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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冷清气氛紧张
当天上午 11时许，78岁的拜登提前抵

达国会山，与第一夫人吉尔以及当选副总统

哈里斯夫妇走进国会。临近正午，拜登在联邦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持下宣读誓

词，正式成为美国总统。在他之前，哈里斯在
大法官索托马约尔主持下宣誓成为美国历史

上首位女副总统。

以往总统就职典礼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民众会齐聚华盛顿庆祝新政府诞生。但今年

的气氛不仅冷清，甚至格外紧张。华盛顿安保
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数万名国民警卫队士

兵以及警察驻守街头严阵以待。市区街道上
行人寥寥，很多商店在窗户上加装木板。

由于新冠疫情，就职典礼现场舞台也没
有挤满嘉宾，前总统卡特因健康原因没有出

席，前总统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出席典
礼。国家广场前人山人海的场面此前一直是

就职典礼的“保留项目”，由于新政府呼吁民
众在家看电视观礼，呈现在拜登眼前的是“旗

山旗海”。

演讲多次强调团结
拜登在宣誓就职后发表 20多分钟演讲，

直言深知美国目前面临“现实而深刻的分

裂”，新政府将勇敢面对并征服所有的困难和

挑战，呼吁“结束这场两党之间、农村与城市

之间、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无礼之战”。
拜登罗列了新政府面临的诸多挑战：肆

虐的疫情、随即而来的失业潮、系统性的种族
歧视和极端主义的兴起。他多次强调“团结”

和“民主”，呼吁民众彼此倾听，相互尊重。据
统计，拜登演讲中提到 11次“民主”，超过历

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讲。

拜登还提到了他的外交方针，称美国不
会“向内转”，会再次和世界打交道，重新与世

界接轨，这与前任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显著
不同。而在整个演讲中，特朗普的名字一次都

没有出现。

逆转前任多项政策
拜登入主白宫后，很快戴着口罩坐在椭

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按计划签署 17项行

政令，包括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以及重返世
卫组织。

面对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拜登签署政
令，要求在政府机构必须戴口罩，加强协调防

护设备、疫苗和检测试剂的分配。他还发起

“100天戴口罩挑战”，要求美国民众戴 100

天口罩。

“我认为没有时间等待，应该立即开始工
作。”拜登对记者说。美国媒体报道，拜登准备

在未来 10天内对 53个行政事项采取行动，
以寻求迅速逆转特朗普政府的某些政策。

特朗普暗示会回来
另一方面，当拜登总统就职典礼进行时，

卸任总统特朗普降落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

有大批支持者在街上迎接他。当天早上 8时，
特朗普夫妇在白宫南草坪和一小群送行者告

别，随后登上“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用直
升机。起飞后，直升机没有直接前往目的地安

德鲁斯空军基地，而是在国家广场上空徘徊

多时，才回到原定航道。
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夫妇走了

红毯，并受到仪仗队、军乐队以及 21响礼炮
欢送，约 500名特朗普支持者到场。特朗普在

简短的告别演说中祝愿下一届政府成功，但
没有提及拜登的名字。他说了再见，然后补充

说：“我们会以某种形式回来的。”
告别仪式后，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飞

往位于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成为美

国 1869年以来首位不出席继任总统就职典
礼的卸任总统。不过，他还是遵循传统，在椭

圆形办公室给拜登留了一封礼仪性质的信。
驻美记者 鲁明 （本报洛杉矶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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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统。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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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直播画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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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总统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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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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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团结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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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夫妇离开白宫，家人前来送别 本版图 GJ

    19日是特朗普任内最后一个整天。虽

然坚决拒绝出席 20日的交接仪式，但他当
天还是遵循惯例发表了一个告别视频。他在

讲话中向继任者拜登罕见地送去“祈祷和最
好的祝愿”，却始终不愿提及对方名字。

显然，特朗普仍对大选结果难以释怀。
他已经错过了邀请拜登一家到白宫共进晚

餐的机会，也没什么意愿与拜登通话。
这就是特朗普，面子与不服输的态度最

重要。正如他在告别视频中所说：“我想让你
们知道，我们发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才刚

刚开始。”

沉默 被迫“失声”

相比以前，特朗普显得沉默了许多。
事实上，自美国国会 6日遭暴力冲击

后，不仅特朗普钟爱的推特账号被永久封
禁，他也没有在线下举行过任何公开活动。

本周以来，他甚至没有离开白宫一步。
深居白宫，喜怒无常，成了特朗普这段

时间的常态，但这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消息

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幕僚们决定限制他在媒
体上露面，担心他会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在镜头前表达自己对国会暴乱的真实想法。
骄狂的特朗普可能从来没想过，自己的

总统生涯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据盖洛普 18日发布的民调结果，特朗

普最后的支持率仅 34%，刷新了他任内的
最低纪录。而他任内的平均支持率是 41%，

比此前的最低纪录还要低 4个百分点。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更不忍直视，特朗

普的支持率仅为 29%。更惨的是，在特朗普
发表告别视频后，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考虑到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当天超过 40

万，这些数字的对比显得别有意味。

最终，被“失声”隐藏的情绪，在告别视
频中爆发。虽然特朗普不乏克制地坚决谴责

国会暴乱，但他花了大段时间颂扬自己的政
绩，包括单方面与多国撕毁贸易协定，频繁

退出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建设边境墙，组
建“太空军”，甚至有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医

学奇迹”，以及“经济繁荣，收入猛增”。
可这些夸赞并没有扭转社交媒体上的

舆论，许多网民用欢乐的表情包表达对特朗
普离任的感受。

愤怒 众叛亲离
与沉默形成对比的，是特朗普的愤怒。

这些愤怒，源于仍在不断延续的“背叛”。

在白宫外蹲守的记者上周在萧瑟的风
中拍到特朗普的女儿兼总统顾问伊万卡搬

离白宫的画面。一身红色长裙的伊万卡眼含
笑意，向镜头竖起大拇指，试图在不断发酵

的“马桶门”事件中保持风度。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受国会暴乱事件影
响，伊万卡试图同特朗普拉开距离，比如出

席拜登的就职典礼。但特朗普坚决反对，愤

怒地称伊万卡想和那些试图让他下台的“骗

子”接触是一种侮辱，全家人都必须紧密地
保持统一战线。他还告诉伊万卡，出席拜登

的就职典礼将使她失去成千上万支持者。
女儿毕竟还是自己的，旁人就不一样

了。距离 20日越近，特朗普越感受到什么叫
墙倒众人推，曾经与他欢声笑语、阿谀奉承

的人们纷纷不忘踩上两脚。

前国家安全顾问、被特朗普视为亲信的
博尔顿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刊文，称特朗普

“表里不一，注意力分散，对历史无知……让
椭圆形办公室领教了前所未有的无能”。

借特朗普低税收和财政赤字大发横财
的华尔街财团不仅停止了对特朗普的捐赠，

还争先恐后同特朗普集团在商业上切割。
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表示将不再在

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举行锦标赛，纽约黄金
地段的特朗普大厦面临退租潮，纽约市政府

解除与特朗普集团逾 1700万美元的合同。
德国《明镜》周刊刊文称，“特朗普品牌

已彻底失败”。

倔强 绝不屈服
特朗普拒绝屈服，哪怕离开，也要用最

风光的方式。

他 19日在白宫与助手们举行了最后的
会议，在椭圆形办公室合影留念，还听取了

特勤局关于拜登就职典礼的安全简报。当晚
他赦免了自己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共和党

筹款人布罗伊迪等数十人。

但他最上心的还是他精心计划的告别
仪式，希望通过一场庄严肃穆中带有悲伤的

仪式，在为自己的任期画上句号的同时，也
再次吸引足够多的镜头。

但尴尬的是，特朗普发信邀请共和党友
人出席自己的告别仪式，副总统彭斯、参议

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共和党政要都予
以婉拒，因为他们要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

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前白宫办公厅主任
凯利等曾经的亲信，也都表示不会参加。凯

利此前还表示，如果他仍是白宫办公厅主
任，将支持罢免特朗普。

不过，就算特朗普在拜登入主白宫前
“逃离”，也不代表他能躲过可能的审判。

麦康奈尔 19日发表重磅宣言，首次公
开批评特朗普对国会暴乱负有责任，称参议

院最早会于 21日，即拜登接权后的第二天
开始审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甚至表示自己

在考虑投下赞成票。
狂热的支持者们也为特朗普献上“神助

攻”。在国会暴乱中声名大噪的“牛头人”钱
斯利在被起诉前主动交代，自己完全是为了

响应特朗普的要求，才与其他“爱国者”们前
往华盛顿。

这最后一晚，特朗普心里应是五味杂

陈。不知美国历史将对他作出怎样的评价。
本报记者 杨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