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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传记作家埃德蒙·莫里斯的新作《罗斯福王》（“Theodore Rex”）是美国总统布什最近读过的
几本重要历史书籍之一。
据报道，2000年圣诞节期间，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庄园读完了其高级战略顾问卡尔·罗夫送
给他的这本书。
他说：“我刚读完莫里斯撰写的《罗斯福王》，我推荐大家读一读。
”布什之所以读这本史书，是为了吸取先辈的经验，应对反恐战争的挑战。
布什之所以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奉书生动地再现了他与这位先总统之间的“再生缘”。
 
    1901年9月14日，年仅42岁的美国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利遇刺后接任总统，离2001年布什当
选总统正好100年。
这两位开创新世纪的总统都面临艰巨的任务和挑战：前者要处理前任总统遇刺身亡的复杂局面，后者
要处理“9·11”恐怖袭击后的新形势。
罗斯福接任总统时，有位参议员很不服气地说：“那个可恶的牛仔竟当上了总统！
”而小布什一开始也常被谑称为“牛仔”。
但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就让政要及报界领教了他的威严和机智，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
伟大的总统之一；而现任总统小布什也踌躇满志，以求青史留名。
 
    本书将罗斯福描绘成一位少年得志、充满领袖魅力的英雄。
他书一本接一本地出，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政敌一个接一个地倒，“地盘”一个接一个地占，爱自
己的孩子胜过爱江山，爱美国胜过爱权力。
西奥多·罗斯福以反对“孤立主义”著称，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要求尽快拿出扩建海军的计划、关税互
惠协议和古巴独立的时间表。
1901—1909年任总统期间，他稳定并扩大了拉美后院，同时带领美国走出了美洲大陆，开启了真正的
美国全球战略的新时代。
他大力扩建海军；两次出兵古巴，攫取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向亚洲及太平洋扩张，退还“庚子赔款
”，与俄日展开对东方的争夺。
 
    老罗斯福重学尚武，思想超前，善于接受当代前沿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并为其所用。
他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信奉“白人优越论”，崇尚以武力征服落后弱小民族，凯觎从太平洋岛
屿到“非洲之角”的广阔区域。
他将马汉的“海权论”付诸实践，使美国一跃成为海上强国，为确立世界霸权奠定了基础。
“罗斯福王”时代是美国走向“美利坚帝国”的开始，而老罗斯福是小布什及参议员麦肯恩等美国政
要心目中的英雄。
通过本书，小布什的政治雄心和读书的用心可管窥一斑。
他要从“先辈”那里借鉴什么呢？
也许正是老罗斯福对扩张权力和国力方面的“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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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埃德蒙·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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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任期（1901—1904）   第一章 皇冠下的阴影   第二章 最讨厌的暴行   第三章 一部巨大而流畅的运
转机器   第四章 总统发来的国情咨文   第五章 高潮的折转   第六章 危机四伏   第七章 多事之秋   第八章 
夏日好时光   第九章 无权无责   第十章 大难迫近   第十一章 一项伟大而又全新的工作   第十二章 不是地
平线的一朵乌云   第十三章 大棒   第十四章 是条件而非理论   第十五章 黑水晶   第十六章 姓黑的白人与
姓白的黑人   第十七章 看不到光明   第十八章 最公正的革命   第十九章 邪恶者的想像力   第二十章 阴谋
、斗争和变化   第二十一章 接通全球的电线   第二十二章 当代最荒唐的选举 第二任期（1905—1909）    
第二十三章 众多新生事物   第二十四章 拿破仑以来最好的“帝王看管人”   第二十五章 事件仅有的力
量   第二十六章 参议院的叛逆   第二十七章 血腥味的大理石雕像   第二十八章 阴云密布   第二十九章 伟
大的舰队，壮观的一天   第三十章 道德过敏   第三十一章 剩下的继承人   第三十二章 一条可爱的噼啪
作响的长路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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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克伦威尔是两个人中比较健谈的，在诡秘的氛围中能应付自如。
他双眼突出，模样可爱，头发卷曲，粉红色的双颊上长着一对酒窝，讲起话来柔软的银色胡须四处飘
逸。
如果说银色有欺骗作用的话(他只有47岁)，这个人其他的方面可都是真的。
他的童年是在布鲁克林度过的，现在作为一名托拉斯的律师和为法国的“新筹委会”提供咨询而身价
百万。
不过。
如果国会接受筹委会的新建议，这些财富与佣金与他希望挣到的费用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即使削价削到四千万美元，它仍是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房地产交易。
      如果说克伦威尔与筹委会的关系仅是雇佣关系，那么布纳乌一瓦里拉对筹委会则是抱着热衷和苛刻
的态度。
出于对法国运河开凿技术的疯狂热爱，他对无力管理巴拿马这一宏大项目的无能之辈们嗤之以鼻，骂
他们是“蠢驴”、“糊涂虫”。
    对美国人来说，不嘲笑布纳乌一瓦里拉实在很难。
他那好斗公鸡般的脾气、紧皱的眉头和长钉子般的胡子，活脱脱一副高卢人的模样。
要是他站着只有一英尺高的话，他看上去也和现实中的人一样令人敬畏。
他具有法国最好的“精英教育”所培育出来的坚强意志力与带着贵族气的智慧，不过他是通过奖学金
赢得这种特权的。
和克伦威尔一样，他最大的财富是自己挣得的。
布纳乌一瓦里拉出身卑微。
    他现年24岁，曾受苏伊士运河的设计者斐迪南·德·莱塞浦的鼓励和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失败的影响
。
布纳乌一瓦里拉1885年曾以民用工程师的身分到过地峡地区，在这一年中，他全凭自己的努力，成为
德·莱塞浦这一规模宏大但命运不济的工程项目的领头人。
他提前辞去职务，从而避免受“大洋间运河总规划”破产的牵连，后来有幸成为“巴拿马运河新筹备
委员会”的主要持股者。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1902年通过出售筹委会的财产，布纳乌一瓦里拉能挣到比克伦威尔更多的钱
。
但除利润之外．他同样对开凿一条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运河的“伟大设想”欣喜若狂。
作为一名工程师，他相信巴拿马是惟一可行的地段；作为一名说客，他狂热地为其优势地位进行鼓吹
。
纽约《太阳报》对他的事业表示支持，并称他为“一流的理想主义者”。
    1月24日，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出席了一家俱乐部的晚餐。
马克·汉纳则是另⋯位贵宾。
当一位演员模仿献媚的法国人鞠躬的样子，喋喋不休地争吵，并赠给这位参议员一块刻有“巴拿马”
字样的金砖时，两人不禁开怀大笑。
    到月底，参议院却推迟对运河议案进行表决，这是个不祥之兆。
摩根参议员宜称，他领导的委员会对地峡运河委员会为何改变建设地点的解释不甚满意。
更为甚者，他还将主持调查，看看新筹委会转让权力的提议是否合法。
    法国的持股者们愿意将“他们的”财产转让给美国，这本是件好事。
但是，如果国会支付丁四千万美元。
又发现他们没有出售财产的权力，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哥伦比亚巳暂时收回法岡在巴拿马开凿运河的
权利，这项权利不会转让给另一个国家。
摩根暗示，“巴拿马热潮”不过是一种招人讨厌的手段，是那些根本不想开凿运河的铁路公司的人搞
的鬼。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罗斯福王(上下)>>

    随着新的听证会在春季举行，一个清楚的事实是，运河议案在国会的夏季休会的不会再度浮现。
议员们都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更为紧迫的问题：对非律宾作出的关税调整、和古巴的贸易互惠以及有
关参议员直选的荒唐可笑的决议。
几乎没人注意到，尽管这项议案已淡出议程，它仍获得一项不引人注目的修正案，赋予美国总统选择
开凿运河路线的特权。
罗斯福马上授予这项修正案的创立者最宝贵的便利条件：  自由出入白宫。
他在给约翰·科伊特．斯普纳的信中说道：  “你来这儿时，可直接到我的房间来。
”    随着巴拿马运河淡出新闻，其游说者也淡出了国会山。
只有克伦威尔和布纳乌一瓦里拉仍留了下来，为未来的立法策略进行筹划．他们相信一旦政治气氛好
转．斯昔纳修正案就会像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
其他的巴拿马运河游说者则不那么乐观，认为总统想驯服国会，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有笑话开始四处流传，说“可怕的特迪”除邀请黑人共进晚餐和带领外交使团搞户外运动之外一无
所长．当这些笑话传到普林斯顿时，曾在布法罗与罗斯福淡过话的伍德罗·威尔逊教授公开要求对总
统尊重些．他说：“实际上他决定着世界目的地的一部分。
”美国人很快发现，西奥多·罗斯福比他们所了解的要“伟大”，“是个身强力壮的有趣家伙”．    
总统小心翼翼地沿着豆蔓向上爬，腰带上别着一把斧头。
他牙关紧咬，用力将挡在前面的一团枝权拨开。
一个巨人高高坐在顶上铺开的叶子中间，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咧嘴狞笑。
他的刀子锋利异常．指向面前一大堆盘子。
罗斯福透过厚厚的镜片，凭感觉而不是目光发现盘子里盛的东西：深受托拉斯之害而感到无助的人． 
  一只灌满墨水的钢笔从外边插入，在巨人的肚皮上划过，留下这样的字：托拉斯，并在罗斯福头部
上方写下这样的话：“杰克能找到巨人吗?”    爱德华·肯贝勒上述的这幅漫画在《生活》杂志上刊出
后没几天，罗斯福就告诉一位朋友：“时候已到，因为我的旅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当时已
是1902年2月5日。
他就任总统已近五个月了，在这期间听从了不少建议，利用权力搞了些实验，结果并不总是成功。
现在回顾起来，他对待布克·T·华盛顿的态度与其说是出于精明，倒不如说是出于胆量；经他改革
的人事任命制度从长远看才能产生效果；资深人士因为迈尔斯将军而对他不满：至于他致国会的头一
封信中的精彩段落，他并未看见其被铭刻在大理石上，留作永久的纪念。
  日渐增多的幻灭在新闻界与国会山上随处可见。
    即使是傻瓜也能说出公众对他的期望：杰克必须找到并抓住大企业康拜因巨人。
信件每天都涌人白宫，要求他依照谢尔曼法案起诉不同的托拉斯。
他把一些可能提交诉讼的案例转交给司法部长．然而诺克斯发现，除了一宗之外，其它的案例都没有
采取法律行动的依据．这惟一例外的案例足以上达到最高法院，但充满了政治风险。
罗斯福和诺克斯小心翼翼地在他们的通信中不特别提到“它”．诺克斯从佛罗里达州打电报给罗斯福
：“我正持续加以关注。
若你希望能有效进行处理，我完全表示支持。
”    八个星期之后，诺克斯回来了，但仍避免就他的个人意见做出正面答复。
罗斯福决定坚持办下去。
司法部长请求再给一个星期的时间。
从2月5日起．他以“不得拖延的公务”为由，取消了所有的社交活动，以崭新的精力投入到对策研究
中去。
他发现，早在公元483年，罗马皇帝泽诺曾下指令给君士坦丁堡的普拉伊托里安专区：“任何人都不得
实行某种垄断⋯⋯如果有人这样做，就没收他的财产，井判他永久流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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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1901年9月14～16日    星期六    西奥多·罗斯福是在毫无知晓的情况下成为美国总统的。
时间是1901年9月14日凌晨2点15分。
他坐在颠簸的马车里，从阿迪龙达克山脉的玛尔希山冈沿着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弯曲陡坡一路下行。
总统遇刺，但只要心脏仍能跳动，权力就不能移交。
这不是法律规定，而是约定俗成。
事实上，四百多英里的泥泞小道和铁路使西奥多·罗斯福对麦金利总统在布法罗的去世一无所知，更
不知道一个紧急的就职仪式正在准备之中。
    罗斯福只知道，他目前仍是一个副总统，尽管已意识到有可能会很快地履行一些最高职权。
昨日从各个方面接踵而来的电报、函件堆积如山：    “总统病危!”    “病情严重!”    “正在吸氧!”    
“已经无望!”    当最后一封电报递到手里时，正在北塔赫乌斯度假的罗斯福已来不及等待雨过天晴。
  电报上赫然写着：    “总统生命垂危，布法罗的内阁成员一致认为您务必迅速赶到。
”    接近午夜时分，罗斯福吻别了妻儿，乘坐马车，开始了去往北希腊站的夜行，此段行程即便是在
白天也至少需要七个小时。
    就任在即，罗斯福此时已抵达旅程的第二站——艾登莱尔北部五公里处，在那里他换上新车、新马
继续行程。
他独自一人坐在后座，用刚刚借来的、尺寸明显偏大的雨衣紧紧地裹住自己，以防溅上泥水。
他最喜爱的宽边帽檐耷拉着几乎垂近耳边，恰好为他的眼镜遮住了雨点。
如果没有眼镜，他惟一能看到的只有马车上摇晃的灯光圈晕；自离开度假地，他一直沉默寡言，几乎
没与那位清瘦的年轻车夫说一句话，却不时地小声喃喃自语。
    罗斯福对麦金利遇刺的悲伤，即便是轻微的，却也是真实的。
一想到刺客利昂·佐尔戈斯，罗斯福心中就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慨。
在他看来，这一串子弹伤害的不仅仅是麦金利本人，而且是美国广大民众的心灵深处，是在向美国政
府的代表与社会文明的秩序发动进攻。
想到这，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雨中开始咒骂佐尔戈斯：“如果遇刺的是我，他可没那么容
易溜掉⋯⋯我得先把他吃了。
”        此时此刻，国务卿约翰．海独坐一隅呜咽着，连续几个小时里，他透过图书馆的窗户听见外面
的报童在不停地尖声喊道：“号外，号外，总统危在旦夕！
”上了年纪、越来越自疑患病的约翰·海曾经为亚伯拉罕 ·林肯和詹姆斯·加菲尔德效力，却又目睹
他们相继遇害，而这已是第三次了，再加上不久前儿子的去世，接踵而来的打击使他万念俱灰。
但是，他必须得履行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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