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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选的余波仍在继续。媒

体宣称的“当选总统”拜登周二宣
布，已任命 9名其竞选期间的亲密

助手担任白宫关键职位。而另一方
面，现任总统特朗普仍继续宣称自

己获胜。
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战争。在

一个世纪以来投票人数和投票率最

高的这场大选中，两名候选人都拥
有破纪录的 7000多?张选票，背后

俨然是泾渭分明的民意，意味着美
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撕裂。

“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看起来
更像是两个国家。”美联社感叹。

社会分歧
好像是一场战斗

“大选结束了，但国家的裂痕依
然存在。”这是《纽约时报》对美国现

状的评价。
头戴头盔，身着防弹背心，手举

着美国国旗，一边呼喊着“再来四
年”“我们要特朗普”一边狂奔……

当地时间 14日，白宫以东的自由广

场附近，特朗普车队的出现“引爆”
了号称“百?人”参加的“让美国再

次伟大”大游行。头戴标志性的红色
“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的特朗普，

坐在缓慢行驶的汽车里，向窗外的
支持者挥手致意。游行人群一边疯

狂地叫喊奔跑，一边撕掉路边建筑
物上的反特朗普海报。时不时，他们

还会与维持秩序的警察，以及反对
特朗普的人发生冲突。

一名反对特朗普的 20岁男子
在争执中被刺成重伤，送到医院；一

名黑人女性被特朗普的支持者撞倒
在地，满脸都是血；坐在餐馆外用餐

的特朗普支持者被人投掷玻璃瓶，
甚至烟花，现场火光四溅……即便

是防暴警察到场，两边的人群依然
控制不住情绪。

“这场面就好像是一场战斗。”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形容道。

这样的“战斗”不只在街头。
北卡罗来纳州的特里·朗一直

以为妻子里根和他一样也是民主党
的支持者，这辈子都不会支持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直到几年前的一次

聚会上妻子对朋友说：“我会投票支
持（共和党人）罗姆尼。”

“我们每天都会达成一项共识：
我们没在谈论政治。”今年，因为不

同的政治立场，特里已经同好些朋
友、亲戚断了联系，和妻子则达成了

互不干涉的默契，试图维持表面的
和平。他们尝试无视对方在社交媒

体上的发言；在自己的车上贴应援
磁贴；特里给拜登的竞选活动捐了

款，而妻子直到收到账单才知道。
“他知道我永远不会同意他这么

干。”里根说。
5个孩子中的 4个开始有了政

治意识，他们也加入到了父母的政
治分歧中。3个女儿支持母亲里根，

大儿子则站在父亲一边。一家人吵

起来“好不热闹”。

如今，媒体宣布了“当选总统”，
而这一家的争吵还在继续。

一场大选，让许多美国家庭不
得不正视这样的政治分歧与分裂。

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者佩里看
来，“除了南北战争，我们从来没有

经历过像现在这样分裂的时期”。

议题捆绑
选民直面内心分裂

“水火不容”的又何止是政见
不同的选民。

在肆虐的新冠疫情面前，重启
经济和防控疫情也成为了完全“水

火不容”的两个议题。如果放任疫情
蔓延，经济难保；而如果优先经济，

又会加剧疫情，最终反作用于经济。

民主、共和两党政客都看到了这两
项议题的巨大“吸粉”能力。

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拜登还是
特朗普？防疫还是经济？两党各取所

需、捆绑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
和宣传手法，更加剧了民意的分化，

以及选民的“选择困难症”。
一些人纠结地将选票投给特朗

普，只因为他们更在意钱包和工作。
一个深色头发的中年妇女裹着

一件灰蓝色外套，神情失落地走在
洛杉矶极负盛名的富人区比弗利山

庄代尔庄园附近。在今年的大选中，
泛着淡淡红色的比弗利山庄地区成

为拜登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民主党铁
票区洛杉矶的“另类”。“你想让我说

什么？我不开心。”她拒绝说出自己
的姓名，表示自己并非不喜欢拜登，

只是“不支持他将要做的事”。“特朗
普的减税政策对富人非常有利呗。”

24岁的斯蒂尔道出了这位女邻居
说不出口的心里话。

体面的富人在政治正确和减税
之间挣扎，艰难谋生的普通人则为

生计妥协。32岁的墨西哥移民索利

斯并不认同特朗普在移民、医保问
题上的诸多言论和做法。他只觉得

失业状态的自己在 2016年后很快
在得克萨斯州谋到一份稳定工作，

也许是特朗普的功劳。于是，本该
属于民主党铁粉的索利斯在今年

的大选中纠结地做出了“倒戈”的

决定。
一些选民选择拜登，也只是因

为他们不喜欢特朗普，或是不赞同
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政策。

“我们投票给拜登只因为我们
更讨厌特朗普一些。”在西雅图居民

桑德拉·鲁夫纳看来，民主党并未提
出什么有新意的政策来，更谈不上

代表选民意愿。“拜登唯一的优点就
是，他不是特朗普。”

曾是共和党人、如今不属于任
何党派的艾德丽安居住的公寓楼里

有几个邻居支持特朗普，坚持在疫
情期间不戴口罩。艾德丽安希望美

国能够“再次伟大”，但她并不认同
特朗普政府的疫情应对。“全世界都

在嘲笑我们，我们需要恢复冷静。”
艾德丽安只希望拜登能带领美国人

认清常识、回归常态。
表面上看，他们是在用手中的

选票表明态度、为自己和国家的未
来前途做决定，但事实上却在被这

道“三合一”的高难度选择题疯狂撕
扯。而最终，每个人不过只是这场

“竞选游戏”中的一枚棋子，不得不

直面内心的分裂，艰难地各取所需。

鸿沟面前
美国人看不到希望

“战斗”还在继续，一切仍未尘
埃落定。

“美国完全可以同时有两个总
统嘛。”在旁人听来，这是句玩笑话，

但在美国人看来，他们似乎的确生

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现实世界中。

“我非常愤怒，感觉再也认不得
这个国家了，真的认不得。是特朗普

破坏了它。”杰夫说。贝思·乔丹却觉
得自己在特朗普任期内养老金、存

款都增加了，赚到了更多钱。
无论是哪一方，都不愿意静下

来听一听对方的说法。“两种截然不

同的看法，反映出美国社会的一道
鸿沟。”美国媒体评论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否会有
一连串的法庭缠斗？权力交接是否

会遭遇阻碍？而如果交接工作进展
缓慢，美国的防疫形势与经济或许

又将面临新的挑战。
不管局面如何发展，下一任美

国总统需要面对的终究是一堆烂摊
子：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对美国经

济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个陷入严重
分歧之中的美国社会。更何况，民主

党还必须面对这场相持不下的竞争
中两名候选人均获得超过 7000?

选票的现实。
“我本期待民主党取得更大的

决定性的胜利，但严峻的现实让我
感到幻想破灭。”几乎一半的人将选

票投给特朗普，让威斯康星州马奎
因市的卡罗尔·韦塞尔斯有些失望。

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改变不了什么。
但面对当下看起来更像是两个国家

的美国，韦塞尔斯希望政客和选民
停止对对方的指责、谩骂和妖魔化，

“我们必须找到共同点”。但休斯敦

的乔安娜·梅悲观地说：“一场大选
无法解决问题。”

而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在重新定
义这个国家，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

“世界正看着我们。”有美国人着急
了，但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随着社

会分裂的加剧、国内政治的混乱，美
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与过去 50

年相比更加弱化，在气候变化等议题

上也终将滑向难有所作为的深渊。

    美国前总统、 民主党人奥

巴马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
时形容， 美国当下的社会分裂

比他 2007 年竞选总统、2008

年上任时更加严重。

他认为， 美国社会的异常
分裂， 部分是因为一些美国媒

体放大关于城乡差异、 移民政

策、 社会不公问题的仇恨和争
议，以及关于“各种疯狂的阴谋

论”的争议被刻意放大，并经由
社交网站强化。

而财富分配不公、 城市与
乡郊争端等政治经济因素，让

一些美国人感觉失去了社会地
位上升的阶梯， 变得更加容易

接受这些论调， 将矛头指向某
个社会群体。

“一场选举不足以扭转国
家分裂的趋势。 ”奥巴马说道，

“修补社会撕裂不会是一朝一
夕的事。 ”

社交网站放大仇恨
加剧美国社会撕裂

    民主共和两党， 以及他们

的支持者， 围绕大选结果的互
相扯皮还未结束， 而美国的新

冠疫情已经屡创新高。

11月以来，美国的单日新

增病例数始终徘徊在 10?以
上的高位，11 月 13 日更是达

到破纪录的 17.7?。由美国凯

泽家庭基金会绘制的新冠疫情
地图上， 全美 50个州已有 49

个州被标记为代表疫情严重的
红色， 唯有孤悬海外的夏威夷

州“幸存”。

疫情不等人。 当地时间 11

月 15日，拜登的白宫办公厅主
任人选罗恩·克莱因表示，政府

机构推迟过渡流程， 这可能会
制约拜登团队开展应对新冠疫

情的工作， 令美国的防疫形势
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

而在这个不寻常的年份，

对疫情的应对又与对经济问题
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人担心，

如此糟糕的局面或许将持续很
久。

抛下政治分歧， 美国人终
于还是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

致。

在《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
院进行的全国民调中， 不同政

治派别的选民都表示， 他们担
心下一代的美国人情况将会更

糟。

不同派系选民共忧
下一代情况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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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个7000万和一个分裂的社会
防疫与经济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形象和地位50年来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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