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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令到美國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撕裂，雖然坊間流傳著不少選舉舞

弊的消息，但是特朗普所提出的訴訟不是被法院駁回就是撤銷。從選票的分佈圖來看，支

持民主黨的州份都是集中在東西兩岸和東北，支持共和黨的州份則是中西部和南方，前者

是比較國際化和多元化的地方，反之，擁抱特朗普的選民則接受「美國優先」的做法。 

自 2016 年上任之後，特朗

普果然兌現其競選承諾，在國際

事務上採取退群的措施，例如退

出了巴黎協定、泛太平洋貿易協

定、伊朗限制核武協定、世界衛

生組織.....。他又認為美國在北

約和南韓付出太多防衛的代價，

他曾經建議將飛彈防禦系統由南

韓撤回美國的波特蘭市。  

特朗普這些外事政策難免受

到一些熟悉國際關係的學者質

疑，例如最近大衛‧麥基恩（David McKean）與巴特‧塞維奇克（Bart Szewczyk）在屬於

保守派的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舉行了一場講座，題目是《拜登時代的跨大西洋關係》，

所謂「跨大西洋關係」是指美國和歐盟的關係，這題目暗示了拜登將會成為下任總統，但

其實大部分講座內容都並不是關於預測拜登的歐洲政策，而是批評特朗普。 

麥基恩是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他曾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總監和美國

駐盧森堡大使。塞維奇克曾任職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員，並在歐洲委員會智囊團擔任全球

事務顧問。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專家，而不是隨便執起社交媒體的傳聞便大發議論的

YouTuber。 

拜登的競選口號之一是：「為美國的靈魂而戰。」跟這口號相似，麥基恩和塞維奇克

認為重建美歐關係是「為西方的靈魂而戰」。他們不客氣地指出：在過去四年美國的國際

聲望、美國與盟友的關係都受到重大破損。特朗普三番四次侮辱歐洲人，例如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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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住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就像生活在一個「地獄之坑」（Hell hole），儘管他承認自

己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去過布魯塞爾。 

他們說：1941 年，美國和英國簽署了《大西洋憲章》， 當時，羅斯福總統希望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這聯合聲明概述了美國和英國對戰後世界的許多

願景，例如裁軍、不允許任何強權以武力擴大領土、民族自決、減少貿易限制、全球合作

以確保人人享有更好的生活和免於恐懼、匱乏的自由......。在二戰之後，美國和歐洲一直

合作無間，去實現以上的目標。儘管雙方曾經意見相左，例如在 1956 年蘇彝士運河危機

期間，美、蘇與英、法、以色列站在對立面，在越戰期間歐洲國家並沒有幫助美國，但在

大多數情況下跨大西洋的同盟關係仍然是牢不可破，奧巴馬政府亦十分重視這多邊關係。

然而，在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沒有清晰的對歐政策，結果歐洲領導人都漠視美國。 

他們說：現在美國的情況就好像是二次大戰之前的德國，1930 年代法西斯主義和納粹

主義的領袖將國家的問題委過於一些外人。特朗普的心態也好像是 18、19 世紀的美國總

統，對外邊世界投以懷疑的眼光。 

這個講座的總結就在這裏停下來，筆者想承接以上的批評，來討論特朗普主義的排外

心態。上星期福斯新聞頻道主播勞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在其節目中狠狠地

批評拜登的全球化政策，她說：「若果拜登成為總統，他會將美國的大門開放給非法移民

和 H1B 簽證者。」我可以理解她擔心大量非法移民湧入美國，會構成許多法律、社會、

經濟問題，但她將 H1B 簽證視為損害美國，這不禁令我搖頭嘆息。H1B 是發給高技術外

勞的簽證，筆者在畢業之後亦曾經申請 H1B。特朗普在任期間限制高技術外勞，他說：

「如果給予美國工人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沒有人能夠與美國工人匹敵，但這種情況在過

去幾十年都沒有發生。」這正是特朗普在過去四年高唱的主旋律，結果，人們恐懼多元化

沖淡了傳統的美國白人文化，全球化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 

這當然並不是真實的情

況，筆者從事大學教育很多

年，亦曾經在高科技公司工作

過，無論是基於客觀數據還是

個人經驗，我清楚見到，大部

分美國本土學生都不願意修讀

電腦、工程、數學......等艱深

的科目，於是乎，美國研究院

理工課程的學額都是由持有 F1

簽證的外國學生佔據，美國高



科技公司也高度依賴高技術外勞。日裔美籍物理學家加藤道夫表示：「美國的教育體系無

法培養出具有高科學頭腦的畢業生，儘管如此，我們的科學體制並沒有崩潰，因為我們有

一個秘密武器：H1B Visa，我們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 無奈，加藤道夫並

不是特朗普的顧問。 

全球化、多元化是無法逆轉的世界潮流，而筆者相信這種潮流是弊多於利，那麼，到

底我們應該是向前邁進，還是倒退回 1930 年代，甚至是 18、19 世紀？當所有關於選舉的

法律訴訟結束之後，我們便會知道美國、西方、甚至世界還有沒有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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