愿意，他也休想做一个小
人物。
    ——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Richard E. Neustadt），1960年    1954年4月1日，德怀特·D·艾森豪
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开会，讨论一个事关战争还是和平的
重大问题。
远在越南（Vietnam）西北部的奠边府（Dien Bien Phu），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包围了法国在印度支那
（Indochina）的主力部队，而美国是支持法国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关注的是那即将倒下的一张张多米诺骨牌。
倘若奠边府陷落，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顽抗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可能为共产主义力
量所控制。
会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私下里向一位近身助手透露，当时他也考虑过实施空袭，以救法军于危难。
但空袭行动必然导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大规模军事卷入。
于是，他决定转而采取外交行动，致力于最终将越南分裂为共产党控制的北越和非共产主义的南越。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总统第一顺位继承人、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是对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持有异议的成员之一。
倘若当时尼克松是总统，他会在印度支那投入美军干涉吗？
尽管答案不可能百分之百肯定，但尼克松是很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
    1965年，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面临着与艾森豪威尔相似的处境。
美国扶持的南越政权岌岌可危，眼看着就要落败于越南共产党。
1月27日，约翰逊总统的高级顾问们提出两个方案供他选择：一是谈判，“在不大规模增加军事风险的
情况下，能救多少就救多少”；二是“动用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主义者改弦易辙”
。
约翰逊选择了诉诸武力，他先是下令轰炸北越，继而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作战，参战部队数量不断
增加。
到1968年，已有50万美军陷入了东南亚的泥淖。
是年，约翰逊宣布停止增兵，转而寻求和谈，并声明不谋求第二次竞选连任。
    总统的决策再一次遭遇了副总统的异议。
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赫伯特·H·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在轰炸越南开始后不久，就向约翰
逊呈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提醒他越南战争不得人心，有难以全身而退的危险，敦促约翰逊充分利用
其政治技巧，另寻外交解决的途径。
约翰逊对汉弗莱在越南问题上的这种冒失观点颇为不满，之后便一直拒绝让他参加有关越南事务的会
议，直到汉弗莱最终服软，转而支持约翰逊政府采取军事行动。
设若汉弗莱是总统，他会采取不同于约翰逊的行动方针吗？
答案虽不得而知，但汉弗莱倒是很有可能另辟蹊径的。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拥有一个制度化的法治政府，而非个人化的人治政府。
但上述史例告诉我们，谁是总统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总统握有美国的最高权力，具有深远的
影响。
世界上很多国家可都不是这样。
譬如英国，由于拥有一种集体领导的传统，即便是出类拔萃的首相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他们对政府行
为的个人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更不用说那些普通平凡的首相如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了。
    倘若那些达官贵人要设计一种居权力之巅者说了算的民主制度，结果很可能会跟美国的政治制度大
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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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美国立国以来，虽然总统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就在国家的各项政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影响，
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却一直是国会参众两院主导着决策过程，联邦政府的项目对美国、对世界的影
响都难以称得上是重大的。
    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称为现代总统制的权力体制兴起了。
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罗斯福的企业家
式领导风格的推动下，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和影响得到了大大的扩展。
继而，美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和核大国。
美国的总统体制也同时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增大了白宫主人们各具特色的个人风格影响政
治决策的可能。
    作为行政首脑，总统成为政策倡议的主要源头，国会审议的多数立法提案都是总统提出的。
在一个联邦政府日益活跃、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愈加巩固的时代，历任总统都着手利用政府权力的急剧
增长来制定独立于国会的政策。
总统成了美国政治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景观。
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总统就是联邦政府的化身。
随着白宫办公厅的成立，总统履行他（总有一天会是她）的职责得到了更多组织上的必要支持。
*    当代美国总统权倾天下，这在全球事务中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体现。
总统作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攸关全人类的命运。
二战后美苏之间的全面核对抗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
当然，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采取单边行动的余地比冷战期间还要大，因为冷战期间的人们满脑子都
想着相互摧毁的危险，行动本身也会因此得到节制。
    虽然总统权力在国内政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要比在国际政治中小，但作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
，总统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否决权赋予了总统抵制国会意志的能力，只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决定。
总统对法律的实施和经费的分配亦具有广泛的决策权力。
无论总统在国会中得到的支持度如何，他都可以通过引导公众注意力、塑造国内政治议程来获得政治
上的强势地位。
即便尼克松和克林顿（Bill Clinton）身陷困境、有被弹劾之虞时，他们依然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他们继续握有正式的总统权力；身处困境使他们在正常的决策中反而能够先发制人，抢占先机。
克林顿甚至在国会考虑弹劾他的过程中还不断地在政治上攻城掠地，频频得分。
    凡此种种，可能会使人认为总统的领导风格乃是世人瞩目的焦点。
但事实并非如此。
诚然，每一位总统都曾成为那些铺天盖地的作品之主题，先是有关其任职期间的，接着是在其同僚的
各种回忆录中，最后是在有关其任期的解密档案研究中。
然而，所有这些著作都专注于分析总统所追求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分析总统用以实现目标的措施手段
。
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都特别关注总统决策的可取之处，而不注重分析塑造其领导风格的个性特征。
    不过，有两部重要著作倒是例外。
一部是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所著《总统的权力：领导力的政治学》，该书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
的最后一年出版；另一部是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所著《总统的性格：白宫成就
之预测》，该书出版于尼克松的第一任期。
诺伊施塔特关注的是总统利用高超的政治技巧赢得其他决策者支持的能力和获取公众拥护的能力。
巴伯的研究重心则是区别分析那些具有情绪上的不安全感并在工作中受其影响的总统和那些具有情绪
安全感并全身心投入到富有成效的领导工作中的总统。
诺伊施塔特的优点在于他对总统政治技巧的重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所遭遇的困难印证了这
一点。
卡特的政策理想由于他本人没有遵循华盛顿政治学的固有游戏规则而备受阻挠。
巴伯的长处则在于它对总统心理的关注，理查德·尼克松就是个鲜活的例子，他不得不辞去总统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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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拜其性格缺陷所赐。
*    不过，总统的领导效能不仅仅是其政治才能和心理素质的因变量。
全面审视历任当代总统的经历可以提供许多教益。
笔者的写作目的就在于此，通过集中梳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等
历任总统的领导特质及其对于民众和政界的重要意义，从而给人以启迪。
    对于每一位研究对象，我都用一章的篇幅简明地介绍其基本背景和政治风格，以及他是如何行使总
统职权的。
考虑到战后各位美国总统彼此迥然不同，难以有效地分门别类，于是我力求把历任总统放在他们自己
独特的背景中加以分析。
当然，我特别关注事关总统工作表现的六大特质。
    第一大特质是总统作为公众沟通者（public communicator）的专业能力，这是总统领导力的外显特质
；第二大特质是总统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即他高效地调动下属、安排其工作活动的
能力，这是总统工作的内部运行情况；第三大和第四大特质是总统的政治技巧（political skill）及其被
用以塑造公共决策远见（vision of public policy）的程度，这是总统作为政治操盘大师（political operator
）的特质；第五大特质是总统的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这是总统赖以处理多如牛毛的大量建言
和信息的工具；第六大特质是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称之为“驾驭心灵的应变能力”（the firm taming of the soul），即总统驾驭自己的情绪、将其用于建
设性目的的能力，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让情绪侵蚀其领导力。
    作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总统是永远令人兴趣盎然的，我从1974年初便开始着手对历任总统
进行广泛的调研。
是时，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宝座已危如累卵。
我想搞清楚，为什么这位极富政治天赋、曾在第一任期内取得了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等
非凡成就的总统竟会作茧自缚，葬送在自己一手造成的政治灾难之下？
但我没有自缚手脚，将自己局限于解答尼克松之谜，而是决定深入探究总统的政治心理，全面研究历
任当代美国总统。
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埋头苦读那些研究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比尔·克林顿的文献，深入挖掘历任总
统未公开发表的文件，广泛采访众多卸任和现任的总统同僚。
我还与好几位我的研究对象有过面对面的交流，获得了大量一手信息，其中三位帮助我形成了本书的
基本架构。
    1977年，我带着一群本科生采访了刚刚在大选中败北的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t）。
想到总统一职为约翰逊和尼克松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我问福特他是如何应对工作压力的。
他的回答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中西部汉子的平和性情：    我必须通过游泳或别的体
育运动来消耗那些剩余的精力。
⋯⋯不过，我觉得只要我的同事们能将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人们常说的担任总统的压力就并不如想
象的那样大。
        第二次是采访吉米·卡特，这次访谈绝对说不上平心静气。
1981年1月，卡特对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访问，并在我的总统研究课
程上与学生见面。
这是卡特卸任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有一个学生问他担任总统最大的收获和最不值得的付出分别是什么。
他以严厉抨击民主党未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政策作答，而对他的白宫生活的积极方面却只字未提。
    另一个学生说，卡特起初是亲手料理白宫事务，后来却任命了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
于是他问道，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发现总统责任太大自己料理不过来了？
不知为何，卡特对这个问题颇为不快，否认他曾高调地任命了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
随着这场出人意料的激烈争论接近尾声，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特未能与其他政界人士建立牢固的
盟友关系了。
    第三次是采访比尔·克林顿，直到1991年最后几个月他才进入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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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克林顿第一次留下清晰印象是通过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C-Span）的电视节目。
1992年1、2月份，克林顿已成功摆脱了婚外情和逃避兵役的指控，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了一场意外强
势的选举活动，并在南部各州的民主党初选中所向披靡，成为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
    同年3月，我碰巧看到了克林顿的一个电视节目，他正在对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宗教集会发表演说，
赢得了积极的反响，即使讲台上站的是马丁·路德·金，大概也是难以赢得比这更积极的回应的。
克林顿的演讲平易近人，充满自信，呼吁制定政策，鼓励人们通过自食其力的奋斗，而不是依赖政府
的救济来改善民生。
他解释说，自己也曾在白人集会上提过同样的呼吁，号召全体美国人放下分歧，为共同利益而团结奋
斗。
    克林顿的这次演说令人心潮起伏，似乎预示着他正大踏步迈向取得丰功伟绩的总统任期。
然而，克林顿就职后的前两年却是战后历任总统中最乏善可陈的开局之一。
1994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失去了对国会的多数控制权，克林顿才如梦初醒，进入最佳工作状态。
他有效地利用总统的否决权，两次强硬关闭联邦政府，从而从共和党手里夺回了政治主导权。
    1996年春，我有幸在白宫拜谒克林顿。
当时，我受邀参加赋予总统否决法律条款权力的法案的签字仪式，该项法律授予了总统否决拨款议案
中的特定条款的权力。
我被带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一群善治政府的倡导者会合，他们也是被挑选出来见证这个时刻的。
接着，克林顿走进办公室，开始宣读一份事先备好的声明。
刚开始，他照本宣科，颇为机械；随即，他扔下提词卡，直面听众，侃侃而谈，极具感染力，令人心
悦诚服。
    克林顿的这次讲话虽然谈不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最高法院后来推翻了这项赋予条款否决权的法律）
，但他已完全进入总统角色，气势如虹，并对一个硕果累累的第二任期胸有成竹。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克林顿第二任期的主要标志却是中庸的政策倡议、与白宫实习生曝出性丑闻和
长达一年的弹劾案。
克林顿在第二任期的表现提醒人们：倘若总统的情商不高，总统一职便会成为民主治理体制中的瑕疵
。
    本书关注的虽然是战后历任总统的领导风格，但却不可能不留下总统们鲜明的、多样性的烙印。
总统多样性的指标之一是他们父亲的不同职业。
罗斯福的父亲是哈德逊河谷（Hudson River Valley）的一位富绅；杜鲁门的父亲是密苏里州（Missouri
）的一位驴商；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是堪萨斯州（Kansas）的一位技术员；肯尼迪的父亲是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的一位百万富翁；约翰逊的父亲是得克萨斯州（Texas）的一位政治家；尼克松的父
亲是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一位小店主。
福特的继父是密歇根州（Michigan）的一位涂料生产商；卡特的父亲是佐治亚州（Gerogia）的一位种
植园主；里根的父亲是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鞋店工人；老布什的父亲是一位华尔街（Wall Street）
银行家，后来成为参议员；克林顿的父亲是南部的一位流动商人，在克林顿出生之前便因车祸早逝；
奥巴马（Obama）的父亲是一位肯尼亚人（Kenya），在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ii）主攻经济学
时与其母坠入爱河。
    据说，在越南，一位空军士兵护送林登·约翰逊穿过沥青铺成的停机坪时说道：“总统先生，这就
是您的直升飞机。
”约翰逊回答道：“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直升飞机。
”每当有人问我我最爱戴的总统是谁时，我总是说：“他们都是我的总统。
”每一位当代美国总统都是智慧之源，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
总统们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杠杆，让我们能够对他们进行比较分析，深化我们对政治作为可能
性艺术的理解。
总统一职虽然通常被描述为对任职者提出超人般要求的职位，但这个职位事实上是属于拥有血肉之躯
的常人的。
如果总统们和那些选举他们的选民不是从零开始，总统们就可以更好地挑起重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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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位将权力在美国历史上扩大到极致的轮椅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美国历史
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从罗斯福到奥巴马，共13位美国总统入主白宫，他们的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影响着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面貌。

　　谁是好总统？
谁又是坏总统？
他们为何成功？
又有何败笔？

　　本书独辟蹊径，以生动的语言、精确的分析和丰富的细节，刻画了从罗斯福到奥巴马13位当代美
国总统形象，揭示他们成为总统的人格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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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雷德·格林斯坦，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任国际政治
心理学会主席。
他是当代美国总统研究最杰出的学者之一，2004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总统研究终身成就奖”
。

　　◆译者简介：
　　李永成，197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师从法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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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曲：13位白宫客
1.富兰克林?罗斯福：挥洒自如
2.杜鲁门：虎头蛇尾
3.艾森豪威尔：独出心裁
4.肯尼迪：长袖善舞
5.约翰逊：政治至上
6.尼克松：波诡云谲
7.福特：发人深省
8.卡特：刚直不阿
9.里根：无为而治
10.老布什：重术轻略
11克林顿：性情中人
12.小布什：政策先行
13.贝拉克?奥巴马：多元实用
尾声：历任当代总统风格素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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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挫折与恢复    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重新陷入低谷。
12月，亨利·华莱士宣布他将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他抨击杜鲁门与苏联为敌的政策，指其
既无必要，又有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的风险。
华莱士还公布了一项极富自由主义色彩的国内计划，特别强调保护非洲裔美国人的权益乃联邦政府的
当务之急。
    1948年年初，杜鲁门公布了自己的民权计划，引起了在民主党内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南方派人士的不
满。
不久之后，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意外地建立起一个联合阵线，合作阻止杜鲁门获得民主党的总
统候选人提名。
尽管杜鲁门4月和5月的支持率分别只有36％和39％，但他还是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以一种落后态势
进入总统竞选。
杜鲁门的共和党对手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
杜威曾于1944年与罗斯福进行了一场颇为强势的总统竞选。
令杜鲁门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必须面对分流了不少民主党选民、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参选的亨利·华
莱士和斯特罗姆·瑟蒙德的挑战，华莱士吸引了左翼自由主义选民的追随，而瑟蒙德是南卡罗莱纳州
州长，对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颇有号召力。
    杜鲁门开始绝地反击，投入总统竞选活动。
他抛开了那些事先备好的讲话稿，代之以热情洋溢的即兴演说，宣布推出一项自由主义计划，颇为引
人注目。
杜鲁门呼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民权计划，废除束缚工人的《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
）；他要求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援助教育部门，为农民提供收入支持，为低收入者实行税收抵免
，对企业利润征税。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杜鲁门要求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立即复会，马上通过他提出的上述计划。
但国会并没有通过他的这些施政计划。
于是，杜鲁门踏上竞选火车，在全国巡回演讲，严厉斥责“无所作为的第80届国会”。
    尽管杜鲁门的那些“痛批”演说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但他的竞选活动依然被广泛地视为不过
是走向失败的序曲而已。
然而，除了白宫里的杜鲁门外，令几乎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杜鲁门竟然成功逆转了形势，击败了他
的三个对手，以49.5％的选民票和57％的选举人票获得大选胜利。
不仅如此，民主党也重新赢得了国会控制权，为杜鲁门的胜利锦上添花。
    令人沮丧的第二任期    举行了一系列胜选庆祝活动之后，杜鲁门和幕僚们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西礁岛
度冬假、玩扑克，其乐融融。
回到华盛顿后，他们发现两党保守派已经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杜鲁门称之为“良政”的国内政策施政
计划；一些商业团体联合起来阻止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美国医学协会则投入巨资欲挫败杜
鲁门的卫生方案。
新一届国会对杜鲁门也并非完全支持。
虽然它通过了杜鲁门的清除贫民窟、建设公共住房计划，也批准了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安全补贴
等计划，但杜鲁门的其他主要计划要么在国会的相关专门委员会中被扼杀，要么在国会投票表决中失
败。
    1949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接连遭到两次重大打击。
9月，苏联宣布成功研制核武器。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民怨沸腾，质疑是否是杜鲁门政府“失去了中国
”，是否他“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
1950年6月25日，另外一个灾难性的政治事件发生了：共产主义势力控制的北朝鲜与南朝鲜的战争爆发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总统style>>

    就在五个月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刚刚宣布朝鲜半岛不包括在美国承诺保护的战略边界之内。
杜鲁门和幕僚们认为美国不能允许共产主义者侵吞南朝鲜。
就在北朝鲜已差不多将南朝鲜的部队赶到海边之时，美国和联合国军前线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
军出人意料地在南北两军分界线附近的仁川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成功地对北朝鲜军队实施了分割打击
，进而长驱直入，将北朝鲜军队驱逐至本国领土的纵深之地。
    然而，接下来上演的却是胜利从指缝中溜走的老套故事，煮熟的鸭子飞了。
在杜鲁门的默许之下，麦克阿瑟试图占领北朝鲜全境，推翻其共产主义政权，但对华盛顿要求在军队
抵近中朝边界时务必谨慎行事的指示，他却置若罔闻。
10月，中国军队出乎意料地越过中朝边界，大败麦克阿瑟大军。
    于是，麦克阿瑟开始公开要求将战火烧至中国，他试图利用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来推动该设想的通
过。
1951年4月11日，由于麦克阿瑟刚愎自用，不听指挥，杜鲁门解除了他的司令员职务，导致国内舆论一
片哗然。
对于保守派来说，麦克阿瑟就是他们的圣像，杜鲁门遭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批评。
要求弹劾杜鲁门的呼声甚嚣尘上，他的支持率也降到了担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
在之后的白宫岁月里，杜鲁门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20％～30％的低位。
    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表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朝鲜战争僵持不下，若干助手幕僚卷入权钱交
易丑闻，来自威斯康星的联邦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强势崛起。
麦卡锡毫无责任感可言，他别无长处，专擅捕风捉影，无端指控杜鲁门政府里到处都是危险分子。
实事求是地说，杜鲁门政府业已成为一个勉强支撑的政府。
1952年年初，杜鲁门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尽管他符合连任要求。
倘若他参选，几乎是必败无疑了。
    P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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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让人大开眼界。
⋯⋯犀利地分析了塑造当代总统之成就与悲歌的领导力素质和重大事件。
    ——菲尔·盖里（Phil Gailey），《纽约时报》    一部精彩绝伦的佳作。
⋯⋯对读者而言，本书提醒我们应该在一名总统候选人身上寻找何种能力素质，而我们原本很可能是
不会注意这些的。
    ——戴维·布罗德（David Broder）    倘若要我选荐一本关于当代总统的著作，非本书莫属。
    ——斯蒂芬·赫斯（Stephen Hess），《环球邮报》    在大量研究美国总统的优秀成果中，格林斯坦
这本书将会占据一个独特的地位。
⋯⋯他的叙述与评价使之成为一本可以便所有对美国政治生活感兴趣的读者都受益匪浅的著作。
    ——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论民主》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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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寻奥巴马连任总统的秘密。
国内引进的第一部讲述当代美国总统领导风格的译作。
13位总统领导风格的最权威、最犀利的解读。
    弗雷德·格林斯坦编著的《总统Style：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第3版）》让人大开眼界。
犀利地分析了塑造当代总统之成就与悲歌的领导力素质和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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