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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朗朗普普总总统统””来来了了？？

本报记者 王晓莹

故意扮“小丑”
各种粗口迎合选民需求

参选总统前的特朗普有不
少头衔：地产大亨、真人秀节目
主持人、“美国小姐”选美大赛
金主……但唯独没有人把他当
作政客来看。

在2015年之前，特朗普不是
没参加过总统竞选——— 从1987
年开始，他就多次公开宣称有意
参选总统，但都无疾而终；2011
年奥巴马谋求连任时，特朗普曾
表示参选意向，但又中途退选。
看上去，虽然特朗普一直对总统
选举很有兴趣，但每次都只是停
留在口头上。就连特朗普的首席
政治顾问科里·莱万多夫斯基也
承认，“特朗普最大的不利是人
们不认为他真的会参加竞选”。

恐怕特朗普本人在竞选之
初也没把自己定位成一名“认真
的”政客。他的参选演说首秀就

“不一般”：他以“让美国重新伟
大起来”作为竞选口号，但通篇
演讲几乎就是在炫富———“我有
87亿美元身家”“我真的很富有”
“我对我的财富深感骄傲”。这些
跟竞选总统几乎无关的话出现
频率之高，不由让人怀疑他这次
又是来博眼球的。

除了强调自己有钱外，特朗
普还对美国的内政外交等问题
发表了看法，但听起来简单粗
暴：在经济方面，他说美国目前

“问题严重”，称日本、中国等在
贸易上“扼杀美国”；在移民问题
上，他说打算在南部边境上修筑
高墙，遏制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
民，而且还要“让墨西哥出钱”；
在内政方面，他抨击奥巴马的医
改法案，说奥巴马政府斥50亿美
元建立的医保网站是“骗局”。

至少在竞选初期，人们对特
朗普的态度多半还是不信任和
质疑，而特朗普后续的出格言论
似乎又证实了这一点，党内外的
对手都没逃过他那张大嘴的攻
击。他攻击党内对手：嘲笑杰布·
布什“笨得像块石头”，嘲讽鲁比
奥是个“小矮子”，发克鲁兹妻子
的“丑照”。他不尊重女性：在辩
论时，他辱骂福克斯电视台女主
持人梅根·凯利“浑身冒血”；说
希拉里“恶心”“像狗一样狂吠”

“连丈夫都满足不了”。这些带有
明显人身攻击色彩的言论甚至
粗口，让人对他“语不惊人死不
休”的风格印象深刻。

然而，在以出格言论刷“存
在感”的同时，特朗普的支持率
却一路飙升，或许其中一个原因
是他说出了很多人平时不敢说
出的话。去年12月，在穆斯林枪
手制造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
后不久，特朗普抛出言论，要求

“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这番言
论虽然极端，却迎合了不少人对
穆斯林的仇恨和偏见。而他将美
国经济不振“甩锅”给中国和日
本、阻挡墨西哥移民的言论又深
得 一 些 底 层 白 人 选 民 的 认
同——— 这个群体也是特朗普支
持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渐去妖魔化
成共和党“最后希望”

在整个初选过程中，特朗
普个人也不断地被媒体和同僚
妖魔化。

预选初期，媒体和网络都对
特朗普极尽嘲讽。特朗普宣布参
选后，美国媒体开启了吐槽模
式，还把火力点都集中到了他的
凌乱黄发上。《时代》周刊发推特
教人们“如何打造特朗普发型”，
美国《赫芬顿邮报》盘点了和特
朗普头发相似的11种动物；英国

《卫报》毒舌称，特朗普参选总统
这事“和他的头发一样可笑”。而
反对特朗普的美国民众也绝不
比支持他的少，网上当时流行一
种说法，称如果特朗普当选总
统，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

嘲讽归嘲讽，面对特朗普龙
卷风般地“攻城略地”，慌了神的
共和党“建制派”提出“阻击特朗

普”策略，想不惜代价把特朗普
拉下马。今年4月下旬，克鲁兹和
卡西奇结盟，称将在5月的预选
中“互让地盘”，然而，因为双方
不愿在印第安纳州自降影响力，
结盟很快瓦解。特朗普又成了最
大的赢家，拿下印第安纳州后，
他手中已握有1041张选举人票。

克鲁兹在印第安纳州失败
后宣布退选，本想“赖着不走”、
寄希望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的卡西奇5月4日也在压力下退
选。再无对手的特朗普提前锁
定了共和党候选人提名。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
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面对特朗普横扫共和党的强劲
选情，党内大佬如今纷纷对他

“黑转粉”，改头换面一致对外，
为这位曾被他们妖魔化的候选
人“背书”。特朗普成共和党“假
定总统候选人”后，多个州有自
由投票权的党内选举人陆续表
态支持特朗普。6月2日，此前迟
迟不肯松口的共和党籍众议院
议长保罗·瑞安终于公开表态，
称将在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

就这样，特朗普竟从共和
党“最厌恶的候选人”成为了共
和党“最后的希望”。

挑衅“政治正确”
迎合民粹主义暗流

除了靠出格言论吸引眼
球、掌控舆论，在商界摸爬滚打
多年的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的
了解或许比那些“居庙堂之高”
的政客们更加深刻。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
社会经历了缓慢复苏的过程，民
粹主义、孤立主义的思潮暗流涌
动，而特朗普正是抓住了这个敏
感点。尤其是去年以来，全球安
全受到恐怖主义威胁，主张排
外、反移民、反穆斯林的特朗普
仿佛成了一些选民眼中的救星，
他们寄希望于这个“不寻常”的
政客作出改变。

6月12日凌晨发生的奥兰多
枪击案更是给了特朗普“神助
攻”——— 面对枪手是阿富汗裔美
国人的事实，他又一次抛出“禁
止穆斯林入境”的言论，还抓住

“宗教极端主义”这个词汇，向民
主党开炮，要求奥巴马辞职，希
拉里退选。虽然这话仍延续了大
嘴风格，但已有民调显示，选民
认为特朗普在应对恐怖主义威
胁方面会更有能力。

另一方面，美国多年精英式
的民主政治延续至今，不少选民
已厌倦了“教科书式”的老牌政
客。这次大选中，不但共和党建
制派候选人“不得民心”，民主党
内部呼声最高的希拉里赢得也
不容易。原因在于，很大程度上，
资深政客给选民的印象就是

“假”——— 他们说话都有固定模
式，遵循党内主张“弹老调”，一
举一动假模假式。有人表示，在
这样的“完美面具”下，很难看到
候选人自身的真实性格。

而美国大选也是一场“烧
钱”的政治活动，为了造势拉票，
各党候选人都会拉拢金主，拼命
筹款。这种模式更加深了民众对
精英政客的不信任——— 这些钱，
还不是从我们身上得来的吗？而
特朗普自掏腰包参选为他争取
了不少好感度。截至5月21日，特
朗普已在初选中花费了约5600
万美元，虽然包括一些捐款，但
绝大多数出自他本人。在反“建
制派”、反金钱政治、反既得利益
者的呼声下，特朗普与传统政客
相比，倒像是更“接地气”，人们
对他反而没有那么大的排斥感。

可是，这种“优势”能够保持
下去吗？特朗普锁定共和党候选
人提名后，已经开始成立专门的
筹款团队募集竞选资金；他5月
18日公布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
选人提名也是一份“换作几乎任
何一名共和党候选人”都能提出
的名单。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
的终极对决中，特朗普会从随心
所欲的大嘴向更谨慎的政客身
份靠拢。变得更加“靠谱”的特朗
普，会不会在下一阶段选举中占
据优势，肯定大有看头。

去年6月16日，当特朗普顶着一头标志性的凌乱黄发宣布自己要竞选总统
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玩玩。然而，一年后的今天，特朗普已经是共和党
预选中笑到最后的赢家，连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都发话愿投票给他。

如今，特朗普即将和来自民主党的希拉里展开总统对决，鹿死谁手尚未可
知。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特朗普总统”或许真的要来了。

实际上，特朗普的崛起绝非偶然，除了其自身原因，美国社会、政治、经济
等各方面的变化，也把他一步步送上角逐总统的舞台。

美国大选中盘●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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