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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巴雷特上任，美国加速“向右转”？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政治生态或被一举扭转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首席记者 王昱

“反沃伦法院”终于来了

谁在掌控美国的走向？这
个答案表面上看是美国总统，
但实际上是由总统提名的最高
法院大法官们。由于这些大法
官一经任命就任职终生，并拥
有对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权，
因此从长远看，其权力甚至超
过了总统。最高法院如果明显
出现左倾或者右倾的倾向，将
造成美国历史不可逆的转向。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
上世纪50-70年代的“沃伦法
院”。

厄尔·沃伦是美国第14任
首席大法官，他本来是共和党
出身，1953年，共和党总统艾森
豪威尔提名他出任最高法院首
席大法官，试图扭转小罗斯福
总统时代留下的民主党自由派
大法官占多数的趋势。但令艾
森豪威尔始料未及的是，沃伦
比预料的更加倾向于自由派

（民主党），以至于艾森豪威尔
后来声称任命沃伦是他“一生
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沃伦对美国历史的影响，
确实比艾森豪威尔这个总统还
大。在沃伦接管最高法院之前，
美国本来是一个保守派占绝对
优势的“右翼国家”，但由于沃
伦掀起的“司法革命”，美国开
始急速转向左翼。沃伦在上任
之后的近30年中，接连做出了
众多明显倾向于自由派的判
例：他和他领导的法院支持黑
人民权运动、支持堕胎、支持非
法移民、支持同性恋、支持提高
福利保障、反对“麦卡锡主义”。

在此期间，共和党丢失了
加利福尼亚这个选举人票最多
的州，民主党在两党竞争中由
劣势方转为优势方……整个美
国在沃伦的手中可谓掉了个个
儿。

所以，沃伦至今仍是美国
二战以后争议最大的人物：自
由派感恩他“发动并完成了一
场伟大的变革”；保守派则指责
此人无事生非、撕裂美国，把美
国赖以崛起的那点保守派传统
都丢光了，让这个国家“不再伟
大”。

如今，风水轮流转，随着巴
雷特的走马上任，保守派在最
高法院中取得了6:3的优势，这
在二战后的美国历史上是第一
次。一个“反沃伦法院”已然形

成。
美国保守派忍了半个世

纪，终于等来了“反攻倒算”的
时机。

民主党的一通乱战

当然，认识到问题严重性
的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在大选投
票前提名任命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几度试图拖延和抵制参
议院对巴雷特的听证任命，但
因少数党地位而未能成功。参
议院当日的表决结果为52票赞
成、48票反对，一名共和党参议
员和所有民主党参议员投下反
对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临近
总统选举日的大法官提名任
命，也是151年来首次在没有任
何少数党参议员赞成的情况
下，任命一名大法官。

不过，相比特朗普和共和
党对此次任命的精心策划和势
在必得，民主党的这场“阻击
战”实在打得太蠢了，既心急火
燎又毫无章法。

首先，特朗普挑的这位巴
雷特法官，确实是个很不错的
人选，她是女性，还与丈夫一同
收养了两名来自海地的“小黑
孩”，这个身份让民主党玩惯了
的“性别牌”和“种族牌”在她身
上都打无可打。

于是，民主党只能揪住巴
雷特“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身份
穷追猛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
行的听证会上，民主党人连问
了巴雷特14个问题，其中有8个
居然都是与巴雷特的宗教信仰
相关的。

民主党议员不厌其烦地追
问巴雷特：你的宗教信仰是否
会干扰你的司法判断？是否会
促使你反对堕胎？会不会让你
对其他信仰产生歧视……

巴雷特在听证会上展现了
高超的技巧，对所有问题都回
答得滴水不漏。

美国一直是一个标榜“信
仰自由”的国家，但在这场听证
会上，急功近利的民主党议员
们分明透露出了非常明显的对
巴雷特天主教信仰的歧视。

这彻底激怒了美国人口中
仅次于新教徒的天主教徒们。
美国各大天主教组织立刻发文
对该听证会表示质疑，更有天
主教徒直接跑到推特上吐槽，
问美国究竟还是不是一个“受
上帝保佑的国家”，为什么一个
天主教徒要在这种场合受到如
此多的盘问和质疑？

这种“反向歧视”更加坚定

了保守派们一定要将巴雷特推
上台的决心。

更糟糕的是，民主党之前
极力拉拢的拉美裔就是信仰天
主教的，这个“骚操作”把后者
也给惹毛了。听证会过后，特朗
普在共和党内的反对派、参议
院拉美裔党团的代表鲁比奥立
刻高调宣布支持对巴雷特的任
免，民主党原本还指望他在参
议院投票中反水，阻击这次任
免，这下期望彻底落空了。

政治核弹正在酝酿

当然，民主党人是绝对不
会就此认栽的。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拜登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如果他当选，将考虑任命跨党
派委员会研究联邦最高法院改
革问题。

按照一些极端自由派民主
党人的说法，一旦巴雷特走马
上任，“反沃伦法院”成型，而拜
登又在下周的选举中战胜特朗
普，他们就将在未来释放两枚

“政治核弹”，彻底颠覆共和党
人在最高法院中的“胜势”。

首先，是在众议院、参议
院、总统都掌握在民主党人手
中的情况下，强行推动宪法修
正案，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
数从9人扩张到13人甚至15人，
这样拜登就一下拥有提名4到6
名民主党大法官的权力，自由
派将重新主导最高法院。

其次，是让美国再多一个
州。目前美国还有一块海外领
地波多黎各，约有366万人，一
旦升格为州，保守估计能获得
10个众议院席位，外加两个参
议院席位，总共12张选举人票。
波多黎各人口全是拉美族裔，
民主党默认这些人会全部支持
自己，届时不管共和党再怎么
选，也将没有翻身的机会。

当然，这两条在旁人看来
无疑都是“乱国之谋”:人多嘴
杂，一个有15位大法官的最高
法院，将丧失对美国社会思潮
的引导能力；而一旦接纳经济
底子极薄、民族成分又跟美国
主体不兼容的波多黎各加入联
邦，又将给美国带来极大的财
政负担和种族问题。但民主党
人似乎顾不得那么多了。

当然，民主党这套如意算
盘能不能打成，首先要看下周
的大选结果。

不管怎么说，巴雷特的上
任，即便从最短期效果上看，也
给一周后的美国大选增加了一
个大大的变数。

距离总统大选刚好还有一周时，特朗普的“任命闪电战”终于打
赢了。当地时间26日晚，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特朗普提名的埃
米·科尼·巴雷特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特朗普随后在白宫为巴
雷特举行宣誓就职仪式。

巴雷特现年48岁，在堕胎、医保、控枪、移民等一系列问题
上持保守立场，深受美国社会保守派和宗教右翼人士欢迎。这
意味着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占据了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的6个，
也意味着保守派进一步巩固了在最高法院中的优势，更意味着
美国社会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右倾”。

10月26日，巴雷特出席在白宫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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