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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喬治亞州的選舉中，民主黨取下了參議院兩個議

席，未來一屆美國政府裏面，民主黨將會控制白宮及參

眾兩院。在選舉前的另一個場合，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時

事評論員法瑞德（Fareed Zakaria）指出：由 1930 至 1960

年，美國政府的施政效能比較高，因為大部分的那段時間白宮和國會都是由同一個政黨主

控，甚少出現互相否決對方法案的現象。按此推論，那麼拜登政府應該更有管治能力。但

另一個相反的看法是：拜登政府在毫無阻力之下會推行左派的措施，令本來已經非常兩極

化的美國社會更加撕裂。 

我無法預知未來，但回顧歷史，美國政府的施政效能似乎與是否由同一個政黨控制總

統府和國會沒有多大關係。例如由 1981 至 86 年，民主黨都是在衆議院中佔多數，由 1987

至 88 年，民主黨更加控制了參眾兩院，儘管如此，共和黨籍的列根總統仍然能夠大展拳

腳，其亮麗的政績至今被人津津樂道。在克林頓擔任總統期間，除了 1993 至 94 年之外，

參眾兩院的多數派都是共和黨，在那八年裏面美國經濟蓬勃發展。  

另一個例子是民主黨籍的杜魯門總統主政初期，由 1947 至 1948 年期閒，共和黨在參

眾兩院都佔了多數，當總統府和國會並不一致的時候，美國卻遇上了嚴峻的國際考驗。二

次大戰結束後，蘇聯向土耳其施加壓力，要求允許蘇聯的船隻可以自由地通過連接黑海和

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峽。由於土耳其政府不願屈服於蘇聯的要求，歐亞邊緣出現了極為緊張

的局勢。土耳其的鄰居希臘更汲汲可危，1944 年納粹德國敗退，希臘出現了權力真空，

希臘共產黨得到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共產國家的支持，企圖推翻原

本的希臘政府，1946 年希臘爆發全面內戰。英國是希臘的傳統盟友，但經過二次大戰的

長期消耗之後，英國已經沒有能力再援助希臘，於是英國要求美國伸出援手。 

現在人們對美國「世界警察」的角色已經習以為常，但當時對杜魯門來說這是一個燙

手山芋，過去一百五十年美國的外交政策都是孤立主義，一次大戰之後美國不願意加入國

際聯盟。二次大戰剛剛結束之後，美國人更加不願意被捲入他國的紛爭，例如 1946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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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美國對國民政府實施武器禁運，美國的普遍民意是：其他國家的事務由他們自理，美國

沒有必要蹚這趟渾水。 

在 1946 年的中期選舉裏面，共

和黨贏得了眾議院 57 個席位和參議

院 13 個席位，現代的共和黨是鷹

派，但基於於小政府主義，那時候共

和黨認為美國仍然需要維持孤立主義

的傳統，不要將資源浪擲於國外。杜

魯門卻逆流而上，努力去謀求兩黨達

成共識，而共和黨參議員阿瑟‧范登

堡（Arthur Vandenberg）說服其同僚支持杜魯門。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魯門向國會宣佈杜

魯門主義，呼籲美國應該盡其所能，去遏制共產主義在希臘和土耳其擴張。 

美國派遣海軍增援土耳其，蘇聯隨後收回了對土耳其的要求。美國並沒有派兵到希

臘，只是提供武器和物資。本來希臘共產黨軍隊佔盡上風，因為希臘週邊都是共產國家，

希共具有進可攻、退可守的優勢，這有如在越戰期間，北越軍隊和越共取道穿過柬埔寨的

胡志明路、西哈努路，奇襲美軍與南越軍隊。在美國支援下希臘政府軍反敗為勝，蘇聯放

棄支持希共，但南斯拉夫繼續，美國採取了釜底抽薪的戰略，1949 年 2 月美國向南斯拉

夫提供經濟援助，條件之一是南斯拉夫承諾切斷對希共的支援，同年 7 月南斯拉夫關閉了

和希臘接壤的邊境，希臘共產黨馬上崩潰，剩餘的部隊逃入阿爾巴尼亞。1949 年 10 月 1

號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個星期之後，亦即是 10 月 16 日，希臘政

府宣告停火，內戰已經結束。1952 年希臘和土耳其加入北約，成為了反蘇反共長堤的一

員。 

若果那時候民主黨和共和黨相持不下，議而不決，後果真的會不堪設想。蘇聯併吞了

土耳其和希臘之後，便可以輕易染指中東，取得石油控制權，冷戰可能會拖延很多年才結

束。政府能否果斷回應危機，並不在於白宮主人的黨籍，或者是那個政黨在國會中佔大多

數，而是人們能否拋下成見，客觀地評估局勢，將世界和國家的利益放在黨派和私人的利

益之上。 

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52 年杜魯門總統離任時的支持率只有 22%，整個任期裏面的

平均支持率是 45.4%，這是自二次大戰之後所有總統之中最低的。但無論如何，我仍然認

為杜魯門是近代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美國的前景如何，取決於會否擁抱跨越黨派的杜魯門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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