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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当总统
美国都要改革
尽快走出伊战泥沼

布什的伊战，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样是
侵略战争。而在今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在民主
党预选中败给奥巴马，与她曾经支持伊战有一
定关系。奥巴马和麦凯恩在你一拳我一击的

“格斗”中其实已形成共识，都希望美国用好军
事力量，让美国尽快走出伊战泥沼，不能打没有
理由的战争，两人的差别仅在于伊拉克驻军和
撤军时间表上。可以说，美国今后将在外交和
军事上创新多边主义内涵，在与盟国协商的同
时继续保持军事第一强国地位，以“权威且能打
动人的笑容”给世界一个美国新形象。

不会像布什一样鲁莽
但到了金融危机，美国优先论和美国人是

“上帝的选民”之说被击碎，中产阶级在失去安
全感的忧患中呼吁社会重建，“宝马一族”在危
机中不承担责任被嘲讽为“上帝的选民”。经济
出现衰退、就业恶化、金融救市欠力，美国人听
不到“福音”了，理性精神和现实主义也便回头
了。无论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都不会像布
什一样把总统当成主教，不会像牛仔一样鲁莽
地行动。

种族裂痕有望得到部分弥合
在种族问题上，白人至上、种族裂痕是美国

总统大选一般不敢涉及的话题，但今年不同，奥
巴马在“非洲黑人”、“激进牧师莱特的追随者”
等潜含种族歧视的压力下，在费城发表了大选
中最为精彩的演说，对黑人仍在遭受不公正待
遇感到愤怒，直面种族问题的复杂性。如果选
择逃避，如果退回到自己的角落，美国人将永远
不可能再团结起来，共同解决医疗、教育等领域
的挑战。这个话题一经提出，就意味着美国今
后将在种族和谐和平等上有所改进，白人、黑人
还是其他人种，都会更加认同“大熔炉”、“美国
梦”。反恐战争及文化冲突论带来的种族不信
任，也将有所改变。

不会走激进变革之路
在财富问题上，讲过“财富有限论”的总统

候选人没有一个获胜过，因为美国人不相信也
不愿相信。但今年的大选中，两位候选人都讲
到美国的经济限度，讲到全球化时代“机会被视
为一种零和游戏，你的梦想成真就意味着我的
梦想破灭”，而美国大众也在金融危机的冲涮中
感到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性，通过辛勤工作而
获取财富的美德将再现光泽。这一切均表明，
新美国的轮廓正隐约出现，无论谁当总统，美国
都要走变革之路。但是，美国的变革不会很激
进，也不会突然向左转，两位候选人的民意支持
率相差不大，说明美国人不希望剧变。 陈冰

美国大选十宗“最”
花钱：据统计，目前用于总统竞选的

资金已经高达24亿美元，创下了历届选
举的新高。

开放：现任总统和副总统均不参选，
这是1928年以来首次。

费时：希拉里与奥巴马在民主党初
选中缠斗，今年1月打到8月底的全党大
会，是 1968 年以来党内竞争最久的一
次。

内忧外患：美国遭逢1930年以来最
严重的金融危机，同时又有阿富汗和伊
拉克两场海外战争。

先进：奥巴马善用网络做竞选工作，
改变今后的竞选模式。

年轻化：奥巴马魅力吸引大批年轻
选民，为历届所未见。

反传统：麦凯恩出人意料挑选阿拉
斯加州长佩林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共
和党首次打破性别的藩篱。

难想象女候选人:佩林成为共和党
历史上首位女副总统候选人。美国历史
上将可能首次出现女副总统，这样的历
史意义并不逊色诞生首位黑人总统。

有悬念非洲裔候选人：奥巴马成美
国主要政党第一名少数族裔总统候选
人。

老候选人：麦凯恩若当选，将为美国
历来最年老总统，更是最后一位出身自
越战的美国总统。

欧盟寄语美国下任总统

“单边世界结束了”
欧盟3日拟就一封致美国下任总统

的信件。美联社报道，欧盟寻求与“后布
什时代”的美国加强合作，同时表示欧盟
希望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报道说，这封信共 6 页。由于美国
下任总统人选有待 4 日选举投票后揭
晓，信件尚未写上收信人名称，内容也没
有公开，但信的主旨是强调“多边主义”。

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外交部长贝尔
纳·库什内解释说：“时代已经改变。过去，
单边选择影响了世界。那些日子结束了。
我认为，两名总统候选人均关注欧洲，对欧
洲有兴趣。他们希望看到大西洋两岸携手
合作。”

“美国仍是重要的世界大国，我说的
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大国。无论选举
结果如何，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对这个世
界负有特殊责任。”库什内说。他说，欧
盟希望加大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介入，“我
们再也不想扮演次要角色”。

信中列举了欧盟希望与美国加强合
作的地域或国际事务，包括中东地区、阿
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印度、中国
等新兴经济体。 据新华社电

世界从未如此关注这样一场选举。一个又
一个国家的民调显示，今天的美国大选结果将
创纪录地成为焦点。

日本的一项民调显示，日本人对美国大选
的兴趣甚至超过美国人。在巴基斯坦，民众对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第一轮辩论的兴趣如此之
高，导致电视台改变了最初计划，接连转播了后
两场辩论。由于奥巴马同印尼和肯尼亚都有渊
源，他们认为，奥巴马应该领先。肯尼亚的一些
高中发起写作活动，让学生写信给美国两名总
统候选人。数以千计的文章中，87％写给“亲爱
的贝拉克·奥巴马”，剩下的写给了麦凯恩。而
在越南，有很多关于麦凯恩的讨论。这位美国
老兵曾经在这里的硝烟中出没。在巴西，对奥
巴马的赞美已没有终点：至少有 8位在近期竞
选的候选人将奥巴马的名字借为己用。上周，
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希望并且相信，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重视中美关系。新华
社更是引述英国《卫报》的观点——如果全球民
众投票，奥巴马将入主白宫。

《新闻周刊》认为，很明显，大部分人都对奥
巴马感兴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民调显示，奥
巴马基本都处于领先地位。在通往白宫的途
中，奥巴马几乎成了世界的候选人——他提醒
人们，尽管有关于美国衰落的种种言论、有对于
布什仇恨的心理影响，但世界仍将美国看作是
希望与机会的土壤。“奥巴马的奇遇是，他将美
国变得有魅力。”法国人权事务国务秘书拉玛·

亚德、这位塞内加尔移民、萨科齐政府里唯一的
黑人官员最近告诉《巴黎人》说。

在最后的这几天里，世界和美国仿佛在讨
论两场不同的选举。专家们评论这场选举就如
同他们评论上一场选举：摇摆州，注册选民，募
集资金，购买广告，种族……

而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这场选举俨然已超
越了选举本身。世界乐见奥巴马成为美国的第
44 任总统——200 年来都是白人就任美国总
统，从华盛顿到杰弗逊，从克林顿到布什。亚洲
试图强调奥巴马的印尼岁月，非洲关注他的肯
尼亚父亲，而中东则关心他的中间一个名字。

今天，选举结果很可能揭晓，奥巴马很有可
能会获胜。如果他输了，美国就有可能回到以
前的分裂。保守派将欢呼雀跃，自由派将掩面
而泣，而非洲裔美国人则将咬牙切齿。媒体则
会说，此前的民意调查竟然没有看到麦凯恩的
胜利，这是令人羞愧的。

世界不同地区看待奥巴马的失败会有不同
观点。美国，这个已被宣称正在衰落的国家，将
变得微不足道——因为她没有选上一位有着非
洲和南亚渊源以及一个中东名字的黑人作为总
统。美国会被看轻，因为她曾有机会，可是她最
终却没有选择他；而利用他的议题，说美国会打
破200年的传统则更让人瞧不起。对世界其他
地区的大部分人而言，美国选择另一位共和党
总统，不仅可能会延长布什执政时期的痛苦，更
是失去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据《东方早报》

全球都盯着谁输谁赢
他俩决定美国下一步这一天

无论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总无论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总
统，美国的伊战政策都要变革。统，美国的伊战政策都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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