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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民调大幅落后，特朗普得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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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即便是世界名牌
的日子也不好过。日前，国际知名
运动品牌耐克(Nike)发布了2020
财年第四财季(2020年3月至5月)
财报，财报显示，受疫情和美国种
族抗议运动的影响，耐克在这三
个月内净亏损高达7 . 9亿美元，下
一步可能要通过裁员和收缩线下
实体店来避免破产。

说起来，耐克这个商标挺有
意思。1971年，蓝带体育用品公司
创办人菲尔·奈特决心拓展亚洲
市场，为了改善公司形象，他下令
给公司改名。公司职员杰夫·约翰
逊在老板的催逼下连想了几天也
没想到合适的名字，累得不禁打
起了瞌睡。酷爱希腊罗马史的约
翰逊在梦中做了个神奇而宏大的
梦：一群民众在胜利女神的引领
下，在街道上奔跑，口中还高呼着

胜利女神的名字(Nike)。醒来后的
约翰逊觉得这个梦实在是犹如天
启连忙向老板汇报，老板大笔一
挥同意了，耐克这个商标从此一
炮而红。

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学好
历史对一个广告策划人来说是多
么有用。不过，启发约翰逊的那个
梦，倒要多费几句笔墨说明一下：
那群高呼口号、奔跑在街道上的
民众，参加的并非一次体育运动
而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位胜利女
神的名字，也不是拉丁化的耐克
( N i k e )，而是希腊语化的尼卡
(Nika)。

是的，约翰逊梦到的，其实是
在东罗马帝国历史上影响至深的

“尼卡暴动”。
公元359年，罗马帝国皇帝狄

奥多西去世，临死前，他把帝国分
为东、西两个部分，让自己的两个
儿子各自为帝，罗马帝国就此分
裂。其中，西罗马帝国撑了大约一
百年就寿终正寝了，东罗马帝国
又成功续命了足足一千多年。

作为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

者，东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当然
一直梦想着恢复罗马的帝国荣
光，其中离梦想最接近的一次，就
是“尼卡暴动”所发生的查士丁尼
时代。

在尼卡暴动发生的532年，东
罗马帝国正在查士丁尼大帝的统
治下，俨然一副蒸蒸日上的盛世
局面。在东方，查士丁尼挫败了萨
珊波斯的入侵，确保了东部边境
的安全。在西面，东罗马帝国的军
队赢得了对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等
蛮族的胜利，帝国俨然中兴有望。

然而，“盛世”之下也潜藏着
危机。当年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
往往每打一仗都能掠夺大量的财
富，但东罗马帝国却不同，无论是
对波斯防御战，还是打蛮族，都没
有什么油水可捞，查士丁尼只能
依靠越来越严苛的赋税去掠夺民
众。这当然就激起了民众的不满。

终于，这种不满借着一次“体
育比赛”爆发了。

当时，最大的娱乐活动是马
车比赛，每次比赛时，从皇帝到市
民都聚集到能容纳五六万人的赛

车场观看比赛。当时的马车比赛
还保留了古罗马的竞技场遗风，
群众可以大声喊叫，高呼胜利女
神“尼卡”的名号为选手加油。而
有一天的比赛中还真就出了差
错，支持不同选手的“蓝党”和“绿
党”，因为场上的一点分歧闹了起
来。

皇帝查士丁尼原本想做和事
佬，派出手下士兵想分开两拨民
众。但“蓝党”和“绿党”一看皇帝
居然还敢出来拉架，对苛捐杂税
的仇恨顿时涌上心头。两派顿时
联合起来，一起高呼“尼卡”的口
号向皇帝发动进攻，查士丁尼在
军队庇护下逃进了皇宫。

平时高高在上的皇帝居然这
么熊，暴动的民众们一下来了精
神。暴动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到
了君士坦丁堡全城，人们高呼着

“尼卡”，冲向街头，占领广场等公
共设施，并向皇帝提出条件，要求
恢复罗马时代的公民权益。

一看民众这个架势，已经吓破
胆的查士丁尼原本想逃跑，但皇后
狄奥多拉却一把拉住了丈夫。

想当年，狄奥多拉曾是君士
坦丁城里的名妓，与出身农民的
查士丁尼也算贫贱相知，那是绝
对的真爱。她厉声骂醒了查士丁
尼：“懦夫！你再跑能跑到哪里去？
天下之大，还有什么地方比君士
坦丁堡的宫殿更安全？如果要死，
那就让我们死在这儿。皇袍就是
最好的裹尸布！”

妻子的辱骂让查士丁尼顿时
铁了心肠、壮起胆量。他重新调集军
队，残酷镇压尼卡起义，整整四万起
义者被杀，暴动终于被平息了。

欧洲究竟何时从古典时代进
入中世纪？不同历史学家提出了
不同的时间节点。我更愿意将“尼
卡暴动”的爆发与被镇压视为这
个转折点，因为从此时起，罗马帝
国那种积极、外向、追求各阶层在
扩张中共赢的模式不复存在了，
中世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元对
立的内卷化竞争正式登场。“皇袍
是最好的裹尸布”，皇后狄奥多拉
的这句名言，激励着欧洲中世纪
所有暴君一条路走到黑，不输干
净血本绝不下擂台。

6月20日晚，特朗普在俄克拉
荷马州第二大城市塔尔萨举行了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首场竞选集
会。与此前吹嘘的“上百万人预订
门票”大相径庭的是，能容纳约
1 . 9万人的会场只来了约6200人
捧场。

6月21日凌晨，当特朗普结束
竞选集会走回白宫时，媒体记者
拍到了这样一个特朗普：西装纽
扣散开，一条红色领带随意搭在
脖子上，手里拿着一顶印有“让美
国再次伟大”字样的红色棒球帽，
面无表情、疲惫不堪。

6月25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
闻节目中再爆惊人之语：“他(拜
登)可能成为你们的总统，因为有
些人不喜欢我。而我所做的一切，

是做好我的工作。”这被一些媒体
解读为特朗普首次承认可能败
选。

对要面子、讲排场的特朗普
来说，塔尔萨那场稀稀拉拉的竞
选集会给他造成的伤害有多重可
想而知，但那不是近期唯一打击
到特朗普的事情，更令他和他的
竞选团队担忧的，是各路民调支
持率大幅落后于民主党对手、前
副总统拜登。

6月上中旬，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的民调显示，特朗普
落后拜登14个百分点；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
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没有受过
大学教育的蓝领选民中支持率正
在下滑，这一群体被视为他在4年
前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路透社
公布的一个民调中，拜登的支持
率达50%，超特朗普8个百分点，而
在2016年大选期间，民主党人希
拉里的支持率从未到过50%。

到了6月下旬，路透社和益普

索的民调显示，拜登在登记选民
中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
点；《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的
民调显示，拜登领先14个百分点；倾
向于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的数据
显示，拜登领先特朗普12个百分点；

《底特律自由报》的民调显示，拜登
领先特朗普16个百分点，这是迄今
领先幅度最大的一个民调。

此时，距离11月3日美国大选
投票日仅剩4个月时间，特朗普能
坐得住才怪呢。

导致这一结果的，无外乎三
大问题：抗疫、抗议和经济。

自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
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只是慢
半拍的问题，而是消极、“甩锅”甚至
放纵，白宫每日疫情简报会几乎开
成了特朗普自己的表功会，成为利
用在任总统优势扩大竞选宣传的
工具，本该成为主角的卫生和防
疫专家反倒被迫靠边站。

疫情之下，美国经济此前十
年的增长已戛然而止。美国商务

部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及控制措
施影响，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
萎缩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萎缩8%。
受疫情冲击，美国首次申请失业
救济人数已连续14周超过100万，
累计申请人数约4700万人。

经济指标一直是特朗普挂在
嘴边、颇为倚重的竞选资本，如今
这个资本正变得越来越靠不住，
因此，特朗普急着要求各州重启
经济活动。但事实证明，近期美国
至少30个州的疫情出现反弹，南
部和西部多个州的日增病例数创
纪录，就连美国全国的日增病例
数也接连打破4月疫情高峰时的
单日纪录。

另外，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由
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遭白人警
察暴力执法致死案引发的全美抗
议示威，更暴露出特朗普的执政
短板。他不仅在抗议初期威胁“开
枪”、动用军队，还两度躲进白宫
地堡……如今，抗议活动已经演

变为民众对美国历史的大反思。
反观对手，拜登近日宣布疫

情期间不再举行竞选集会；连续
第二个月单月筹款数额超过特朗
普；在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威
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
来纳州和亚利桑那州等6个“摇摆
州”，拜登民调在前四个州领先特
朗普至少6个百分点，后两个州也
是不分上下。

4年前那场没有在任总统参
加的大选中，尽管希拉里民调一
路领先，但随着大选临近，特朗普
的民调呈现出追赶之势，不断缩
小差距。而且，特朗普的胜选赢在
了“摇摆州”的较量上。如今，特朗
普作为在任总统，其执政地位是
一把双刃剑，成绩优良可加分，反
之就会成为包袱。

无论特朗普是否如一些媒体
解读的那样首次“承认可能败
选”，至少眼下他面临的形势确实
已经变了。接下来的4个月，特朗
普得小心行事了。

名牌耐克背后的“尼卡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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