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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票就讓一位得票三十七萬八千
兩百九十七票的候選人黃俊英先生

高票落選，這就是台灣高雄市長選舉的慘
烈景況；據觀察家認為：「這與在選舉最
後關頭，陳菊陣營和陳水扁總統影射黃俊
英買票的傳聞有關，可能是造成黃俊英以
些微的差距落選的原因。」

我們並不在這裡討論選舉的結果，但
總感覺這1120 票的對民主選舉結果的影
響，是可以給我們一些反思的地方。

孫中山先生曾說過：「政治就是管理
眾人之事。」；管理眾人是一件大事。中
國傳統的政治，講究的是「精英主義」，
至少老百姓是無權過問政治之事，中國的
傳統政治的管理是交給考過科舉的讀書人
手中，由一小群「精英份子」經過層層的
訓練，從最低層九品芝麻的小官開始，因
著表現，一級一級的歷練而成為一品大員
的京官。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則主張「智者」
管理的政治，他認為要具備知識和德行的
人才能去管理政治；但當時希臘的雅典的
城邦政治實況是所有的公民有參政的權
利；政策透過公民自由討論而決定，因而

發展出重要的民主精神：一是法治、二是
自由；在這樣的境界中，柏拉圖可能感悟
到普遍性的齊頭式的民主，有它的限制；
因而萌生精英主義式的政治思維。

俗語說：「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
上治天下。」其中，道盡了中國傳統的政
治運作的特質；中國文化中的領導人除了
必須具備個人才能外，還必須具備人格的
魅力；在政治權力運作中有兩個大方向，

其一，講求個人威望的領導風采，例如水
滸傳的宋江、或是印度獨立運動時的甘
地，完全是一種個人的聲望支撐了整個大
局；其二，偏重實權的授予，例如單單一
口「上方寶劍」就可指揮各級官員。故為
政者必須執中，使兩者的運作取得平衡，
才是國家與人民的福氣。

然而，當一個候選人，經過選舉僅以
些微差距而成為地方首長、甚至國家領導

人，獲得選舉勝利後，取得權力時，他是
取得實權，卻沒有嬴得令人心服的實質，
造成了政治困境，實在令人擔憂，往往在
民主選舉中會常常出現這樣的窘境。

再者，英國史家阿克頓〈Acton〉曾
說過一句警世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
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當我們期
盼透過民主選舉，選賢與能的人，為人民
作一點事情，偏偏群眾是盲目的，選舉是

可以操作了，萬一以些微差距選出了不適
當的人選，成為領導人後，貪污腐化，但
卻是人民選出來的，實在不是人民的福
氣，也不是國家的福氣。

有人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人
人都愛錢；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人都愛
權。」說明了一個事實，人民都在追求個
人的幸福，只是在不同的體制中，幸福的
意義不同罷了！因此，體制沒有好壞之

分，只應該問這個體制是否為人民帶來福
祉。
一些從台灣來的移民就有更深的體會：
「台灣是民主，似乎是人民出頭天。然
而，社會的亂象，經濟的衰退，生活一天
不如一天。」，這也可說是民主政治中始
了未及的後遺症；可見，民主是必須配套
的，故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實行民
主，是必須有過程的，他必須經過軍政、
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並不是一步到
位，就能超英趕美。

事實上，從孫中山先生創立亞洲第
一個共和國以來，中國的民主政治一路踟
躕的走來，並未達到「美式民主」的境
界；畢竟「民主」是西方文化產物，文化
是不能直接移植的，法治與自由是必須慢
慢學習與成長；可見，民主政体的外在形
式是不可能全盤在中國實行，但它內在的
精神是可以保留的。

因此，如何從中國傳統講究「精英
主義」的政治文化中，加入了民主精神，
也正考驗著這一代的中國人。

1120 不代表什麼？它只是帶給我們

更多的醒思與反省吧！

1120 代表了什麼？
曾慶華

加州是美國最大的一個州,無論人口,經濟都佔有極
大比重,只是加州的政治影響力並不如人們想像的大,大
概與地緣有關,畢竟,加州離政治中心的華盛頓市太遙遠
了.

不過這次期中選舉,有兩樣結果,可能會抬高加州未
來的政治地位,一個是人人都注意到了,即加州選出的女
議員成為國會眾議院院長,按美國的政治體制,她是排在
權力次序的第三號人物.

當然在眾議院當議長,畢竟有政黨的因素,也受兩年
一次的選舉的牽動,期影響力很難長久.但另一件讓加州
成為政治分析家們有興趣的是所謂的加州經驗.

這次阿諾州長以六成的支持率重新當選加州州長,
大出分析家們的意外,因為僅在兩年前,阿諾提出的所有
法案都招到加州人的否決,全軍盡墨,當時,人們視之為

對阿諾政治前途的公民投票,因此,一般認為阿諾連任的
希望渺茫.

兩年前,與阿諾州長同屬共和黨的總統布希,又是另

一番光景.當時連任成功,志得意滿地說,我掙下了政治
資本,我可以盡情地花掉.

兩年不算短,也不算長,總統領軍的共和黨失去了國
會多數黨地位,而阿諾以六成支持率橫掃競選對手,穩坐
加州州長寶座.對比競如此鮮明.政治分析家認為,其中
必有秘訣,他們將它稱之為加州經驗.

學者們眼中的加州經驗,其實是相對布希總統的失
敗而來.阿諾在議案失敗之後,決定放下政黨意識,以加
州發展為宗旨施政.

例如阿諾與民主黨人合作,通過了支持幹細胞研究
的法案,也通過全美最為嚴格的環保提案,這些法案都是
民主黨人的議題,但阿諾承認幹細胞研究的必要性和承
認地球暖化的存在,無疑是比共和黨人反對幹細胞研究
和否認地球暖化現象邁進了一大步.

阿諾在政黨意識最為分明的議題上,願意以全州人
民的福祉為主導,來與民主黨人合作,無疑是找到了一把
開啟政黨合作的鑰匙,加州是民主黨人占多數的州,州議

會把持在民主黨人手中,阿諾能與民主黨人合作愉快,的
確與當今的華盛頓的政治氣候大不相同.

加州另一個更為重要,也是更有深遠影響的是阿諾

的經濟政策,阿諾推出了430 億元的重建加州的經濟方
案,這些重建方案,將創造70 萬個工作崗位.更主要的
是,重建方案以重建公共設施為主,這是美國近幾十年來
最缺乏的,但卻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同時這些基本建
設所創造的工作機會,也不可能被移至海外,從而保證了
未來加州人的工作機會.

另一個重要之處是,阿諾採用借債的方式,而不是增
加稅收的方式來籌集資金,因此不致破壞當前的經濟秩
序,無疑為美國經濟的發展開創了一條新路.

如今的華盛頓,共和黨人力主減稅,減少政府干預,
只能眼睜睜看著工作機會移至海外,坐看中產階級沉淪,
而民主黨人只會提高最低工資額,提高高收入家庭的稅
收,其結果是,低薪資工作崗位的減少,和小型業主們稅
賦加重,而中產階級的生活也毫無改善.

阿諾的以借債的方式進行基本建設的經濟政策,無
疑為美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模式提供了一個參考.

因為，從長遠的觀點看,只有重建中產階級,並強化

中產階級的地位,美國經濟才會穩定繁榮,而這正是加州
經驗寶貴之處.

“ 終結者  ” 為美國經濟走出新路
朱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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