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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两次总统大选看美国宗教持续的影响力
*

郭亚玲

  [摘要]  2004 年美国大选中宗教因素的凸显让民主党如梦初醒: 民主党不能再以世俗党的形象出现了。于是 2008 年民主党的

候选人纷纷打出/ 宗教0牌,奥巴马的宗教策略在力度上超出了麦凯恩,收到了积极的效果。2008 年大选的结果显示了宗教因素的延

续和变化,宗教两极化依然影响着宗教选民的投票行为:福音派依旧是共和党的选战联盟, 而世俗人士依旧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 但

奥巴马得到的传统教徒的选票明显多于 2004 年的克里。奥巴马的胜利可以看作是宗教右翼势力发挥到了极致之后出现的一个左倾

的回潮。但宗教保守势力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民主党与宗教左翼形成联盟,是抗衡宗教右翼势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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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被托马斯# 杰弗逊形象地喻为隔着一道/分离之墙0。
然而这堵墙却阻隔不住宗教对政治的影响, 这是因为

美国政治最具代表性的特点是选举政治,而美国人中

超过 83%的选民都有确定的宗教信仰, 78. 4% 的选民

是基督徒,
112
在选举中, 选民/通过选择具有不同政策

倾向的政党和候选人来表达民意, 并间接影响公共政

策0, 122所以选举是美国宗教影响政治最关键的渠道。

虽然美国历史上宗教对选战的影响一直很明显,

但近 10年,尤其是 2004 年总统大选中的宗教因素尤

为突出,令各界特别是媒体惊愕不已, 称这次大选/ 几

乎是史上宗教因素最重要、在选民中引起最强烈分歧

的一次选战0。132
但当福音派基督徒小布什任期届满

时,正逢上前两代多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福音派或宗

教右翼领导人, 如杰里 #福尔威尔( Jerry Falwell)、詹

姆斯 #肯尼迪( D. James Kennedy)、詹姆斯 # 多布森
( James Dobson)等相继去逝或退休,将组织交给更为年

轻、影响力较弱的继承者; 且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

危机又将宗教选民所关注的道德价值观问题推出人们

的视线焦点。
142
宗教对 2008年大选的影响又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呢?

本文将分析近两次大选中宗教因素的延续和变

化。有关美国宗教与选举的研究近年来在美国越来越

引起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 2004年大选以后出现了许多

这方面的论著和文章, 它们常常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

是强调不仅不同宗派教徒的投票行为差异很大, 同一

宗派中传统派(每周去教堂者)与现代派(不常去教堂

者)的差异也很大。这就是格林所说的/两个差异的故

事0。152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常见, 复旦大学的

徐以骅曾撰写过有关 2004大选的论文, 162而本文将比

较 2004年与 2008年大选,从不同于美国学者的视角,

强调宗教在总体上的发展规律及其对总统选战的影

响,以便于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和认识美国大选。

一、2004年大选回顾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加里 #威尔斯( Garry Wil ls)

认为美国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政治与宗教的分离, 因

为大多数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来源于宗教, 而人们在政

治上判断正误的标准也是生活中是非概念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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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72根据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 2008 年超过 70% 的

美国人希望总统有强烈的宗教信仰, 182宗教在选民的

投票选择中也起重要作用, 2004年有近半数美国人说

他们会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来投票, 2008年有近 40%

的被访者这样说。192回顾美国历史, 宗教一直是影响美

国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 1800 年, 托马斯 # 杰斐

逊不得不面对选民对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指控; 1928

年,阿尔#史密斯因其天主教信仰而受到猛烈的攻击,
最终的竞选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当时被看作是非

正统的宗教信仰; 1960年约翰# F#肯尼迪不得不抢先

安抚选民中的反天主教情绪, 尽管这种情绪比起 1928

年史密斯所面对的, 已经有很大程度上的减弱。
1102

2004年大选的宗教色彩尤为浓烈,大选过后,媒体

评论员、民意调查员、政界人物都纷纷惊呼是宗教因素

决定了布什在选战中战胜克里。
1112
宗教因素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布什及其团队大量利用宗教诉求进行选民动员

布什多次在正式场合公开宣称自己的宗教信仰,

最著名的是在 2000年的竞选辩论中, 当被问及他最崇

拜的政治哲人时,他回答说: /耶稣,因为他改变了我的
生活0;他支持晚期堕胎禁令、支持通过联邦婚姻修正

案以禁止同性婚姻、任命保守的最高法院法官,这一切

都深得宗教保守派的人心。布什竞选班子的总策划卡

尔#罗夫一心要将 2000年未出来投票的 400 万福音

派新教徒动员出来, 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动员天主教、东

正教、犹太教教徒以及黑人和西班牙裔新教徒,特别是

其中的每周参加敬拜者, 为了这个目的, 他们不顾争议

地索要到一些教会的成员名录, 以增加选民登记。布

什竞选团队非常注重选民登记, 在竞选关键州俄亥俄

部署了 10位宗教选民登记协调人。除此之外,他们还

通过直接信件、电话访问、电子邮件、个别接触等形式

来动员宗教选民,更重要的是, 共和党建立了一个规模

庞大的草根组织,借助互联网来运作, 该组织聘用从社

会议题保守派中招募来的一批特殊的/团队首领0, 以

迎合宗教选民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的保守立场。

在那里,共和党给这些宗教积极分子就如何动员他们

的教友提供非常详尽的培训指导。1122

与布什相比,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一些主张, 如经

济公正、环境看护、多边外交政策等对于宗教自由派来

说也确有吸引力,但作为天主教徒,他对堕胎合法化的

钟情程度, 以及在同性恋问题上的含糊态度,致使他在

自己的宗教阵营中也未获得半数支持。
1132

2. 布什当选是宗教两极化作用的结果

2004年,布什得到了保守的福音派绝大多数的选

票,这个占全美成人总数 25% 的宗教保守派阵营将

78%的选票投给了布什,占布什得票总数的 40% , 福音

派成为共和党最重要的竞选大本营。而克里的竞选阵

营主要是宗教少数族裔, 包括黑人新教徒、犹太教徒、

西班牙裔天主教徒,以及无教会归属者。无教会归属

者对于民主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阵营, 包括无神

论者和不可知论者, 当然也有信仰而不参加任何有组

织教会者, 这一阵营占成人总数的 17. 3% , 他们把

72% 的选票投给了克里, 占克里得票总数的 20%

多。1142观察者们发现最支持共和党的宗派(福音派)与

最支持民主党的宗派(黑人新教会) , 给布什的投票率

相差了 65个百分点( 78%减去 13% ) ,这就是媒体渲染

的/宗教差异0( God gap)。1152

当然,布什不只是得到福音派的支持,他的选票还

来自于其他两大教派: 主流新教派和非西班牙裔天主

教,三大宗派 ) ) ) 福音派、主流新教派和非西班牙裔天

主教,给布什提供了 80% 的选票,但主流新教徒和天主

教徒并不是共和党的选战联盟, 他们属于/ 摇摆不定0
群体,选票在两党之间几乎是平分。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这两大教派中的传统教徒都将超过 60% 的选票投给

了布什,传统教徒是各大宗派中那些坚守传统的教义

和宗教行为、抵制现代社会对传统侵蚀的教徒, 而受到

现代思想的影响、对教义和社会问题都倾向开放自由

的现代派却大多支持克里, 三大宗派内部的传统派和

现代派之间对布什的支持率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差

距都超过了 40 个百分点。1162综合两个宗教差异: 一是

基于教派的投票差异, 二是同一教派中传统派与现代

派的投票差异,很显然,布什的宗教选举阵营是虔信者

的联盟,而克里的则是小信者和不信者的联盟。

宗教的这种两极化始于上世纪初, 随着现代科学

和现代社会的到来,西方社会迅速世俗化,教会内部也

出现了主张信仰与理性、教会与社会相协调的自由主

义神学,并得到广泛发展,主流新教各派深受其影响。

到了上世纪 20年代,与自由主义神学抗衡的基要主义

神学也应运而生, 反映了宗教神学向两极化发展, 基要

派以田纳西州的司各普斯猴子诉讼案为标志, 不调和

地反对现代思潮和世俗化倾向, 以维护基督教的传统

信仰,但从 40年代开始,保守主义阵营开始分裂, 不少

保守派想与极端封闭的基要派划清界线, 同时又保持

正统神学观,这些温和的保守主义者被称为(新)福音

派,他们逐渐取代了基要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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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年代末以前, 福音派一直是民主党的支

持者,因为他们中大部分是南部各州的南浸会成员, 但

随着 60年代美国兴起的反文化运动, 性自由观念开始

泛滥,婚姻、家庭开始解体, 特别是 1973年最高法院关

于堕胎合法化的裁决,使福音派深感美国社会道德的

低靡和传统价值观的沦丧, 于是从 70年代末开始成立

了一些宗教右翼组织来介入政治以重塑美国传统价值

观。80年代,里根保守的/亲生命、亲家庭0的社会议题

与福音派的主张不谋而合,在大选中得到了福音派的

鼎力支持; 从此福音派与共和党结成稳固的联盟, 宗教

的极化推动了两党的政治极化, / 共和党成为信奉传统
道德和文化价值观的宗教保守派的党, 民主党则走向

其反面,成为不信教人士(世俗人士) , 以及在文化和道

德问题上持自由派观点人士的党。01172宗教极化不仅表

现在福音派的显现,还反映在三大宗派内部传统派与

现代派的差异, 这种宗教的/重组0更让许多学者坚信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文化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 宗教两派的力量对比就成为两党

候选人孰胜孰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宗教保守派中的

宗教右翼的势力近 30年来在美国是有目共睹的, 布什

本身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受到了几乎所有宗教保守派

前所未有的支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3. 布什取胜是价值观议题凸显的结果

2004年大选被美国媒体广泛称为/ 价值观选民

年0, 这是因为根据选后民调, 在列出的 7 项议题中,

22% 的选民认为/价值观0是影响他们此次投票的最重

要因素,位居首位,其他依次为: 经济/就业 20% , 反恐

19% , 伊拉克 15% , 医疗保健 8% , 税收 5% , 教育

4% ,
1182这一结果令许多人得出了布什因为在堕胎和同

性恋上的立场而赢得大选的结论。尽管价值观为最重

要的投票因素一说因其界定的含糊性遭到了许多质

疑,但随后学界和民调的研究都表明, 价值观虽不能确

定为最主要的投票因素, 但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对于布什最关键的选民群体 ) ) ) 那些卡尔 #罗

夫决心动员出来投票的 400万福音派教徒。越来越多

的福音派新教徒开始认识到介入政治是维护传统价值

观、宣扬他们的社会理念的必要途径。与 2000 年相

比,布什在 2004 年大选中得到的福音派选票增加了

10% ,
1192
这对于一个双方得票非常接近的选举来说, 是

足以使天平倾斜的得票。

道德价值观议题在 2004 年大选期间具体集中在

堕胎、同性恋问题上,传统的基督徒基于对圣经的理解

和教会的信条, 对堕胎和同性婚姻是坚决反对的。

2003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为合法的判

决,以及随后旧金山市长向几千对同性伴侣颁发结婚

证书的不合法行为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到同性婚姻上,

促使 11个州在 2004年大选那一天就同性婚姻禁令举

行全民公决,结果禁令在全部 11 个州得以通过, 全民

公决激起了选民的兴趣,致使投票率增加,而布什也赢

得了其中 10个州的选票, 这不能不说明价值观选民对

布什获胜的作用。数据也表明这一点, 据统计, 在价值

观选民中,有 80%支持布什, 只有 18%支持克里。1202

二、宗教与 2008年大选

2004年大选中宗教的影响让许多民主党的策划者

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民主党仍然被看作

是对宗教不友好的政党, 那就还会在将来的选举中处

于不利地位。所以, 他们认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必须表

达宗教声音,至少也要在面对与信仰有关的问题时避

免出现克里那样含糊其辞的论调。1212虽然 2008年大选

后期的突出议题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成为经

济和就业问题,但宗教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1. 民主党候选人及其宗教策略

民主党的候选人在 2008 年大选中竞相打出宗教

牌,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 #克林顿、约翰 #爱德华
兹等纷纷亮相媒体谈论宗教, 极力试图扭转该党敌视

宗教与宗教价值观这个负面印象。三人都早在竞选初

期就聘请了宗教外联顾问, 并且都在公开场合宣称自

己有虔诚的信仰。在 2007年 6月由福音派组织/ 旅居
者0( Sojourners)主办的一个旨在讨论宗教问题和候选

人宗教背景的论坛上, 三位主要候选人全部出席并各

自讲述了信仰是如何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都

产生很大影响的, 这个论坛由 CNN播出并被5华盛顿
邮报6称为/史无前例0。1222

奥巴马在动员宗教选民方面尤其积极且有效, 他

非常善于在言辞中适时自然地应用宗教语言, 著名的

宗教政治学者约翰 #格林认为奥巴马在这方面堪与布
什媲美, 1232他从不回避在公开场合谈论宗教在他公共

和个人生活中的位置, 奥巴马会提到自己与耶稣基督

的个人关系,这是福音派信仰的标志性语言, 无论有意

无意,奥巴马此举拉近了与福音派的距离。由于被谣

传是穆斯林,奥巴马在预选中公开地以基督徒身份参

加选战,他的竞选宣传册中, 用巨大的字体写着: 坚定

的基督徒, 另外还有以下标题: 被 (上帝)呼召带来改

变、被召事奉、巴拉克(奥巴马)相信祷告的力量, 在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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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标题下是以宗教语言表述的竞选纲要。他的竞选团

队中有一个专门的宗教事务团队, 每周都与黑人教会

领导人、福音派和价值观选民活动家、天主教及犹太教

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听取批评意见。
1242
在两党全国代

表大会前夕,奥巴马还做出了另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

参加著名的福音派大教会牧师里克 #沃伦( Rick War2
ren)举办的一个论坛,沃伦邀请了两党即将出线的两位

候选人来谈论与宗教有关的全国性议题,这个事件受

到了媒体广泛的关注。

奥巴马另一个有魄力的举动是他对布什/ 信仰倡

议0( f aith2based initiative)政策的支持, 尽管他承诺要
对提供社会服务的宗教组织在政府拨款上予以更多的

限制,但这个政策是布什政府回报福音派的标志性政

策,奥巴马此举虽震惊了民主党中的世俗派,但也为他

赢得了福音派及其他传统基督徒的好感。

奥巴马预选胜出后, 在宗教动员上的力度随之加

大,超过了麦凯恩, 1252他的竞选团队有一个单独的宗教

外联部,有六个全职人员和充足的资金支持,宗教外联

部采用/约书亚一代工程0、信仰论坛和宗教家庭晚会

等形式来接触宗教选民, 特别是年轻一代, 这是克里甚

至克里之前的民主党候选人所无法相比的。1262

2. 共和党候选人及其宗教策略

在共和党的预选中, 候选人的宗教身份在竞争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共和党的几位

主要候选人对于该党的宗教选民来说都很不中意。约

翰#麦凯恩虽然一直保持着/亲生命0的投票记录, 并

且声称自己是浸礼会教徒, 但他因在 2000 年与小布什

争夺共和党提名时曾经怒斥杰里 #福尔威尔和帕特 #

罗伯逊为/不宽容的代理人0, 而与宗教保守派产生了

隔阂,尽管麦凯恩后来逐渐修复了与二者的关系, 但他

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支持,以及在言辞中不情愿使用

宗教典故, 让福音派对他感到失望。1272

麦凯恩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米特 #罗姆

尼,他在商界的成功经历使他赢得了/经济0选民的青

睐,但他最终还是输在他的宗教上。罗姆尼是一个摩

门教徒,而摩门教至今仍被许多福音派和天主教的传

统教徒看作是/异教0或/异端0;另外, 虽然大多数摩门

教徒在社会议题上都属保守派, 但罗姆尼是在自由派

占统治地位的马萨诸塞州任州长, 所以对堕胎和同性

恋也不得不采取温和的立场,这也使他失去了许多宗

教保守派的选票。

另一位强有力的候选人是迈克 #哈克比, 从政前

是一位南浸会牧师, 典型的福音派,在堕胎同性恋问题

上的保守观点使他获得了许多传统基督徒的支持, 但

由于他在经济、移民、外交政策上的自由态度, 他无法

将大部分的保守派凝聚到自己的阵营里。
1282

最后,麦凯恩在未获得福音派支持的情况下获得

了提名,事实上, 麦凯恩正是得益于福音派选票的分

裂,福音派对共和党的几位候选人都不满意, 结果他们

的选票在麦凯恩、罗姆尼、哈克比三人之间分散开来,

致使其他选民得以将麦凯恩推上了提名的位置。虽然

在预选中没有宗教保守派的支持也获得了提名, 但麦

凯恩的全国大选必须依靠他们的支持, 所以他开始艰

难地修复与共和党宗教大本营的联合。他举行与宗教

保守派的公开和不公开的会晤, 向他们保证他在堕胎、

同性恋、性交易等方面的鲜明的否定立场, 1292但麦凯恩

竞选团队中的宗教外联部在人数和效率上都明显不如

以往几届选战,据称,麦凯恩的竞选工作人员鄙视宗教

选民,不愿意取悦他们。
1302

3. 宗教与投票结果

最终的宗教投票结果与 2004年相比,反映了很大

程度的延续,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见下页图表:

首先,宗教的两个差异依然存在, 我们从表中看出

传统教徒(每周去教堂一次和超过一次者)依然倾向共

和党,福音派也依然绝大多数支持麦凯恩,尽管对他并

不十分满意。而非宗教(无教会归属)人群依旧是民主

党的强劲联盟。其次, 奥巴马的宗教策略产生了正面

作用,他得到的传统教徒的选票明显多于克里。奥巴

马在竞选中表现得比麦凯恩更虔信, 再加上他对宗教

选民的大力动员, 这些努力都在投票结果上产生了效

果。奥巴马扭转了 2004 年支持布什的几个关键派别

态度,比如他赢得了常常具有输赢意义的天主教徒的

多数票,并使西裔新教徒重回民主党阵营, 另外, 他还

增强了与其他宗教少数族裔的联盟,比如犹太教徒,尤

其是黑人新教徒, 近乎一致支持奥巴马。

尽管奥巴马取悦福音派的种种努力只起到了有限

的效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些努力至少阻止了

宗教保守因素成为极端负面因素, 综合来说, 都应该算

作奥巴马宗教策略的成功。但也应当注意到, 奥巴马

的宗教联盟主要是宗教少数族裔, 如西裔天主教徒、西

裔新教徒、黑人新教徒等, 这与奥巴马本人是少数族裔

有很大关系,但这些派别中传统信徒的比例是不可忽

视的,尤其是黑人新教徒, 这一点从加州 2008年 11月

以 52%的全民公决通过同性恋婚姻禁令就可以看出,

70%的非洲裔和 53%的西班牙裔都投票赞成禁令,
1312

将来特别是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是否能留住少数族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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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宗教派别中的传统信徒, 是拭目以待的问题。

2004年与 2008年大选宗教团体投票行为比较

各宗教团体

2004 2008

支持克里

%

支持布什

%

支持奥巴马

%

支持麦凯恩

%

民主党增

加的选票

%

按上教堂次数划分

每周多于一次者 35 64 43 55 + 8

每周一次者 41 58 43 55 + 2

每年几次者 54 45 59 40 + 5

从不去者 62 36 67 30 + 5

按宗教派别划分

白人新教徒* 32 67 34 65 + 2

福音派 21 79 26 73 + 5

主流派别 44 56 44 54 0

西班牙裔新教徒* * 37 63 58 42 + 21

所有天主教徒 47 52 54 45 + 7

白人天主教徒 43 56 47 52 + 4

西裔天主教徒* * 65 33 70 30 + 5

所有无教会归属者 67 31 75 23 + 8

犹太教徒 74 25 78 21 + 4

黑人新教徒 86 13 94 6 + 8

其他宗教信徒 74 23 73 22 21

 * 这一项包括摩门教和其他各种小基督教派。

 * * 西裔数字根据其它调查数据估算而成。

 资料来源:由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报告的投票后民调得出,辅以其他调查数据,引自 Janet M. Box2Steffensmeier and Steven E.

Schier, ed. , The Ameri can El ect ions of 2008 , p. 132.

三、结论

综合 2008年和 2004 年及以前的大选, 可以得出

以下的结论:

第一, 宗教一直是通过选举来影响美国政治的重

要因素。宗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任何政党或候选人

如果忽视或无视宗教选民的情感和诉求,就必将给自

己招致不利的后果。自上世纪 60年代以来,民主党虽

然依旧是大部分穷人和少数族裔的政党,但日益被相

信理性、开放多元、道德文化相对论的知识界、媒体、文

化娱乐界精英掌握了话语权,自由化、世俗化倾向越来

越显著,民主党以好莱坞精英价值观为标志, 以 60 年

代以来形成的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为主导, 无可否

认地与普通美国民众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的脱节。据

调查, 2006 年 52% 的美国人认为共和党对宗教友好,

而认为民主党对宗教友好的却只有 26% ,但值得注意

的是, 2008年这个比例上升为 38% ,
1322
不能不说这与

奥巴马的宗教策略有很大关系, 奥巴马最大限度上争

取了信教的中间选民使宗教不再是共和党的专利。

第二,美国的宗教极化依然存在并且继续影响宗

教选民的投票行为。2008 年大选显示:福音派依然是

共和党的稳固联盟, 而不信教者依旧是民主党的忠实

拍档。宗教保守派希望通过与共和党的结盟, 来纠正

自上世纪 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性道德的缺失和婚姻、

家庭的解体,这是对一个时期自由派极左路线的反叛。

在美国历史上,左的和右的政治倾向是交替出现的,与

之相对应,社会领域的世俗化和宗教复兴也是交替出

现的,每当美国社会出现物欲横流、道德低下情况时,

就会有人发起一次福音复兴运动, 故而在美国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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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三次大的宗教复兴运动,许多人把上世纪 80年代

出现的宗教右翼看作是第四次大觉醒运动, 这是美国

社会在发挥自我平衡和调节机制, 它解释了美国为什

么既是当今世界上最世俗、又是宗教色彩最浓厚的国

家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二元悖论, 也保证了美国无论

是在左的还是右的路线上都不会过于偏离它原有的轨

道,宗教右翼的势力在布什的两届任期中发挥到了极

致,自然会在之后出现一个左倾的回潮。但应当注意

的是:宗教保守势力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 依然在麦凯

恩的竞选中发挥作用, 并且还在 2008 年 11 月加州的

同性恋全民公决中显示了力量, 未来宗教保守派会不

会借助与共和党的结盟卷土重来, 还有待观察。

第三, 民主党如果既要坚持自由主义路线又要避

免成为完全的世俗党从而导致失去宗教选民, 就必须

以反贫困、社会公正、和平、环境看护这些圣经中的原

则来吸引宗教温和派和宗教左翼, 以这种社会福音式

的价值观来抗衡宗教右翼和共和党以个人道德对价值

观的界定, 避免在宗教领域内的失语。宗教左翼在

2008年大选中已经崭露了头角, 1332民主党与宗教左翼

形成联盟, 是抗衡宗教右翼势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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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olit ics

1  Analy sis o f the N ew Round o f C anadian Publ ic Diplom acy by Tang X iaosong &Wu X iuyu

Since the mid and l ate 1990s, f aced wi 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 ronment, Canada has started a new

round of publi c diplomacy. Canadian public diplomacy has enter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era through nim2
bly using the old and new publi c diplomacy instruments )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ultural program, interna2
t ional education program and the new media. It plays an inf luenti al rol e in achi eving foreign policy goals. But

under the inf luence of the decentral ization pattern of the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lat ively insuf f i2
cient funding as well as the constraint of domestic party poli tics, the prospect of Canadian new public dipl oma2
cy is not entirely bri ght.

6  The Cont inuous Inf luence o f Am erican Rel ig ion as S een fr om the L atest Tw o Pr esident ial Elect ions

by Guo Y aling

The salience of the reli gious f actor during the 2004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 ect ion awakened the Democrats to

the f act that the Democrat ic Party could no longer continue to pose the image of a / secular0 party to the public.
Therefore during the 2008 campaign, the Democrat ic candidates all tried to make rel igious appeals. Barack

Obamaps relig ious mobil izat ion ef fort outweighed John McCainps and produced posit ive results. The outcome
of the 2008 el ection reveals both continuit ies and changes in terms of the religious f actor: reli gious polari zat ion

st ill af f ected rel igious votersp voting behavior, that is, evangelicals were still the Republicanps voting block,
whi le the seculars stil l supported the Democrat ic Party i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 But Obama won clearly

more regular church attenders than John Kerry in 2004. Obamaps win could be viewed as a resurgence of the
lef t af ter the relig ious ri ghtsp full play during George W. Bushps presidency. But the reli gious conservatives
have not disappeared f rom the poli tical scene, so it would be an ef fecti ve way to counteract the religious ri ght

if the Democrats could form an all iance with the rel igious lef 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Rev iew o f Am er ican A cadem ic C ir clesp Resear ch o f C hinaps S t ra tegy o f Full Part icipat ion in I ntern a2
t io nal Or ganiza t ions Af ter th e End o f th e Co ld War by Tao Jiyi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 has carried out a strategy of full part 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2
t ions. American academic circl es have made some deep study and analysis of it s background, contents and fea2
tures, the possibi lity of reali zat ion, issues in the process, and i ts roles. They have raised a series of outlooks

that tal ly with the facts on the whole, which can indicate that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have made many a2
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i s topic. Of course, there is sti ll some weakness i n their research.

19  On Fr anceps Role in European Integ r at ion o f For eign Relat ions by Feng Cunwan

As a core nation in European integrati on, France has a deep and comprehensive impact on Europeps foreign re2
lat ions integn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France established the Franco2German axi s, multil ateral consultat ion
system and independence of European f orei gn policies. France continues its ef for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2
ment of integrat 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But Franceps positive role and ef forts al so suf fer f rom some re2
stricti ve f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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