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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人群，又将怒火发泄到特朗普

头上。选举日当天，根据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CNN）在各投票点做

的小范围出口民调显示，低学历和

高学历男性，支持拜登的比率都有

所提升。四年前，这部分“锈带”

州低学历工人悄无声息去投了特朗

普，而四年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转投拜登，或成为拜登在这些地区

涉险过关的重要原因。

民调失灵，
反映出割裂的美国社会

2020 年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场

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变得格外

不寻常。具体到美国，今年的总统

大选，也是在美国社会整体处于不

正常的大环境里进行的。

当地时间 11 月 3 日，既是大选

日，也是工作日。美国民众若想现

场投票，就得提前请假，专程赶往

投票站，投下自己一票。因此，现

场投票在如今，可以说是美国大选

进程中的唯一隐形门槛。

考虑到美国有些州县地广人稀，

投票的成本就更高。这样模式在以

往，自然屏蔽掉很多参政热情不高

的民众。如果选民对两个候选人都

不是“真爱”，很可能就会放弃投票。

然而，今年的选举过程中却诞

生了“5500 万张邮寄选票”“美国

参选人数 120 年以来最高”这两个

史无前例的纪录。外界将这两个纪

录的创造，解读为美国人对民主政

治热情的在回归。近几次大选，美

国有效投票率通常在 50% 至 60% 之

间徘徊，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升

到 70% 以上，到最终全部结束时可

能还会更高。

投票人数创下美国历史之最，其

中当然有两位候选人不遗余力号召民

众参与有关，但其更体现了一个趋势：

美国民主政治，正在从传统的精英民

主向大众民主演变。投票群体的多元

化、多样化和多层次化，使传统的民

调更难获得民意的全貌。

然而，无论是这种从精英走向

大众的趋势，还是邮寄选票造成

的反复浮动，其真正指向的是美

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即种族矛盾

与社会经济矛盾交织，导致民意

更难测定。

今年 3 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失

败的疫情防控措施刺激着那些因疫

情而生活困难的民众。加上不断发

酵的种族问题，以及特朗普另类、

极端的言行和个性，皆加剧了这种

分裂。特朗普的支持者赞扬他在移

民改革方面的举措、对保守派法官

的任命，以及“直来直去”的行事

风格；反对者则坚称特朗普是美国

民主的威胁、是一个撒谎者和种族

主义者。

除了政治意见不同而产生的派

别，就连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同样

会因一场选举呈现出势不两立的局

面。近日，路透社有篇报道名为“你

不再是我妈妈了”，提到一位 41 岁

的美国母亲梅拉·戈麦斯，在表明

自己要给特朗普投票后，她 21 岁的

儿子和她绝交，再也不愿意和她说

一句话。戈麦斯也坦言，即便最终

特朗普连任失败，亲友间因政治分

歧产生的裂痕也不会轻易消失。

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美国

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 9 月份

的一份报告发现，近 80% 的特朗普

和拜登支持者表示，他们身边几乎

没有朋友支持另一位候选人。社会

割裂之下，这场大选不过是公众意

见分歧的又一个“斗场”。

存在不同党派的国家里，人们

因为支持不同政党而意见相左的情

形并不少见。但像美国现在这样动

辄亲人反目、人人势不两立的态势

还是非常罕见的。正像《时代》周

刊 11 月 4 日那期封面所言，“就算

乔·拜登赢了，他将管理的也是唐

纳德·特朗普（‘治下’）的美国。”

《时代》认为，无论特朗普是赢是输，

特朗普都给美国政治格局带来了持

久的结构性转变，引发了一定程度

的愤怒、怨恨以及怀疑，这对他的

继任者来说将很难克服。

左下图：特朗普的自

传《永不放弃》显示

出其争强好斗的个性

特征。

右下图：11 月 4 日

美国《时代》周刊提

前 发 布 11 月 16 日

新刊封面，上面只有

一个印有美国国旗、

剩下半边的残破口

罩，起名为《美利坚

的现实》。

　　无论特朗普是赢是输，特朗普都给美国政治格局带来了持
久的结构性转变，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愤怒、怨恨以及怀疑，这
对他的继任者来说将很难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