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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君子一言：决不增税》论述的主题是政治实用主义和总统领导，从历史的角度阐明政治实用主
义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总统领导的重要因素。
政治学上的某些观点对有些政治家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但对布什、福特、弗兰克林、林肯和杰斐逊来
说则不难理解：当选总统的职责就是领导国家朝着最有利于美国人民的方向前进。
有时候，历史事件迫使总统朝着国家某个方向前进，但这既得不到广大民众和他所在政党的支持，也
不符合其个人或政党的直接政治利益。
但作为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认定的就是，他首先要为国家服务，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他的政党服务。
　　为了让读者评价布什在“1990预算协定”中的领导作用以及总统的领导作用，第一章论述了总统
权力的来源。
后几章举例说明了几位总统具有政治勇气的伟大举措，他们在任期内带领国家朝着某个方向前进，但
这个方向并不为广大民众所支持。
　　最后两章说明布什政府是如何建立经济结构，这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为长期的经济增长。
布什从来都不是高税收的倡导者，但是为了美国人民有机会展现个人才华和进取精神，创造经济奇迹
，有时就必须拿出领袖的气魄并做出个人牺牲。
1990年布什总统就做出了这样的牺牲。
布什具有远见卓识，他看到了国家必须前进的方向，以他的人格魅力带领他的政党和国家朝着那个方
向前进。
现在，由于1990预算协议所带来的经济复苏，布什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林肯是正确的：一个总统首先
为国家服务才有可能更好地为他的政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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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尼尔·奥斯特兰德　是布特学院历史学教授。
1990年他同福特总统主持了一次“战争权力决议”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与福特总统合著《战争权力
决议——一场宪法危机》。
他还是《美国历史相关问题》第1卷和第2卷的作者。
他被尼克松总统、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会见过，并借机与他们就他在论著和演讲中所用的资料进行评
论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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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一：致中国人民中文版序言二中文版序言三英文版序言引论第一章 总统领导总统的形象总
统领导的角色总统权力的来源第二章 总统领导的范例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杰拉尔德·R·
福特第三章 政府与政治第四章 乔治·布什总统演讲、记者招待会实录在民主党国民大会上接受总统
提名的演讲（1988年8月18日）布什就职演讲（1989年1月20日）关于联邦预逄谈判的声明（1990年6
月26日）在宣布联邦预算协定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9月30日）在为保持政府工作运转提供资金决议签
字仪式上的讲话以及答记者问（1990年10月1日）就联邦预算协定对商界领袖的讲话（1990年10月2日
）对全国发有关于联邦预算协定的讲话（1990年10月2日）关于联邦预算危机问题的总统记者招待会
（1990年10月6日）关于联寿预算协定的讲话以及答记者问（1990年10月27日）总统国情咨文报告
（1992年1月28日）鸣谢作者后记——务实的态度与国家元首的领导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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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总统的形象　　总统职位形象以及总统的形象可以扩大或缩小总统的权力，认识其中的原委
对理解总统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总统的形象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1）总统本人眼中总统一职的形象，（2）公众眼中总统职
务的形象和总统的个人形象，（3）国会眼中的总统及其职务形象，（4）媒体创造的总统的个人形象
和总统职务本身的形象。
　　总统眼中总统一职的形象将会扩大或缩小总统的权力。
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认为总统具有“精神领袖的非凡地位”。
西奥多·罗斯福（TR）曾把他的总统概念定义为“人民的乘务员”，并认为“做国家需要他去做的事
情不仅是总统的权力，而且是总统的义务，直至宪法或法律禁止他这样做”。
西奥多·罗斯福对他的总统概念身体力行，他也被历史学家称为我们的较为成功的总统之一。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未能得到历史学家像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西奥多·罗斯福同样的尊敬
，他认为他行使的权力只不过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力或国会法案赋予的权力。
他对于总统可以行使某种“不明确的权力”的概念加以嘲讽，“因为在他看来这不符合公众利益”。
　　尽管吉米·卡特总统极力主张加强立法，但在他的心目中，总统的派头远没两位罗斯福的那么大
。
卡特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样把自己看成是一位人民的精神领袖，他也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还
把自己看成是人民利益的监护人，他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在国会中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
两位罗斯福与卡特之间的差异在于，当卡特力图展现一种谦虚的总统形象的“政治表率”时，他的政
治形象陷入媒体和公众的沼泽之中。
他在任期间采取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比如旅行时携带自己的背包或使用昵称“吉米”，都使得
他的职位和他本人显得和蔼可亲，具有平民化的姿态。
由于卡特心目中的总统具有亲和的形象，因此他被描写成外在与内涵都缺乏派头，卑微的程度与他的
职责不相匹配。
尽管卡特是一位比媒体和公众所认可的还要好的总统，但是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媒体的影响能
够将表象变成现实。
卡特将“皇家总统”的高大形象降至在谦虚的总统形象上。
尽管谦逊是令人称赞的品德，但是总统的权力是由表现出来的无误和无敌而不是谦逊来提升的，事实
就是如此的简单。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总统执政具有集体领导的传统，而教科书的观点①认为在美国政体中总统是
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这就产生了公众对执政者的不切实际的形象和期望。
这种集体领导传统起始于乔治·华盛顿。
开国元勋们主张在美利坚选出一位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能够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人格魅力和领
袖风范的人。
人们希望乔治·华盛顿的威望和品行会使各种政治派别团结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够为了新兴国家的
最高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
今天，广大公众和媒体认为总统机构有能力使国家渡过难关，因为其成员具有卓绝的才干。
人们普遍认为总统制度有能力呼风唤雨，在任者应该认识到这种能力。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总统赋予政府人格化，并使之为普通大众服务，否则即成为非人性的抽象概
念。
然而这种非人性的抽象概念的结果就是产生历史的悖论。
一位总统必须展示出公众要求的超现实的高大形象和高期望值，因为只有进入这样的角色他才有能力
将他的政策变成现实。
但与此同时，他还要应对公众舆论单单对他一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谴责；因此如果经济或政府工作
无法满足大众的期望，总统就要承受指责。
　　我们还是以卡特总统为例来看看总统是为需要树立形象并构建期望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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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极力去实现超越政治可能性的目标，结果导致人们对他的高期望值。
卡特当选之后来到华盛顿，他希望实现他的竞选承诺的整套议程。
因为他强调总统的角色是作为美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公众也会盼望他去实现他的议程。
卡特头一年里议程中的许多计划是什么？
项目表是详尽无遗的，包括能源部的设立，一个全面的能源计划，露天开采的限制，净化空气计划的
重新审核，综合性农庄与食品计划（包括食品卷），最低收入的增加，福利事业改革，消费者保护局
的建立，医疗费用的控制政策，社会保险筹资，经济刺激计划，控制水污染计划的重新审核，住房与
城市救济计划，为改革众多的政府职能而对总统的重组权力恢复。
卡特还想减少赤字，实现预算平衡。
其中一些目标未能实现，或者未能按照卡特预计的速度来实现，卡特就被认定是一位低能的领导人。
相反的是，里根有限的议程没有产生诸多的期望，其中大多数都得以实现，这就树立了里根作为高效
领导人的形象。
这种成功的形象给予里根更多的政治资本去与国会一道实现未来的目标。
　　总统不仅要在公众面前树立起高效的形象，而且还必须要在国会面前保持同样的形象。
如果一个总统在处理同国会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无能或漠然，批评界就可能会对他的立法工作说三道四
。
这一点对像卡特这样的总统尤为如此，因为他没有国会方面的经历，对国会的制度准则有些木然，对
其议员在选民利益方面所具有的政治嗅觉也不敏感。
特别使议员感到恼火的是，总统往往会不经与国会领导或立法人磋商就迅速转变立场。
在涉及到国家、州或地区的重大事务的案例中，立法人认为他们需要提出建议，必霉时他们需要时间
来对公共政策的新变化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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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知道当时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国度里，减少赤字，继续经济增长，以及就业问题比我竞选时决不增税的承诺更
为重要。
因此我们的预算协议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
本书有助于解释和说明‘1990预算协定’所产生的影响，感谢奥斯特兰德教授为研究这项错综复杂的
课题所付出的艰辛——阐释了我在任期间发生的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
⋯⋯我希望本书将会使读者对协商、妥协以及我们政府体系运转的艺术有一些深刻的认识。
”　　——乔治·布什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奥斯特兰德教授的《君子一言：决不增税
》一书，着重阐述的就是布什总统的“1990预算政策”出台的经过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
奥斯特兰教授在书中对一重大问题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当时美国两党政治的异常复杂性，而且还突出
了布什总统驾驭这种政策局面所具有的卓越领导才能，以及他为美国国家整体利益的深思熟虑，为美
国今后的社会经济走向的高度关注。
　　　　乔治·布什总统上台后不得不应付他感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即前任政府留下的庞大的财政赤
字远远超出了现任政府的承受能力。
他之所以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会改变初衷，把“决不增税”的承诺改变为“增税减赤”，是迫不
得已的。
乔治·布什总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长期依赖财政赤字过日子，如果不及时果断地改
变预算政策，越到后来就越难改革。
他的决心，他的应付共和党内部和国会中的种种异议的举措，以及他的“增税减赤”政策所取得的成
绩，在奥斯特兰教授的这本著作中有详尽的、生动的记述。
这也正是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
　　——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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