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选票的背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选票的背后>>

13位ISBN编号：9787801707635

10位ISBN编号：780170763X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王冲

页数：2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选票的背后>>

前言

2004年9月18日，北京迎来一个蓝天上飘着白云的日子，上午10点，我拉着行李箱，准备打车去机场，
开始我的采访美国大选之旅。
去美国采访大选的旅途中，见到奥巴马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尽管他当时连参议员都不是，但他激昂演
说的场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采访奥巴马后我写的《他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文章，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如此详细地对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做的一个“特写”。
那时如此激动，是因为感受到“领导贴近群众”的真实场面，那远比在办公室采访布什来得更直接、
更具真实性。
那不是官方组织的采访，而是我自发决定去的；在那里，接受采访的人更多的是把我当成一个当地人
，而不是来自国外的记者。
2008年，奥巴马初选获胜后，我试着给他写信，奥巴马欣然回信，告诉我，“让我们共同见证历史”
。
除了那一刻，还有几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在芝加哥，我的采访对象是某工会组织芝加哥市的负责人。
对不起，他具体是哪个工会的，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也忘了，只留下了他的一张照片和一句令我难忘
的话。
我在听他介绍情况后，向他问了一个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说自己一直为工人做事，维护
工人的利益，那么，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对你进行贿赂，你怎么办？
”他听到这个问题先是一愣，然后和我说：“这个很简单，如果我不为工人办事，明年，他们就不选
我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南美、在非洲、在东亚，却会演绎出完全不同的故事。
从那时起，我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思考。
美国不是完美的，美国的制度也不是完美的，美国在国际上动辄发动战争的单边主义行径不得人心，
然而，抛开这些，抛开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如何借鉴，他们的
教训我们可以如何避免。
2007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我作为国际访问者(IV)项目的一员，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经过一个
月的旅程，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了解。
两次访美，同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亲密接触，向美国国务卿赖斯提问，与主管亚太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深入交谈，和把尼克松拉下马的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谈天说地，这些都让
我对美国的政治、媒体有了深入了解。
穿行于美国的大街小巷，胡吃海塞各色食品，随随便便地和普通老百姓侃上几句，让我对美国人的了
解不再流于表面，不再囿于书本，而是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我上本科读英文时，老师来自美国；后来到北大深造，学的是文化比较，一直对中美(或中西)的异同
怀有独特兴致；毕业后我作为记者，工作更是和美国息息相关。
2005年，我赴德国《世界报》工作期间游历欧洲，更是从欧洲的角度和美国做了一番对比，自信对美
国的看法比较客观、公正。
至少，我在尽量做到这些。
当然，我的这点自信经常被身边的朋友所批驳。
我周围的人有崇尚自由的“右派”，也有“新左派”，每每辩论起来，我被当成旗帜不鲜明的“骑墙
派”。
其实，中庸一些又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的选举制度肯定不是完美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无法复制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方
法，但又必须虚心学习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
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能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先认识、了解，再消化、吸收、融
合，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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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创造。
我关注美国大选，首先关注人的因素。
因为我深信，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所在。
看似纷繁复杂的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上是种族、性格、背景不同的芸芸众生根据自己性格、展示自己
态度的舞台。
你会发现美国人傲慢，美国人“无知”，美国人讲究实际，这恰恰是美国人性格里与众不同的地方，
性格即命运，美国人的性格即美国人对于总统的选择。
我还注意到宗教与大选的关系。
因为“除非你首先认识到维系民主制度运作的坚实宗教基础，否则你无法了解美国社会的任何事情”
，因为“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了解美国的政治”，因为“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
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以维持自由体制”。
2008年，奥巴马作为黑人后裔参选，让我们看到黑人也能当总统。
其实，在美国，种族歧视是法律所禁止的。
但法律的禁止并不能阻挡骨子里深埋的种族观念，否则，奥巴马竞选总统就不会面临被刺杀的风险。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黑人未必选奥巴马，白人未必选麦凯恩，种族观念依然存在，但大多数讲求实际
的美国人不会凡事以种族画线。
大选的地理学特征又是一个不可忽视之处。
大选时，地图上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
那么，红州为什么红，蓝州为什么蓝？
红州为什么会变成蓝州，蓝州为什么会变成红州？
这些问题有必要弄清楚，否则看美国大选就会稀里糊涂。
另外，美国人如何入党？
历史上候选人如何搞贿赂？
媒体在大选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也很好玩。
比如说，在美国，入党就像把大象关到冰箱里那样简单：第一步，在大选年找到某党的工作人员；第
二步，要一张选民登记表；第三步，在选民登记表上勾选一个政党，即表示你加入了那个政党。
作为前言，唠叨太多会人烦的，自卖自夸那是王婆的行为，不是王冲的行为。
不过，最后想说的一点是，这本书写的是看似枯燥的美国政治、历史，但是在行文方面尽量幽默、浅
显，拒绝一切专业术语，保证高中生也能看懂，虽然话题严肃，但内容具有极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希望您能享受关于美国大选、关于美国政治的“阅读之旅”。
作者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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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2008年美国大选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美国人的性格和价值观，美国的地理、媒体、宗
教、政党和金钱政治，并结台历史上大选的具体案例和亲自采访2008年大选的初选以及两大候选人的
经历。
剖析了上述因素是如何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从而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美国政
治文化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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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冲，1975年生，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英语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报》资深国
际事务记者，兼中国社科院日本政治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网·中国访谈顾问。
工作期间，游历过西方诸国，为《凤凰周刊》、《世界新闻报》、《中国经营报》等多家媒体撰写特
稿、评论数百万字。
2005年，获得德国国际记者项目奖学金，赴德国主流大报《世界报》进修。
2004年，作为唯一一名中国大陆记者，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专程赴美采访总统大选，行程万里，跨越
美国各州，不仅采访到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还采访到当时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候选人巴拉
克·奥巴马，是第一位采访奥巴马的中国记者。
2007年，接受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项目（Ⅳ）邀请，再度赴美考察，广泛接触了包括赖斯、伍德沃
德在内的政界、媒体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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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的地理学解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究竟哪个州盛产总统第五章　驴象大战百年平衡之
谜——党派与大选　政党就像个集贸市场——不讲纪律、组织松散的美国政党　民主党不比共和党穷
——美国两党成员分布图　汉密尔顿V．S．杰斐逊——美国党史的起点　超级牛人改变政治版图——
野蛮人安德鲁·杰克逊大选有招　1968：共和党迎来新时代——尼克松开启共和党执政新篇章　　是
一个党，还是两个党——民主党、共和党区别何在　为什么第三党难以争锋——驴象平衡之谜第六章
　一场财物大拍卖——金钱与大选　奥巴马善用网络，希拉里债务缠身——2008年初选两党候选人筹
款状况　一只肥猫的诞生与成长——美国富翁改变美国政治　花钱买选票，上任奖功臣——原来选举
可以这么玩儿　腐败案不影响大选获胜——西奥多·罗斯福应付总统大选有良策　“猫和老鼠”游戏
——大选捐款法律战　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约翰·麦凯恩和他的《跨党派竞选经费改革’法》　
大公司都有“捐款办”——遏制公司卷入大选是不可能的第七章　为什么伍德沃德如此受尊重——媒
体与大选　《洛杉矶时报》力挺尼克松——为何“水门事件”未能阻止尼克松连任　杀死安德鲁·杰
克逊之妻——大选期间媒体很“丑陋”　蒋介石押错了宝——美国媒体看错杜鲁门　既然不能美化自
己，那就丑化对方——大选是两个“魔鬼”的竞争　社论有立场，报道需中立——美国媒体大选期间
有堵“墙”第八章　你们比四年前过得好吗？
——总统大选如何改变美国　杰克逊杀死银行——美国大选中的银行存废之争　穆奇森信函改变大选
结果——美国大选中的自由贸易之争　金子还是银子，这是个问题——19世纪末金银成大选话题　痛
苦指数的威力——卡特竞选总统的成功与失败　外交成了主旋律——艾森豪威尔两度竞选总统获胜秘
籍　“炸了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1964年大选戈德华特的意识形态划线　奥巴马和麦凯恩之争—
—2008年大选扫描第九章　变革者亮剑——2008美国大选党内初选风云录　“我要把华盛顿的政客赶
出去！
”——变革是2008年大选基调　希拉里虽败犹荣——女性从政权利不断增加　欲当美国总统需先过“
医改”关——医保改革与美国总统大选第十章　一老一少决战2008——奥巴马V．S．麦凯恩　我将改
变历史的进程——奥巴马民主党初选获胜　让我们一起见证历史吧——奥巴马写给本书作者　你是我
见的第一个中国记者——亲历奥巴马竞选集会　老祖母遥望美利坚——奥巴马的非洲缘　“我有一个
华裔血统的侄女”——奥巴马和中国有些缘分　把中国视为挑战——奥巴马的中国策　别墅邀记者，
亲手烤猪排——麦凯恩的初选答谢会　拒绝离开战场，不惧越军折磨——麦凯恩越南战场显威名
　2000年输给布什，八年后卷土重来——麦凯恩的从政经历　身体离开越南，脑子犹在战场——麦凯
恩的强硬言论集粹　担心中国崛起，支持日本人常——麦凯恩的亚太政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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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凡事无绝对——天主教徒破例，魔门教徒试水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总有例外发生。
在基督教新教徒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约翰·肯尼迪总统是一个例外。
他19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
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从广义上说，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属同一宗教，因此，肯尼迪虽不是
“WASP”，却也酷似“WASP”。
尽管如此，肯尼迪竞选时，他的罗马天主教信仰还是不断受到攻击。
许多人认为，在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教会的虔诚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对此，肯尼迪没有百般掩饰，而是直面问题。
美国总统演讲撰稿人克里恩·马修斯在畅销书《硬球》中总结道，肯尼迪的策略是不断提到自己的宗
教信仰，但又反复强调在美国“没有任何天主教的高级教士会在这个国度里对总统指手画脚、发号施
令”，而且利用美国公众对自由的偏爱，强调“宗教自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于针对某
一教会的任何一个恶意举动，都会被看作是针对所有人的恶意举动”。
同时，他又一再保证，一旦他感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整个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将毫不犹豫地辞去
总统一职。
2004年大选时，民主党的约翰·克里就没有肯尼迪这种手腕了。
这位辩才虽然能说会道，但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却遮遮掩掩，至少没有和布什一样反复强调。
布什说，信仰在他的生活中相当重要：对他而言，信仰是非常个人的事，他常为家人和美国的部队祷
告，也常祈求力量与智慧。
由于这种信仰策略，使得他不费任何气力就获得了犹他、爱达荷、田纳西、密苏里等几个宗教大州的
支持，在失掉原本有望信手擒来的加州27张可观选票后依然能稳坐总统宝座。
在这方面，克里就远不如布什。
虽然他也同布什一样表演性地参加教堂礼拜活动，也在辩论中表示尊重信仰，但他并未像布什那样表
演得那么频繁，语言运用也不是那么坚决，他的天主教背景更是一大劣势。
结果，克里是天主教徒，与信仰基督新教的布什相争应该沾点儿本人所属教派的“光”，可事实并非
如此。
布什除赢得基督新教徒59％的选民支持外，还获得天主教徒52％的支持，而克里只得到天主教徒47％
和基督新教徒40％的选票。
2008年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阶段，可以说是少数派“亮剑”，民主党这边希拉里代表半边天，奥巴马
代表黑人拼得你死我活，可共和党这边却形势明朗，约翰·麦凯恩早早的击败党内对手，虚位以待。
败在麦凯恩手下的，就有一位摩门教徒，典型的少数派，出于外界压力和渺茫的获胜希望，他提前退
出竞争。
说到摩门教，不得不多说几句。
1844年5月17日，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夫·斯密斯宣布角逐美国总统。
很快，由于他的教会捣毁了一家印刷反教会材料的印务所，约瑟夫·史密斯被投入监狱，6月17日，暴
民冲击了监狱用私刑杀害了他。
39岁的约瑟夫史密斯成了殉道者。
此时距他宣布参选仅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2008年，又一位摩门教徒站了出来，他的名字是米特·罗姆尼，在共和党的初选前几站中，他和纽约
前市长朱利安尼、参议员麦凯恩三分共和党天下。
如果说，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还可以为美国人所接受，摩门教则连分支都算不上，在部分
美国人眼里它甚至被看作是“邪教”，尽管它自称是基督教的一支。
摩门教1830年创立于纽约西部。
初期实行一夫多妻制，后不见容于当地，教徒遂向西迁徙。
1839年，他们逃往伊利诺州的瑙沃镇，几年后，小镇的发展又招致基督徒的不满。
摩门教徒为了保卫自己，成立了一支实力不弱的私人军队，但仍寡不敌众，连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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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投入监狱遭暴民杀害。
此后，摩门教徒不得不再次放弃他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聚居点，向犹他州盐湖城地区逃亡。
1847年7月，他们来到犹他的盐湖地区。
头领杨百翰选中该地区为定居地，开始建立一个宗教社会，过着与外界隔离、自给自足的生活。
实际上，1858年以前，整个犹他境内不存在非摩门教徒。
1849年，摩门教徒们自己成立了州，起草宪法，选出官员，并向联邦政府申请加入美国。
但美国国会于1850年只批准它为特区，任命摩门教徒领袖杨百翰为特区总督，并又从华盛顿派去一位
特区秘书，监督经费的开支。
据记载，杨百翰一生娶妻56位（一说55位）得子女56人（一说57人）。
在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笔下，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目前摩门教信徒约有1200万，大本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
该教非常注重传教和慈善事业，以禁用茶、咖啡、酒精饮料、烟草而著称，其教规之一就是信众将其
收入的10％捐献给教堂。
如今，摩门教徒散居美国各地，和其他美国人言行举止一样，也从事着相同的工作。
但是，正统的基督教新教徒还是认为摩门教是异端邪说。
摩门教是铁杆的共和党支持者，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95％的摩门教徒投票支持布什。
罗姆尼竞选总统，被看作是摩门教完全融人美国社会的实验。
杨百翰大学宗教学教授罗伯特·米勒说：“罗姆尼的参选说明人们不再把摩门教当作怪物，而是当作
正常的事物来对待了。
”在参加竞选前，罗姆尼曾经接受《每周正论》发行人特里·伊斯特兰德的采访。
罗姆尼说：“在美国，有信仰的人总是受欢迎，我所在的共和党更是如此。
但是，人应该更多是被他做过的事情所定义，而不是单纯地从宗教信仰来判断。
”初选开始后，罗姆尼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一个人不应因为他的信仰而被选上，或是因为他的信仰而
被拒绝于门外。
若当选，绝不会让摩门教进驻白宫。
罗姆尼还以美国首任天主教徒总统肯尼迪为例，申明“就像他，我是一位参与总统竞选的美国人，我
不是以宗教的身份参选的”。
2008年2月8日，罗姆尼宣布停止竞选，他发表退选演说时激动地说，我并不想退出，因为我不是知难
而退的人，而且2008年的选举事关美国的重新崛起，事关美国今后的反恐大业，事关重振美国的道德
雄风。
但是，为了共和党的团结，为了击败民主党的挑战，我决定急流勇退，以利共和党早日开始准备预选
之后的全国大选。
在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恐怕他自己也明白，摩门教徒当美国总统，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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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书是件快乐的事情，尽管这个过程肩膀会疼、眼睛会酸，但最后一个句号落下的那一刻，除了快乐
、激动，更多的是感激之情。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经验丰富的责任编辑陈立旭先生，他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修改建议，令本书
增色不少。
当然，如果不是郑挺颖牵线搭桥、朱家雄代为奔走，此书的出版肯定还要多些波折。
在寻求出版的过程中，阎昕霞、陈小茹、吴劲松、许鑫、白小薇、沈中明、李锐，都提供了帮助，请
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说声谢谢。
感谢我所服务的《中国青年报》，这是个催人奋进的集体。
感谢把我招进报社的梁平老师，是她指导我从一个学生成为记者、编辑；感谢国际部主任陈为民老师
，他的豁达、宽容给了我个人发展的空间；感谢国际部副主任高鑫诚，他和我亦师亦友，他对文字的
雕琢是我难以企及的；感谢我的同事石洪涛，我怀念我们一起做新闻的那段日子，也感念他的鼓励和
支持。
同时，感谢报社所有帮助过我的领导、同事，特别是曾“共患难”的原副总编辑樊永生。
尤其需要感谢的是徐冰川，她提供了一处供我潜心写作的场所，累了可以赏花品茶，也可葡萄架下听
雨声，邱永峥当然不能忘记，他的鼓励和敦促一直是我写作的动力。
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从2000年相识以来，她给我提供了许多工作上的帮助。
她是熊昱彤，在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工作，她的鼓励和关注让我有了更多的工作激情。
还有一个人需要特别致谢，那就是曹守忠医生。
我们是多年好友。
我写作期间，他调配的中药解决了我多年的“小恙”，令我保持充沛的精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我写书烦躁时只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干吗烦呢，写书应该是件快乐的事啊！
此刻，还要和我的老师们说声谢谢，北大的陈昌凤老师是我的新闻学启蒙老师，李琨老师教会了我做
研究的方法，山东师大的徐震老师在我学英语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高中时代王宏老师给予我学
习的信心，初中时王德省老师作为班主任给了我许多帮助，小学时候的语文老师徐金福让我的文章第
一次变成铅字。
在此，对许多教我的老师无法一一列举，他们每个人的帮助我都放在记忆的深处。
当然，第一本书问世之际，父母之恩当铭记。
我的父亲王德海、母亲刘玉兰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供我上学。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上高中时他们离开家乡到外地挣钱，一待就是十年。
如今，他们回到农村老家，我希望他们身体健康、高高兴兴的生活。
不能忘怀的还有叔叔王德建和婶婶张慧，没有他们的鞭策和激励，我的人生可能会大有不同。
另外，我的爷爷如果能看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同时，还要感谢我的岳父刘玉明、岳母孙桂清，他们不辞劳苦地帮我做饭、熬药、带孩子，让我得以
全身心投入写作，平时说不出谢谢，借此机会表达感激之情。
最后，我要感谢的我夫人刘玲和儿子王汉骏。
夫人的鼎力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她在我气馁时的鼓励让我一路坚持下来。
儿子王汉骏是我的开心果，每次看到他，所有劳累都消失了。
本书截稿之际，也是他的两岁生日，这，算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吧！
当然，他要长大了才能读。
作者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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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美国大选是美国政治以至全球政治的一个风向标，不可不关注。
本书为观察这个风向标打开了宽敞的门窗，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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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选票的背后:透视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文化》是一本关于美国总统大选及大选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
、历史的书。
作者以记者的敏锐、学者的睿智，深入考察美国大选，洞悉美国政坛运作，虽然话题严肃，却写得幽
默、浅显，具有极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读者通过《选票的背后》，可对美国政治、美国大选的方方面面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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