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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祝瑛 

加州向來是選舉中兵家必爭之地，在短短數月中，兩位總統候選人先後親臨

筆者所就讀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甚至在此舉行電視辯論。如此一來，

使得原本平靜的校園，頓時染上選戰的緊張氣氛。八月初，民主黨候選人杜凱   

吉斯蒞校演說，筆者有幸目睹杜氏，為他重視境保護、矢志為下一代留下美好   

生存空間的政見留下深刻印象。十月中旬的電視辯論臨時改在 UCLA 舉行，校方

負責人在緊急動員中道出他的心聲:「我們用四年的時間準備奧運(一九八四年)，

用四個月籌辦迎接英國王室安德魯夫婦的來訪，卻只有四天的功夫來準備電視  

辯論。」當晚，筆者夫婦為了體驗美國大選的氣氛，特地趕往校區，收看電視     

轉播。由於美國年輕人較富理想色彩，對社會較為不滿，大學校園中向來都支持

民主黨。因此在電視辯論過程中，台下觀眾自然也引起了一場論戰。有趣的是，

席中也不乏支持共和黨的同學，這些人也不甘示弱，隨時有所反應。會後，同學

輪流上前發言，各不相擾，彷彿是:你有你的意見，他有他的主張:各聽各的話，

各鼓各的掌。沒有人會受到別人的冒犯，也沒有人願意去妨礙別人。從這裡，可

看出美國教育中重視個人獨立思考、判斷和表達，以及尊重他人權利的一面。 

在選舉期間，校內經常可見宣傳標語(校方規定不准隨意張貼，因此多是   

活動廣告)，甚至投票前夕，杜凱吉斯再度來到本校召開民主黨萬人大會，聲勢

之浩大，連街頭、公車內到處是舉著民主黨標語的人們。儘管如此，杜凱吉斯    

依然落選了！究其失敗原因很多，主要因素誠如一位政治系教授所說:「選民    

不致愚笨到放棄一個素有經驗且表現不錯的政黨不選，而投票給另一個久無經驗

並有不良紀錄的黨派。」此話也為美國選民的教育水準及判斷能力做了肯定的  

註腳。 

誠然，美國總統大選在人力、物力、財力的投資不計其數，然而這種全國     

動員，人人投入的選舉，確實為社會帶來一股無形的力量，其背後的社教意義及

其深遠。尤其在投票中，美國人民再度肯定了自由、民主的無上價值。數月來，

據筆者的觀察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心得: 

(一)傳播媒體的角色舉足輕重: 

雖然有人抱怨傳播工具過於盛行的結果，忽略候選人本身的實力，而流於   

只重視外表、形象，影響選民的判斷。然而傳播媒介在選舉中深入各個家庭，    

確實是促成大家關心選情的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民主黨曾抱怨這是一次 

「負面的選舉」(Negative Campaign)，原因是共和黨成功地利用傳播工具，為

對方候選人樹立負面的形象。例如:在電視廣告中不時呈現杜凱吉斯在麻州的 

「政績」——波士頓海港的嚴重汙染及假釋罪犯出獄的畫面。曾經有位記者指出:



「這些電視廣告使人產生一種印象——假如杜凱吉斯當選，恐怕立刻會有五十個

小偷闖進你家臥室行竊。」原本杜氏的自由主義作風，早已受人批評，加上電視

廣告的影響，使許多選民更心存疑懼。傳播媒介的功能，無遠弗屆，不可不慎。 

(二)競選過程極富教育功能: 

為了爭取民心，總統與參眾議員候選人紛紛提出各種有力政見，大如貿易  

赤字、社會福利、國防外交策略，小到少數民族的雙語教學、街頭流浪漢去留    

問題。在社會上各種聲音紛紛出籠的同時，許多利益集團及民眾團體也會在此時

提出各種建議案，透過輿論界的討論，爭取選民支持。例如:加州此次大選還    

包括二十多項提案的投票，內容包羅萬象，從汽車保費的調整、飲水資源的保護、

高等教育的經費補助、愛滋病的檢驗通告、沿海油井的鑽探與汙染、香菸課稅……

等問題。選舉前每位選民會收到厚厚的提案說明資料，許多人會在事先研讀後   

做下決定，同時也等於對社會狀況有所了解。至於各中小學也會趁此給學生介紹

相關事務，選舉期間，不但為社會問題做了一次把脈，也是民眾民主素養接受   

考驗的時刻。 

(三)遵守憲法、認同國家又得一次驗證: 

選舉過程中，各種言論五花八門。各候選人之間為了爭取選票，不免互相   

批評。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就是:遵守憲法，認同國家。

筆者經常在思索一個問題:像是美國這樣的大洪爐，各種族間的矛盾與歧見相當

複雜，然而究竟是何種力量，結合大家的利益，維繫這個社會的正常運作？經過

仔細觀察，我想是因為透過完善的制度與民主訓練，使得老百姓養成守法的習慣，

進而對國家產生認同使然。許多人批評政治的汙穢與黑暗，選舉過程中亦無法  

避免金錢與權力的投入，然而美國人民始終強調誠實的作風與負責的態度，在  

競選中不能失君子風度(尼克森因「水門事件」而下台即是一例)。其實令人印象

最為深刻的還是在選舉結束後，落選的人能夠承認失敗，並向對方道賀，而未因

落選而與人翻臉。所謂「其爭也君子」，此即是美國大選的寫照。記得投票當晚，

杜凱吉斯獲悉落選的消息後，即在支持他的群眾中，呼籲民主黨大團結，共同   

擁護新政府。此點將政治家的民主風範表露無遺，讓人欽佩。 

(四)和平繁榮、溫和改革的取向贏得民心 

根據兩年前的一次民意調查中顯示，美國人民心目中的下一屆總統候選人竟

是一位——溫和、保守且能繼續雷根政策的「民主黨人士」。有趣的是在此次    

競選過程中，表面上看民主黨獲得不少群眾熱烈的支持。在校園內、街道上，    

到處可看到擺著支持杜凱吉斯的攤位，民家花園插著擁護杜氏的牌子:汽車窗戶、

宿舍門口掛著杜氏的宣傳海報，杜氏所到的場合，人山人海，群眾歡呼迭起，    

熱烈異常，幾乎是一面倒之勢。只可惜屬民主黨的杜氏其改革主張缺乏穩健的  

腳步，其政見除了涉及內政諸問題外，甚少有其他具體建議:加上對犯罪問題   

採取寬容態度，對社會改革顯示的激進色彩，讓大多數選民裹足不前。另一方面，

自從雷根總統上台以後，重新帶回美國的傳統價值，如重視家庭、宗教、道德等

作風，八年來，共和黨的執政下為美國創造繁榮與和平，布希在多方有利的條件



下，加上個人對傳統價值的提倡，對吸毒、犯罪的嚴正態度，對外交事務的純熟

經驗……，使得「沉默的大眾」不願輕易放棄現有的生活及穩健步調，而冒險    

支持充滿激進、自由色彩的政見主張。 

(五)環保問題，值得重視: 

八月初，杜凱吉斯初次蒞校演講，開場白即以「我是杜凱吉斯，希望成為下

屆總統」「我要加州人享有清澈的天空，讓加州海岸成為最美麗、蔚藍的海岸……」

話一出，立即掀起場內場外如雷的掌聲。恰巧的是，杜氏的選舉致命傷，竟也是

「環保問題」。當初民主黨策劃戰略時，即喊出「這是一場『政績』(能力)之爭，

不是『意識形態』之爭」的口號。民主黨認為以杜氏麻州州長的「政績」正足以

襯托出布希副總統任內的「無為」。因之，民主黨提名大會中，即有             

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提出的「喬治(布希的名字)在哪裡？」 

這句口號，可是在民主黨一片宣揚杜氏政績時，布希一句:「麻州州長的    

政績在哪裡？去看看波士頓港口的汙染怎麼樣？」讓杜氏無言以對。「環保問題」

掀起於杜氏，卻也造成杜氏落選的一項主因，主政者，豈可輕忽！ 

美國，正像安上了軌道的巨輪列車，馳騁在遼闊的草原上;任何人上了這一

列車，只有按軌道行事，無所抗拒。異地求學的遊子，在幾番遭受美國社會的   

「文化衝擊」之餘，仔細沉思，在海外收看到國內暴亂的電視報導時，憂心喂嘆;

在「末代皇帝」結尾前紅衛兵串連破壞的鏡頭下，不禁潸然;在國慶酒會的國歌

聲中，含淚吟唱……。此刻，在國內政治革新大步邁進聲中，不禁馨香禱祝:願

祖國蓬勃的民主發展，早日安上了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