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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1月份美国总统选举日已不到
90天，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挑战民
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选战气氛也
越来越浓烈,特别是8月11日罗姆尼选择
保罗·瑞安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更是让
大选气氛骤然升温。据盖洛普8月9日的民
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为47%，而罗姆
尼的支持率仅落后一点为46%。这项调查
每日跟踪，波动很小，分析家据此认为这
可能意味着激烈竞争会一直持续到选举
日。现任总统奥巴马广为人知，但罗姆尼
并不为国际社会所熟悉。以下是罗姆尼参
加总统竞选前，特别是他青少年时期的个
人成长故事，以此可以较全面地读懂一个
真实的罗姆尼。

少年高帅富

爱搞恶作剧
米特·罗姆尼在美国密歇根州布龙菲

尔德希尔斯市长大，在成为美国总统候选
人之前，身材异常修长的他是一个特爱搞
恶作剧但不关心政治的少年。

他曾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恶作剧：穿
上警服，在一辆借来的轿车车顶上装上警
灯，冒充警察在马路上“逮捕”了正在汽车
里约会的两个朋友和他们的女友。当时罗
姆尼装模作样地在尾箱里搜出酒瓶，女孩
子们吓坏了，动弹不得，他的两个朋友则
撒腿就跑，他想追也追不上。

“这么对待姑娘们确实不好玩。”克兰
中学的同学格雷厄姆回忆说，“不过这的
确是一个有趣的笑话。”

据克兰中学1965届同学的回忆，罗姆
尼偶尔有些笨拙，但搞起笑来很有感染
力。他出生于既富有又有权势的家庭，父
亲是底特律的汽车老板，曾三任州长。罗
姆尼生活无忧无虑，特爱搞笑玩乐，但从
不把家里的光荣史挂在嘴边。

由于出生于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富
有的政治家庭，铺就了罗姆尼从克兰中学
到哈佛大学，从盐湖城冬奥会拯救者到马
萨诸塞州州长，再到今天作为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挑战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巅峰对决
之路。他父亲的精英教育和个人影响，培
育了罗姆尼在商业领域成功的决心以及
服务国家的责任感。

表现不突出

但不怕失败
米特·罗姆尼今天给人的印象，是一

个身材结实硬朗、头发乌黑整洁、相貌无
可挑剔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在克兰中学，
他却是一个典型的笨拙、瘦高的青春期男
孩。

罗姆尼中学时期的朋友吉姆·贝利回
忆说，罗姆尼在一班同学中并不是精英里
的精英——— 不是表现最好的，也不是最受
欢迎或者最有运动天赋的学生。

吉姆·贝利现在是一名法官，他说罗
姆尼最好的体育表现是头一次参加全国
棒球巡回赛，不过在人声鼎沸的体育场以
失败告终。尽管在公众面前挫败，但这没
有影响罗姆尼的心情，他只是耸耸肩一笑
而过。有时错误会让人迷失方向，但是罗
姆尼退后一步，然后仔细思考在原来的基
础上怎样才会走得更好。

去年罗姆尼在2008年共和党内初选
失败的情况下再次出山，接受新一轮的挑
战，这是经过四年的反思后作出的决定。
他希望通过经验积累，成功踢走挡在他面
前也曾是他父亲面前的通往总统之路的
绊脚石。今年5月，罗姆尼终于击败党内对
手，成为实至名归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挑战寻求连任的奥巴马总统。

罗姆尼的妻子安说，“没有他父亲乔
治·罗姆尼的榜样和影响，我们不可能涉
足政治”。

父亲是难民

成功当州长
米特·罗姆尼出生于1947年3月12日，

在家里排行老四；当时他的父亲乔治·罗
姆尼在汽车工业界崭露头角，在底特律的
摩门教徒里红极一时。哥哥斯科特·罗姆
尼透露说，自从医生告诉母亲勒诺·罗姆
尼她不能再生孩子后，家里人都称米特·
罗姆尼为“奇迹小宝贝”。

乔治·罗姆尼的祖先19世纪居住在墨

西哥摩门教的殖民地里。乔治5岁的时候，
为了逃避墨西哥革命，与父母亲离开当地
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难民营，然
后又去过加州、爱达荷州和犹他州，成长期
间家里一贫如洗，他没有上过大学。

在米特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成功地与
一些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制造飞机部
件，在二战期间他们还合作生产过其它产
品。米特在自传《转机》里，描写了父亲在
生意和政治上的使命感：“这不是一项工
作，而是天职和宗旨。”这点在米特和他的
哥哥姐姐身上留下了永恒印象。

1959年，跟着哥哥姐姐的脚步，12岁
的米特·罗姆尼在克兰中学就读。当时他
父亲是美国汽车公司(AMC)的掌门人。

乔治·罗姆尼积极投身公民运动，在
密歇根成功地主持了一次宪法大会，接着
他以此为政治资本于1962年首次竞选州
长。在米特·罗姆尼15岁的时候，乔治击败
对手当上州长。

演讲挺父亲

从小勤干活
在父亲乔治·罗姆尼忙于选战时，年

轻的米特·罗姆尼也参与其中，在两场选
举助选中跑遍了密歇根州83个县。米特在
自传《转机》中记下了他当时对选民说的
话：“你们应当为我父亲当州长投支持票，
他是个真正的了不起的人。”

米特·罗姆尼作为州里最有影响力的
政治人物的儿子，在就读的精英预备学校
里很容易自我膨胀，但是他的朋友们说，
他对家庭背景不张扬，在学校为人和善。

乔治·罗姆尼出身贫穷，尽管孩子们在
舒适条件下成长，但他坚持教育他们要懂
得勤劳工作的价值。米特极不愿做除草、修
剪花草等园艺活，可是他父亲硬是派他在
郊区的家里干这些事。现在担任律师的菲
利普·麦克什威尔曾是米特的同学，他回忆
说：“周末我们和罗姆尼没法玩，因为他可
能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的活要干。”

在克兰中学，其他汽车行业老板的儿
子们开的都是都庞蒂亚克GTO和护卫舰
等大排量的跑车，而米特·罗姆尼开的却
是当时很酷的最小型的漫步者。

罗姆尼家族成员都是虔诚的摩门教
徒，这意味着家里人都不能喝酒、吸烟以
及周日不能参加活动。

移居波士顿

走上创业路
米特·罗姆尼从杨百翰大学毕业后，搬

家到波士顿居住。1975年，他在那里完成了
哈佛大学极具竞争力的法律和商业学业。

贝利不仅是他的中学同学，而且与他
一起参加了这个哈佛学业计划，他留意到
这个小时候搞怪的同学，背负着家庭养育
的责任，变得严肃了。

哈佛学业的要求是马不停蹄。“一周7
天，24小时一天。”当时尚未结婚、数着日
子过来的贝利回忆道，“有家庭负担要完
成那些功课……确实非常困难。”

尽管罗姆尼此后没有在密歇根州居

住过，但与之联系一直不断，因为他的父
母一直在布龙菲尔德希尔斯市居住。他的
父亲曾给他提过有关政治前途的忠告：你
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不要竞选公职，而且你
需要一场胜利为自己积累资本。不过，当
你担任公职的时候，能有所作为的话，就
有责任谋取更高的职位。

1978年，罗姆尼进入贝恩咨询公司，6年
后创立了“贝恩资本”——— —— 创业投资及杠
杆收购的风险投资基金。凭借出色的财政管
理能力，罗姆尼很快成为一名身家数亿美元
的企业家和跨国商人。在马萨诸塞州，罗姆
尼和妻子安养育了5个儿子，他的商场经历
成为他竞选总统经常援引的经济经验。

商场转政坛

竞选路不平
在妻子的鼓励以及有责任服务社会

的家族信念的指引下，米特·罗姆尼在46
岁时决定跟随父亲的步伐投身政治。1994
年，他向美国政界最有传奇性的名人之
一———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
发起竞选挑战。

米特的父亲当时不以为然，劝说他等6
个月后再参选。“我认为他应该更具知名度
才行。”老罗姆尼说。但是说归说，时年87岁
的老罗姆尼不可能置身事外，每周大部分
时间都待在马萨诸塞州给儿子打气。

竞选刚开始时，选情比较接近，但米特·
罗姆尼最终还是输了。正像他今天参选总统
被质疑一样，肯尼迪质疑他在贝恩工作期间
提升了工作岗位的真实性。身为米特的父亲
又兼竞选导师的老罗姆尼，于1995年7月26
日在家中去世，享年88岁。1998年，他的母亲
勒诺也在89岁高寿时过世。

竞选参议员失败后不久，罗姆尼受邀
担任2002年冬季奥运会盐湖城组委会主席
一职，当时组委会正受申办丑闻困扰。罗姆
尼离开了在波士顿业务正火的价值数十亿
美元的公司，上任冬奥会主席而不领一文
薪水。当时身体欠佳的安，最近又被诊断患
有多发性硬化症，支持了罗姆尼的抉择。

正是这个职位，让罗姆尼广受注目。其
间他削减预算、寻找新的赞助商，恢复了冬
奥会的正面形象，被冠以“白色骑士”的绰号。

受冬奥会成功举办的鼓舞，罗姆尼再
次在马萨诸塞州参与竞选，这次如愿以偿
成功当选该州的州长。他任职期间平衡预
算、提高收费，而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推出
了覆盖没有保险的医疗改革。

因为目光瞄准了更高的职位，罗姆尼
只担任了一任州长。离任一个月后，他荣
归故里。2007年2月13日在他出生地密歇
根州亨利·福特博物馆宣布：寻求竞逐美
国总统职位。

“我总是想象某天回到密歇根。”罗姆
尼说。当时安和五个儿子及孙子们围在他
身边。“……我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回
归，但是我今天回来了。谢谢你，密歇根。”

从这次演讲时间算起，罗姆尼踏上竞
逐美国总统的征途迄今已有五年多。最终
结局如何？今年11月选举日就将揭晓。

（据《广州日报》）

“高帅富”
罗姆尼的那些事事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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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低迷、前景惨淡，大学生就业
率走低、收入缩水，“租客一代”应运而生。

“租客”大多为年轻人，以租代买，为明
天攒钱。

迈克尔·安塞尔莫现年28岁，两年前签
署合同，租住纽约一套公寓，却在签约当天
失业。随后10个月，他用失业救济金交房租。

“自从失业，对未来的不安，笼罩着我每一个
决定。”彭博新闻社援引他的话报道。

安塞尔莫现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一
个健康机构任咨询师，租房度日。不仅买
房不在计划中，他连自行车都没有。

2009年以来，美国失业率超过8%，学
生贷款额大约1万亿美元。面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最缓慢复苏，安
塞尔莫与不少同龄人一样，对购买大宗商品
相当谨慎。

拉特格斯大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教授
克利夫·朱克金说：“从1929年到二战初期，
大萧条影响那一代人的消费态度。现在，经
济危机及其后果影响像安塞尔莫这样的年
轻人的消费”；“房屋曾经是可靠投资，现在
是风险重重的枷锁。”

不少20岁至34岁的青年人为省钱，选择
租房、租车、租衣服。

帕科·昂德希尔在纽约创建了一家消费
者行为研究和咨询机构。他说：“对年轻一代
而言，所有权不意味着永远拥有商品，而意
味着需要时可以使用。”

汽车租赁商面向年轻人推出以小时计
费的汽车租赁业务，生意火爆。据估计，这种
业务市值18亿美元。

众多租赁商应运而生。譬如，“租赁T

台”机构向消费者租借高级时装；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向大学生和年轻夫妻家庭
出租家具。租赁业发展导致零售业业绩下
滑。WSL零售战略公司总裁坎达丝·科利特
认为，租赁导致年轻人不愿购买新商品。

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黑尔德里希劳
动力发展中心研究显示，由于经济衰退，大
学毕业生工资收入缩水。2007年，大学毕业
生平均年薪3万美元；2009年至2011年，平均
年薪缩水3000美元。多数大学毕业生背负2

万美元助学贷款。一项针对444名大学毕业
生所做调查显示，其中40%因还贷压力推迟
买房、买车计划。

尽管美国房地产市场显现回暖迹象，复
苏缓慢使年轻人不敢投资，更愿意攒钱。

据美国全国房地产商协会统计，2011年
首次购房者占购房总人数比例为2006年至
2011年间最低，而房屋出租率是2002年以来
最高。

美国房屋政策中心一名主管说，要改变
年轻人推迟购买大宗商品的状况，需要经济
长期稳定、让年轻人对未来有信心。

（据《羊城晚报》)

美国的“租客一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青年一代的婚
礼，愈发讲究场面豪华、气氛热烈，走向
了将“幸福”与排场大小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时代。

结婚费用之高是惊人的，调查得到的
平均值为660万日元，仅婚宴一项就将近
200万日元。婚礼的场所多选择大饭店，参
加人数也逐年看涨，1976年平均每场51

人、1980年63 . 6人、1985年达到72 . 1人，
100人以上的占13 . 4%。新郎新娘三番五次
地更换华丽耀眼的服装，专业摄影师像对
待大明星一般环绕左右，对平民而言，这
是对虚荣心的极大满足。

大约有八成新人要求到国外进行新婚
旅行，其中半数到夏威夷，其次是塞班
岛、南太平洋和欧洲。更惹人注目的是，
很多结婚仪式是在教堂举行的。一部分人
甚至打破成规，先在欧洲举行只有新郎新
娘的婚礼，之后回日本大办宴席，被老人
们斥为“本末倒置”。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青年办婚礼的另
一个倾向是：从面向亲戚转向以企业为中
心。婚礼多在节假日举行，为的是邀请上
司和同事出席。社长、专务董事、局长乃
至议员、内阁大臣要是坐到主宾席上，新
郎的前途就有了保证；倘若这些大人物是
新娘的亲戚，那就更不用说了。

（据《青年参考》）

上世纪80年代

日本青年结婚讲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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