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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火的日子》

内容概要

真实记录布什—切尼政府的执政内幕
立体呈现美国烈焰四射的交火时代
布什与切尼，一个是初入政坛的总统，一个是深谙政治的冷酷副总统，他们在8年任期里经历了恐怖
袭击、两场战争、金融海啸等一系列重大危机，成为继尼克松政府后最具争议与戏剧性的总统任期。
在这部近800 页的厚重作品中，《纽约时报》驻白宫首席记者彼得·贝克向读者展示了当代历史上意
义最深远的总统任期，细述布什与切尼如何侥幸夺占白宫，一度被视为民族英雄而轻松连任，最终又
在各种指责与背叛中告别政坛的曲折历程和内幕经历。对于两场失败的反恐战争，空前艰难的经济危
机、各种不堪的外交困境，以及如何勾心斗角，赢得竞选与党派之争，本书都进行了精彩的再现。
本书还立体呈现了布什与切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早期布什依赖切尼，使后者成为史上最具影响
力的副总统；到双方不断成长，直至最后时刻的分庭抗礼。他们到底谁才是白宫的真正掌权者？而经
历恐怖袭击后的美国是如何做出一系列影响世界的决定？本书给出了真实的答案。
谁赏识了谁？谁容忍了谁？谁背叛了谁？
最终，谁又成就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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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贝克（Peter Baker）
小布什时代白宫现场见证人
深谙华府政治内幕的金牌记者
★《纽约时报》驻白宫首席记者
★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知名时政评论员
★ 超级畅销书作家
彼得·贝克长期为《纽约时报》报导与白宫相关的新闻，深谙白宫和国会的政治运作。他也是超级畅
销书作家，著有《弹劾与审判克林顿内幕》《普京的俄罗斯》等作品，其作品皆以采访众多核心人物
、研究海量政府机密档案、具备庞大的信息量为基础。
《交火的日子》为其最新著作，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
纷纷将其评为年度优秀读物，更被美国各界公认为研究布什执政时期的权威参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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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优秀的纪实写作：所写基本有出处（没有注释也看得出来）、语言流畅还带点幽默、重视语
言动作等细节描写，可以从此管窥美国高层政治的运作。对比切尼的回忆录，会发现切尼选择性略过
了一些事。翻译中有一些明显错误，如把“陆战队一号”翻译成了“海军一号”把“一星准将”写成
“一星少将”。
2、从文学角度来看，作者文笔很好。我读过最好的传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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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表面上看，布什与切尼的故事早已为公众所熟知，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真实故事以及8年来一
起走过的岁月，比坊间的只言片语要复杂得多。笔者对包括切尼在内的许多关键人物进行了数百次访
谈，并对数千页从未公布过的笔记、备忘录和内部文件进行了研究，描述了这段紧密的伙伴关系是如
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在两人合作的初期，布什只是一位未经考验的年轻总统，在
许多事物上要依赖切尼这位经验老到的二号人物提供建议，但即便如此，布什也不是批评者们所说的
“马前卒”，而切尼更不是所谓的“幕后黑手”。——书内摘这个世上的人很奇怪，你做多多骂，做
少少骂，不做呢？也骂，但是总体而言，少做或者干脆不做还是骂得最少的！因为，你的前任已经替
你把该挨的骂都挨完了。美国人民很幸运也很不幸的是，他们就摊上了这么一届想要多干点事的领导
班子了，对，小布什和切尼这对儿。咦，为啥会说是领导班子呢？这自然不能不提到美国总统制的独
特之处了，像我们通常会认为，总统候选人应该角逐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应该角逐副总统吧，但是看
了这部书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凡是会这么认为的，肯定都是把美国的政局中的总统和副总统
职位，和我们国家的主席和总理错误对应了。实际上，平日里的美国的副总统根本就是个花瓶的作用
，而且连花也不会插，纯摆设的；如果桌上的水瓶不在了，倒是能拿来用一下。既然，副总统只是起
到一个备胎的作用，所以美国人的政府领导班子干脆都是一套制的，副总统不是直接由选民公选出来
，而是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中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搭档一起出现的，并且在搭档的总统候选人当上了总统
后就自动升任为副总统了。便于继任接手啥的。总之，大选结果从来不取决于选民对副总统人选的选
择，完全是取决于总统候选人本身。其实，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为何美国何以会有这样的选举制度出
现，毕竟他们美国不是总爱天天嚷嚷着一些“民主”“自由”的吗，结果副总统的选举居然不是根据
选民的意愿，而是要靠谁当上了总统来定夺，实在是有些儿戏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总统和副总
统的选举流程。首先，两党内部各自竞选出将要提名的总统人选，各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只是作为总统
候选人的搭头，甚至有在角逐党内候选人激烈的情况下，出于种种原因妥协成为一起搭班子选举的副
总统候选人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并不鲜见。然后，到了大选前俩党开始角力了，由党内提名的总统
人选和搭头副总统人选一个州一个州的想方设法的游说，就是把自己以后可能的施政纲领给吹到天上
去，从选民的手里骗选票啰。再然后，大选投票后再一个州一个州投票计票，最后汇总出全国票数，
选出总统。如果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可别想得太美，竞选失败的那方是可以提出质疑，要求重新计票
的(￣ー￣〃)而最近通过重新计票上位的那位总统就是，没错了，还是小布什总统。别听他们美国人
吹得“三权分立”天花乱坠的，但是在美国政府里总统虽然还不是一言堂，可总统想绕过议会和最高
法院干点什么，简直不要太容易啊。所以千万别太高估了美国人的那套“民主”作风。基本上，历届
的美国总统们执掌大权，而副总统们却只能寄望于总统赶紧有个啥好歹的，自己这个备胎也好能顶上
去。这种关系就算要类比，大抵也只能是用古代的皇帝和太子的接任制度作类比了，还得是个全方面
削弱版的。至少古代的皇帝，别管他有多不情不愿的，少少的也会培养一下太子，但是今日美国总统
，可就完全不必费这个心了。所以，小布什和切尼这对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另类关系，自然就如内容
简介中写到的那样，——“谁赏识了谁？谁容忍了谁？谁背叛了谁？最终，谁又成就了谁？”政治世
家、家境优越、性格外向、身为会被周遭人寄予厚望的长子、还有一个成功得会带给人莫大压力的父
亲⋯⋯看看这些前缀，很容易令人理解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小布什为什么会是一副憨头憨脑的“黑羊”
模样。我们不应该奇怪于对方寻常时趾高气昂的姿态，想想吧，他有那样的家庭那样的出身，这不是
很正常的吗？而切尼出身平平，至于其他更多的，哦，天知道，我连自己的国家当过副主席或副总理
的都有谁都不知道呢！好吧，不管怎么说，反正小布什和切尼彼此选择搭班子可不是为了什么友谊，
甚至他们俩说不上是亲密的朋友，更多的只是单纯地工作伙伴关系。但这恰恰是最大的问题呀！没人
想过嘛，当彼此间的关系只靠纯利益来维系，固然更加简单，同样的会更不牢靠。感情是人际关系间
的润滑剂与粘合剂，人们会为了感情而软化迁就对方，但是不谈感情的情况下，就没那么幸运了。作
者老道的写作手法对布什和切尼的白宫岁月进行了全方位的生动再现，用翔实的细节为我们充分展示
了两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堪称介绍两人持政时期情况的非常全面的一部新闻纪实作品。这不是一部
你心烦意乱的时候还能读的下去的书，但是只要你给它一个机会，就会发现这书出乎意料的好读，令
人想要一口气读完。或者这也托了翻译得实在流畅的福？至于说到书的内容，感觉权威推荐里引用的
诸多的各路媒体点评虽然有些说得太过夸张了，但基本上把我能讲的都讲完了。轻快明了，细节详实
，令人印象深刻。书中少纯属个人臆测的当事者心理活动描述，多是记录了当事人眼见的对方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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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但与其说作者是在真正的公正客观，还不如说是在玩一种很不美妙的平衡，一会同情布什一会
同情切尼一会同情政府一会同情公众的，切换得太过频繁让人看得有些混乱了。我们只是历史的记录
者，不应该掺杂个人的感情。好比方第22章逃离华盛顿中那位因为自己的儿子在入侵伊拉克战争中死
难的美国女性辛迪·希恩，在和小布什本人会面的一年后改变了态度，斥责他的漠不关心，见面的时
候只称呼她“妈妈”，甚至不知道她死去的儿子的名字。小布什的助手们找到了他们2004年他会见希
恩时的照片，都是小布什拥抱她、握着她的手或者搂着她的肩的照片，他们想向媒体公开这些照片，
以反驳希恩的话。小布什阻止了他们。这里作者虽然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总给人感觉好像这位女
士是在无理群闹似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难道说肢体上的揽肩或者拉手甚至拥抱，就能代表发自
内容的在乎这个人了吗？如果说这样的话，难道西方的女性容许男性对她行贴面礼，就能代表这位女
性对这位男性心怀恋慕喽？还记得日漫《美少女战士》里30世纪水晶东京的孤独的时间之门看守人的
冥王刹曾对小阿兔这样说过：拥抱和亲吻这些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爱的证明，小淑女，怀抱着思念静静
地从远处注视对方，也是一种爱的形式。可惜，那个时候的小阿兔还是只熊孩子，根本不懂这么深沉
的感情表达方式，她需要的只是抱抱亲亲；同样的，或许对那位美国母亲来说，固然与总统亲昵的肢
体接触令人受宠若惊，但她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总统嘴里说出自己孩子的名字，这样至少表面他知道
有这样一个士兵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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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交火的日子》的笔记-第7页

        从表面上看，布什与切尼的故事早已为公众所熟知，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真实故事以及8年来一
起走过的岁月，比坊间的只言片语要复杂得多。笔者对包括切尼在内的许多关键人物进行了数百次访
谈，并对数千页从未公布过的笔记、备忘录和内部文件进行了研究，描述了这段紧密的伙伴关系是如
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在两人合作的初期，布什只是一位未经考验的年轻总统，在
许多事物上要依赖切尼这位经验老到的二号人物提供建议，但即便如此，布什也不是批评者们所说的
“马前卒”，而切尼更不是所谓的“幕后黑手”。

2、《交火的日子》的笔记-第7页

        毫无疑问，切尼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副总统，他精通华盛顿的运作方式，并获得了布什的
信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布什把切尼看做军师，能引导他在政敌林立、错综复杂的政治中
屹立不倒。切尼辅助布什的方式，是当代任何一个副总统从未做到过的。他放弃了自立门户的想法，
没有去竞选总统，而是一心辅佐布什圆满完成任期。作为回报，布什让他参与了每一个重要的会议和
决策，这与布什的前任总统简直是天壤之别。

⋯⋯

于是，在布什政府任期的最初几年里，切尼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不但主导着决策、娴熟地雇佣了大
批忠实于本届政府的人员，并把他们战略性地安插在政府的各个环节。当他遇到反对者的意见时，他
就绕过内部流程，单独制定与环保、能源、反恐相关的政策，此举引起不少争议。⋯⋯尽管如此，切
尼总的来说还是顺势而为，按照总统的意愿去完成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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