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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1 年 911 恐怖襲擊令我感到震驚，但我並不擔憂美國和自由民主世界的未來，因為

我相信普世價值最終會勝過濫殺無辜的極端主義；2008 年金融海嘯令筆者蒙受經濟損

失，但我沒有因此而失眠、焦慮，因為我相信美國強靭的經濟終歸會復甦過來。然而，現

在美國的氛圍卻令我真的非常不安。 

 

更少和更多  

在拜登總統就職典禮之前，愛家協會（Focus on Family）的創辦人兼名譽主席詹姆

斯‧多布森（James Dobson）發佈了其每月通訊，他預測美國的未來將會是一片陰暗，他

寫道：「總統拜登及其多數黨提出最激進的想法將會實現，......未來的歲月他們將帶來更

多法規，更少自由，更多稅收，更少宗教自由，更多社會主義，更少民主，更多金錢用於

墮胎，更少對神聖人類生命的支持，更少資源用於軍事，更多非法移民，更多言論限制，

更少愛國主義，更多浪費的支出，更少對家庭的支持，更多商業法規，更多對中國、伊

朗、俄羅斯和朝鮮的姑息，更少對選舉人團的支持，億萬美元用於應付荒謬的氣候變化，

更多宣傳同性戀，更少道德歉疚，更多政府腐敗，更少選舉監督，更多的『取消文化』，

更少警察，更多槍支管制以及更少屬於人民、由人民擁有、對人民負責的政府，我們還可

以預料到可怕的《平等法》將很快通過。」 

以上的預言是建基於許多值得商榷的價值判斷，例如幫助弱勢社群的社會主義政策是

不公義的，科學家關於氣候變化的說法是荒謬的，為了減少槍殺案而實施槍支管制是不對

的。我不會在這裏逐一討論以上每一個預言，我只是想指出，無論以上的事情會否發生，

對多布森和他的支持者來說，美國在民主黨的統治下一定是「暗無天日，民不聊生」。無

論新政府怎樣厚待教會，他們仍然會解釋為宗教自由受到限制；無論是多麼溫和的政策，

他們仍然會看成是激進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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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缺乏認受性  

多布森的意見並不是少數，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 1 月 9 日至 14 日進行了一項調

查，該調查顯示 75％共和黨人認為拜登沒有合法贏得選舉，相比之下，民主黨人只有 1

％，獨立人仕則有 36％。大約在同一時間，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進行

的一項調查顯示，67％的共和黨受訪者表示拜登的獲勝是不合法的。宣誓者（Oath 

Keepers）是一個武裝右翼組織，這組織擁有成千上萬具有執法和軍事背景的成員，這組

織聲稱：「他（拜登）嘴裡所說的一切都不會被認為具有任何作用或效力，他簽署的任何

法律，我們都不會認為是合法的，......我們最終會消滅他和抵抗他。」右翼電視新聞頻道

Newsmax 甚至說：「我祝他不成功。」 

筆者的一些朋友對我說：「拜登是邪惡的。」「拜登不會是一個好總統。」這好像是

一個老師在考試前對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學生說：「你是人頭豬腦，你必定會考試不合

格。」 美國社會兩極化的程度是空前的，若果大多數人拒絕與政府合作和作出讓步，那

麼任何施政都將會癱瘓，拜登團隊將會變成了跛腳鴨政府，他們將會「證明」了拜登的確

是一個糟糕的總統。簡單地說，這將會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正面和反面的自我實現預言  

自我實現預言是一種常見的社會、心理現象：有些人預測或期望某事會發生，而這種

預測或期望之所以成為現實，是因為人們相信它將會發生，於是乎他們在行為上配合自己

的想法。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解釋得更加清楚：在自我實現預言中，

人們對自己或者處境作出錯誤的判斷，這種誤判改變了自己的行為，使最初的錯誤想法變

成現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銀行擠提，一間銀行本來是財政健全，但有人謠傳這銀行的財

務出現問題之後，於是很多客戶同一時間提取現金，結果令到這銀行瀕臨倒閉，這是負面

的自我實現預言。自我實現預言也可以帶來正面的結果，安慰劑作用（Placebo effect）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我相信某種藥物可以治愈我的腹痛時，最後我的疼痛可能會消失。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負面的自我實現預言比正面的更容易發生。比方說，一個資質

平庸的學生以為自己天才橫溢，只要努力讀書就可以進入哈佛、耶魯、或者麻省理工，到

頭來他可能會失望透頂；另一個成績中上的學生覺得自己無論怎樣讀書也不會有成就，於

是乎全盤放棄，考試時交白卷，結果真的「求仁得仁」。一個相貌平凡的男孩子認為自己

好像湯告魯斯那般英俊瀟灑，他信心十足地先後向許多美女展開追求，結果是有緣無份空

痴想，有份無緣更淒涼。另一個相貌堂堂但十分害羞的男孩子恐怕任何女性都會拒絕他，

於是變成宅男，孤獨終老。簡單地說，正面的自我實現預言可能只是難以實現的一廂情願

（Wishful thinking），但負面的自我實現預言則是香港俗語所說的「好的不靈醜的靈」。 



希望「美國沒落論」的預言落空  

套用在政治上，正面的預言未必可以會自我實現成盛世，但負面的卻很有機會自已令

美國分崩離柝。其中的關鍵詞是「自我實現」，而不是「負面」。曾經以「文明衝突論」

而聞名於世但又飽受批評的政治學家森姆‧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指出：

在過去很多人不時對美國的未來作出了悲觀的預測或者高唱「美國沒落論」，例如 1957

年蘇聯發射了全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之後，有人悲觀地預測蘇聯的科技將會超越美國；

1975 年南越失守之後，不少人認為美國已經失去「世界警察」的地位，盟友不會再指望

美國的領導；19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力量如日中天，無數專家預測日本將會

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的經濟龍頭...... 。不消說，這些悲觀的預言都沒有實現，因為儘管人

們相信那些預言可能會發生，但他們不希望它們實現，相反，人們會盡力制止預言成真。

2003 年小布殊決定對伊拉克出兵，一位朋友極力反對，他認為這軍事行動會令到中東的

局勢更加混亂，甚至乎一發不可收拾，但最後他說：「我希望自己的預測是錯的。」另一

位反對出兵伊拉克的朋友說：「在戰事未開打之前，我希望小布殊能夠改變主意，但現在

美軍入侵伊拉克已經是既成事實，我當然希望小布殊成功，我希望伊拉克在美國改造下可

以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無奈，現在筆者已經不再碰到這類不願意實現預言的人。 

 

結語 

今天，拜登在總統就職典禮的演說中指出：「我們要修理、修復、治愈、建造、贏取

很多東西。......團結所有人！我要求每個美國人都參與這個行動……我知道今天講團結，

聽起來像是個愚蠢的幻想，我知道分裂我們的力量是深刻而真實的……我們可以視對方不

是敵人，而是鄰居……如果您仍然不同意，這不打緊，那就是民主，那就是美國……分歧

不必導致分裂……我們必須結束這場不文明的戰爭……我們將迎接挑戰，為我們的孩子創

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我們必須這樣做，我相信我們會做到的。」我並不是民主

黨人，更加不是拜登的粉絲，但我希望他的預言能夠實現，能夠成功地分配疫苗，成功地

振興經濟，成功地修補社會的撕裂，成功地為下一代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若果他失

敗，這並不是多布森、宣誓者、特朗普的成功，而是所有人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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