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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u 克林頓總統在2000 年12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序言
中寫道：「當我們邁進新的千禧年時，我們有幸成
為一個享受空前繁榮國家的公民，國內沒有深刻的
分歧，國外亦沒有壓倒性的威脅，還有，我們擁有
史上最強大的軍隊。或許從前的美國人希望有一天
能夠生活在一個備受祝福的國家，可以享受以上所
說的其中一部份。或者很少有人期望能夠體驗到所
有這些好處，能夠得到一點就更少了。」

u 他認為在他的世代美國人已經擁有一切，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u 在那個時代，克林頓可以
說出這種為美國而自豪的
壯語。

u 由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
期，日本成為美國最強勁
的經濟對手，美國在許多
領域上都節節敗退；然而，
日本政府在應對房地產泡
沫時卻採取了錯誤的政策，
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成
長開始停滯，這段時期被
稱為日本「迷失的年代」。



u 1993年世界上第一個互聯
網瀏覽器NCSA Mosaic面
世，從此世界步入了互聯
網世代，美國的電子商業
帶動持續強勁的經濟。

u 2000 美國財政年度的盈餘
為 2,370 億美元，這是連
續第三次盈餘，也是有史
以來最大的。1998年至
2000年間， 美國的公共債
務減少了3,630億美元，這
也是空前絕後的。



u 在冷戰期間，美國在多方
面都處於下風，最蒙羞的
失敗就是南越淪陷；

u 然而，1990年美國率領聯
軍擊退了入侵科威特的伊
拉克，在國際上的聲望如
日中天；

u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
束，美國成為一枝獨秀的
超級大國；

u 1999年美國及其北約盟友
又以零傷亡的創舉戰勝了
塞爾維亞。



好景不常

u 現在無論是誰人擔任總統，都不會再好像克林頓
般吐出豪言壯語，無論是從縱還是橫的角度來看，
美國人的兩極化比自己的從前和比其他國家都更
加嚴重，根據2020年的一項研究，經濟學家傑西
‧夏皮羅（Jesse Shapiro）的團隊發現，過去幾十
年來，美國人的政治兩極化加劇程度遠遠高於加
拿大、英國、澳洲、德國。

u 根據2021年蒐集的數據，政治學家謝里夫‧阿姆
拉尼（Sharif Amlani）和卡洛斯‧阿爾加拉
（Carlos Algara）發出這個警告：美國目前的兩極
分化是自內戰以來最厲害的。



好景不常
u 在國際舞台上，多處區域

爆發了戰爭或者存着潛伏
着危機，雖然美國還未至
於束手無策，但已經失去
了「號令天下、莫不敢
從」的氣勢。

u 在經濟上美國算是成績驕
人，特別是在人工智能方
面佔了上風，但中國亦步
亦趨。





u 每天都有晝夜循環，一年則有
四季輪替，國運起起跌跌是很
正常的。也許當今最嚴重的挑
戰和威脅，並不是兩極化的政
治氛圍和充滿火藥味的國際形
勢，其實，只需存著盼望和有
決心，最終問題是可以解決或
者減輕的。

u 《新聞週刊》2023年的民調發
現，與2019年相比，42% 的美
國人對美國的未來感到更加悲
觀，只有27%的人感到更加樂
觀。同一項研究顯示，36%的
受訪者認為他們現在的整體生
活狀況比2019年更糟，只有大
約26%的人表示更好，33%的
人認為情況與以前差不多。



u 2022年，拜登總統曾經在
推特的貼文說：「一年前，
我們開始書寫一個關於希
望而不是恐懼的美國故
事；是團結，而不是分
裂；屬於光明，而非黑
暗；一個關於正氣和尊嚴
的美國故事；是愛和治
癒；是偉大和善良。願這
個故事繼續引導我們前
進。」

u 拜登可說是用心良苦，然
而，拜登並不是列根！



列根在劣勢中仍然樂觀

u 1970年代美國在經濟上被日本打得喘不過氣來，
在國際上蘇聯大肆擴張。此外，水門事件、燃油
危機、伊朗人質事件…… 令美國淪為國際小丑和
紙老虎。步入1980年代，美國人好像完全沒有樂
觀的理由。不過，列根總統上台之後卻扭轉了這
形勢。

u 克林頓的豪言壯語並沒有值得稱許的地方，因為
他處於盛世。列根難能可貴的地方，是在劣勢中
仍然保持樂觀態度。



u 列根最偉大的政績並不在
於內政和外交，列根有著
與生俱來的魅力和樂觀的
性格，他相信民主自由、
自力更生、不斷創新等美
國核心價值，聽眾感受到
他的真誠。

u 他被讚譽為「偉大的溝通
者」，他可以向人派出定
心丸，激發人們「凡事都
能」的進取精神（ can do 
spirit ），令人對美國未來
重拾信心。





結語

u 我無意推動個人崇拜，但國事就好像是戰場一樣，強
將手下無弱兵，能夠挑動士氣的將軍可以令水兵變勁
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