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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沙龙 

 

大卫 vs.歌利亚：奥巴马为何获胜？ 

 

戴开元  

 

全球瞩目的2008年美国大选已经降下帷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压倒优势的选票和选举人票，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黑人血

统的总统。目前，尚未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声望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如日中天，各国政要纷纷来电祝贺，来美出席世界金融高峰会议

的外国首脑要求与他会晤（他以不是在职总统为由而婉拒，仅派代表去致意），无数商家把奥巴马当作金字招牌，推出各种商品而

大发其财，仿佛奥巴马早已是美国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他当选总统乃理所当然之事，水到渠成之果。 

然而，如果我们乘坐时光穿梭机返回到一年以前，却会看到另一番景象。在民主党的九位总统候选人中，无论是从政资历和知名

度，还是筹集的经费和竞选班子的规模，奥巴马皆敬陪末座。尤其是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任职八年的联邦参议员希拉莉，数年前

就开始进行竞选总统的人力财力准备，在民主党内人脉深厚，获得妇女选民和移民团体的大力支持，被民主党和社会各界视为笃定

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大选后期与奥巴马争夺总统宝座的共和党对手麦凯恩，是全美大名鼎鼎的越战老英雄（他在中国可能被视为

有叛变嫌疑的敌军俘虏，美国人确实认为他是宁死不屈的大英雄），担任过四年联邦众议员，现为任职22年的资深联邦参议员。 

而奥巴马以前不过是一个在全美默默无闻的伊利诺州州参议员，2004年才当上联邦参议员。更要命的是，其他候选人皆为白人，

奥巴马却是个黑白混血儿，白人认为他是黑人，黑人又嫌他黑得不够，黑得不纯。因此，他与白人对手希拉莉和麦凯恩竞选，其先

天种族身份就使他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美国的黑人在政治上与白人早已平起平坐，担任国会议员、国务卿、联邦大法官、国务

卿等政府高官的黑人也大有人在，许多白人仍对黑人怀有歧视心理和种族偏见，在选举总统时很可能不投黑人候选人的票。因此，

奥巴马竞选总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奥巴马自己也说：“我从来不是最可能当选的候选人。” 

如果说希拉莉和麦凯恩好比《圣经•旧约》里的巨人歌利亚，奥巴马则犹如与歌利亚决斗的未成年儿童大卫。然而，如同圣经里的

大卫打败歌利亚，奥巴马也先后战胜了希拉莉和麦凯恩。 

现在，大选的硝烟已经散尽，民众的兴奋情绪也逐渐平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奥巴马这个小人物，为何能以小博大、以弱胜

强当选总统？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舆论界的一些解释。 

 

一   金融危机帮助奥巴马？ 

 

许多论者认为，美国的经济衰退尤其是9月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导致奥巴马获胜的主要原因。 

的确，小布什上台八年来，把美国经济搞得千疮百孔，一塌糊涂，国债堆积如山，次级房贷危机日趋严重，9月中旬爆发金融危

机，19家大小银行先后倒闭，10月份失业率达6.5%，为14年来之最，物价飞涨，百姓叫苦连天。而投票前的民意调查显示，经济

是最大多数（近60%）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据盖洛普公司的民调，今年3月至5月，奥巴马与麦凯恩的选民支持度基本持平。6月奥巴马初选获胜后，支持度略微领先麦凯恩。

但9月初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麦凯恩挑选阿拉斯加女州长佩琳做竞选搭档以后，麦凯恩的选民支持度超过了奥巴马。9月中

旬，金融危机爆发，麦凯恩的支持度开始落后，与奥巴马的差距越拉越大，直到投票日。看起来，奥巴马获胜似乎与金融危机密切

相关。 

然而，对美国经济问题承担最大责任的是总统布什，而不是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奥、马两人对经济问题都不是内行，也没有重大建

 



树，谈不上孰优孰劣。民调数据只反映选民的意向，却没有揭示选民意向为何发生转变。导致麦凯恩选情急转直下的真正原因，是

马、奥两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而展现的迥然不同态度。奥巴马冷静、沉着、关注，支持国会民主党人与布什行政当局共商纾

困方案。麦凯恩却惊慌失措，宣布暂停竞选，急匆匆跑去华盛顿参加国事会议，在会上却提不出任何具体建议。而且，布什与民主

党领袖提出的7000亿元纾困方案，在众议院却主要由于共和党议员反对而难产。麦凯恩和共和党人在国家发生重大危机时的张惶

和无能，在选民面前暴露无遗。许多选民认为，奥巴马和民主党比其对手更有能力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二  金钱决定胜负？ 

 

还有论者说，奥巴马获胜是因为他募得的捐款远远超过对手。西方国家的竞选是一件很花钱的事，雇用工作人员，在电视、报刊、

广播、网路打广告，印刷邮寄宣传材料，候选人及工作人员去全国各地活动的交通食宿费用，租用场地举行群众集会等等，都需要

大量资金。在6月底民主党初选结束时，奥巴马已筹款5570万元，而他的对手希拉莉仅筹得5000万元，其中还包括她从2006年竞

选参议员经费中转过来的1000万元。到10月底，奥巴马一共募得6亿6800多万元，创美国有史以来总统候选人募款的最高纪录，

几乎相当于麦凯恩募款总额（3亿7000万元）的两倍。 

由于自筹经费充足，奥巴马不惜违背先前的承诺，拒绝接受公共竞选经费补助，成为自1974年这种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一位拒绝接

受补助的候选人。奥巴马一共花费约2亿5000万元打电视广告，远远超过麦凯恩的8000万元。在投票前夕的10月29日，他砸重金

约500万元巨资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福斯（FOX）、MSNBC等大型电视网购买30分钟黄金时

段，播放竞选广告，对选民正面宣示自己的政见。显然，巨额捐款确实有助于奥巴马打赢这场选战。 

然而，奥巴马得到的捐款远远超过对手仍然只是表面现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与过去绝大多数总统候选人不同，奥巴马

的捐款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网路向普通民众和低收入者募集的金额不到200元的小额捐款，这类捐款者人数至少有150万，占其

捐款者总数的49%。而希拉莉和麦凯恩在竞选开始时主要依靠传统的筹款会向有钱人募捐，根本不重视小额捐款，只是到后来才

学习奥巴马搞网路筹款，但效果远不如奥巴马。麦凯恩的小额捐款者只占捐款者总数的33%（希拉莉的此一比率更低）。其次，

奥巴马不仅得到大批低收入者的涓滴捐款，政坛大佬、亿万富翁、高薪白领、大商巨贾、影视明星也对他慷慨解囊。联邦参议员肯

尼迪及肯尼迪家族、股神巴菲特、国际炒家索罗斯、谷歌执行长施密特、全美收入最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温芙蕾等，皆是

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和捐助者（这恰好说明，经济地位并非决定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 

前一类捐款者很容易获得解释，奥巴马的未来施政纲领较多照顾中产阶级、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捐款。

后一类捐款者的动因比较复杂。有的人是因为对奥巴马政治理念的认同，或奥巴马个人魅力对他们的吸引力，压到了奥巴马某些主

张（如对有钱人加税）会伤害他们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些捐款者则可能是看到奥巴马获胜可能性较大，捐款给他以建立关系，等

他上台后利用这种关系谋利。 

总之，奥巴马之所以能筹到巨额捐款，首先是因为他的政纲、个人魅力等对许多选民和团体有吸引力。其次，奥巴马继承并发展了

上次大选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迪恩（Howard Dean）的经验，通过网路向底层民众和青年人募款，从而使他筹措的经费远远超过

对手，为最后获胜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 

 

三  媒体的偏爱？ 

 

还有人，尤其是希拉莉和麦凯恩阵营严词指责说，在这次大选中，美国媒体立场不公正，偏爱奥巴马，帮助奥巴马获胜。 

笔者长期从事英文新闻编译工作，年初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美国主流媒体有关选战的报道。客观地说，这种指责倒也不是毫无根

据。从希拉莉与奥巴马之间的初选，到麦凯恩和奥巴马之间的最后决战，美国的通讯社、大报、新闻刊物的相关报道，从报社的社

论、新闻的选题，到记者的下笔措词，我感觉确实存在偏爱奥巴马的倾向。 

美国的媒体，包括主流媒体是有政治倾向的。例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Time）、《新闻周刊》（Newsweek）偏左，

倾向于民主党、自由派、维护穷人和弱势群体利益的立场；《华尔街日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福布斯》（Forbes）偏右，倾向于共和党、保守派、维护富人和大公司利益的立场。但这种政治倾向有如下特点：

一、不受政府立场左右，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二、任何媒体的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其政治立场并非清一色，

例如《纽约时报》的13位专栏作家，大多数属于自由派，但至少有3个是保守派；三、媒体的政治倾向主要以社论、新闻评论的视

角、新闻报道的选题等方式体现，其事实性新闻报道仍然要遵循真实、客观、平衡等标准。 

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如果说在平时还不太明显，在这次大选中却受到激化。例如，佩琳成为麦凯恩的竞选搭档后，《纽约时报》立

即派员去阿拉斯加，调查出佩琳在一个小镇当镇长时，曾下令公共图书馆把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书籍列为禁书（因图书馆的抵制而

未能得逞），以及滥用州长职权，公报私仇，要求州警方开除与其妹妹离婚的一名州警，后来又借故将未听从其旨意的州警方负责

人撤职。当麦凯恩把一位与奥巴马公开争论加税问题的“水管工乔”（Plumber Joe），当作攻击奥巴马的钢鞭武器时，许多媒体

立即通过公共纪录，把“乔”只是一名没有水管工执照、收入很低而且欠税的老底翻了出来，使“乔”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美国媒体并非一面倒地偏爱奥巴马，厚爱希拉莉或麦凯恩的媒体也不少。早在2007年1月，奥巴马尚未正式宣布竞选总统之际，

华尔街日报就发表社论，断言希拉莉因为是女性和偏激而不可能当选，奥巴马则由于是黑人和没有经验也与总统无缘。2008年8月
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女记者Amy Chozick 的报道，宣称奥巴马太瘦，比相同身高的美国人平均体重至少轻10磅，多数选民不会投

他的票，以后又多次发表社论和文章攻击奥巴马。年初，《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面上同时支持希拉莉和麦凯恩，实际上只支持

希拉莉，因为随后不久《纽约时报》就发表关于麦凯恩婚外情的独家长篇报道。到投票前夕的10月，美国约300家大报中，《纽约

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200多家正式表态支持奥巴马，近100家报纸支持麦凯恩。 



几大电视网一直未正式表态支持谁，多数电视网立场比较中立，MSNBC比较偏向奥巴马，但福克斯电视网（FOX）似乎变成麦凯

恩的宣传部，从早到晚、连篇累牍、赤裸裸地攻击奥巴马。广播电台一直是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天下，特别是某些节目主持人，其抹

黑奥巴马语言之恶毒，超过了麦凯恩竞选团队。虽然如此，仍未能挽救麦凯恩的败局。 

新闻工作者也是人，也是选民，对各候选人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而且必然会在媒体上表现出来。只要没有故意歪曲、捏造

事实，尽量报道双方而不是只报道一方的立场，那就不算严重违背中立客观的新闻标准，何况选战持续的时间毕竟有限。我们需要

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多数新闻工作者偏爱奥巴马而不喜欢希拉莉或麦凯恩？是他们被奥巴马的金钱收买了吗？当然不是。我认

为，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奥巴马的政见吸引了他们。这又怪得了谁呢？ 

 

四  对手的看法 

 

布什总统的前顾问、共和党重要智囊人物卡尔•罗夫（Karl Rove）11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导致奥巴马获胜的原因有

四：一、奥巴马很走运，他是一位新鲜的、天才的、有非凡魅力的领袖，而此刻美国人民正渴望这种崭新的领袖；二、10月（应

为9月中旬）发生的“惊奇”（指金融危机）为奥巴马创造了获胜的条件；三、奥巴马提出某些深思熟虑的立场，如诉诸于两党选

民、作好对付急迫挑战的准备，发出希望与乐观主义的号召，对选民产生极大吸引力；四、奥巴马的两位得力助手——竞选总管普

洛夫（David Plouffe）和战略顾问阿克瑟罗德（David Axelrod）采用高明的竞选战术，建立一支强大的助选大军，动员以前不投

票的45%选民投票，同时大挖共和党的墙角，挖走了一部分虔诚基督徒、独立派、西语裔、男性白人等共和党的同盟军，导致过

去共和党占优势的弗吉尼亚、佛罗里达等“红色州”变成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州”。 

麦凯恩的战略顾问施密特也说，奥巴马进行的竞选活动几乎“完美无缺”，“极少犯错误”，“充分利用了美国人民对共和党在职

总统的不满、盼望变革的环境”。 

这两位共和党的高级策士，虽然使用了带有强烈党派偏见的语言，却道出了奥巴马获胜的某些真正原因。 

 

五  奥巴马获胜的四个原因 

 

笔者认为，奥巴马这位政坛新秀，之所以能够打败两位政界老将，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首先，奥巴马的政治路线和施政纲领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认同。在外交上，奥巴马强烈抨击布什的单边主义、迷信武力的路线，谴责

美国侵略伊拉克的不义之战。在对内政策上，他揭露美国在财富分配、税收、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批判布什政府维

护少数人利益、损害大多数利益的种种政策，抨击大公司和特殊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大搞权钱交易的“旧政治”，

誓言当选总统后要坚决改变这种状况，并提出一整套具体的新政策。和对手相比，奥巴马的路线和纲领，更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

和大多数人切身利益，表达了各阶层、各种族大多数选民的愿望。 

其次，奥巴马有一个以普洛夫、阿克瑟罗德等人为核心的高效率、强力而纪律严密的竞选团队。这个团队制定出细致周详的竞选计

划，根据对手弱点和选情变化及时调整战术和主攻方向；始终坚持正面竞选的方针，不搞人身攻击、无限上纲等负面伎俩；既不放

弃传统竞选方法，更利用网路等科技手段宣传政见，筹集经费，招募义工，组织竞选活动，反击对手的抹黑，广泛动员选民投票。

充分利用网路是奥巴马这次竞选的最大特色。通过网路，奥巴马招募了100多万青年人，组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义务助选大军，在

全国50个州设立800多个竞选办公室。奥巴马在MySpace.com的朋友人数是麦凯恩的4倍，在Facebook有300万支持者，还建立

了一个1000万电邮地址的数据库。 

第三，奥巴马本人具有多方面的优秀素质。他身材挺拔，长相英俊，笑容灿烂，加上年龄比对手年轻一二十岁，生理条件处于优势

地位。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法律、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素养深厚，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能言善辩，口若悬

河，其浑厚而磁性的男性嗓音，使男人振奋，女人心动。他写作能力很强，演说稿大多亲笔写就，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多用排比

句，激情澎湃，具有极大感染力。奥巴马的性格既敢于冒险，又头脑冷静，脚踏实地，思考周密。他出身低微，保持了平民形象和

草根本色，待人诚恳平等，毫无贵族气，被民主党领袖雷德誉为“一世代仅得一遇的领袖”（once-in-a-generation leader）。 

最后，奥巴马获胜还在于对手的错误。希拉莉的最大失误是过于轻敌，一开始根本没把奥巴马放在眼里，沿用传统方式筹款和竞

选，集中力量争取大州的民主党选民，初战失利后又惊慌失措，临阵换将，撤换拉美裔竞选总干事，丧失拉美裔选民的支持。奥巴

马则扬长避短，大力争取小州和立场独立的选民，赢得的党代表数超过了希拉莉。 

麦凯恩的最大错误是为了拉拢妇女选票，未做充分背景调查就挑选佩琳作副手。佩琳既缺乏国际知识，又没有处理全国事务的经

验，在电视节目里大出洋相，恶狠狠地攻击奥巴马“与恐怖分子为友”。这样一来，麦凯恩不仅没有争取到妇女选票（绝大多数原

来支持希拉莉的女选民投了奥巴马的票），反而使自己的一些支持者也认为佩琳不是一个合格的副总统候选人。我有个白人邻居，

从开始到9月一直支持马凯恩，看到佩琳的拙劣表现之后，转而支持奥巴马。 

总而言之，奥巴马及其竞选团队，制定出得到多数选民拥护的政治纲领，采用高效的竞选手段，打了一场以弱胜强的漂亮选战，这

才是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胜利的最根本原因。 

对奥巴马来说，当选总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毕竟执政不同于竞选，面对布什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奥巴马能否拨乱反

正，使美国较快走上正确轨道，能否抵抗权力的诱惑和腐蚀，这是他即将经受的另一场更严重的考验。 

Good luck，奥巴马总统，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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