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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口締以巴終極協議避談遷移使館

特朗普首訪哭牆塞禱文紙條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及美國《紐約時報》
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22日抵達首次海外訪問的第二站以色
列，成為首個在任期內到訪耶路撒冷哭牆的美國總統，並在
石縫中塞入寫着禱文的紙條。特朗普本次行程旨在為其解決
中東和平問題的 「終極方案」 試水，他將分別與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和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面，不過，他當天也藉
機繼續批評伊朗。

當地時間周一中午，特朗普的
專機 「空軍一號」打破歷史，抵達
以色列特拉維夫國際機場，成為沙
特和以色列之間首班直航航班。特
朗普一行人，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
婭、第一千金伊萬卡和女婿庫什納
等，在停機坪就受到以方熱情接待
，以總統魯文．里夫林和以總理內
塔尼亞胡分別攜帶妻子到場。

以教育部長要「找數」
以色列人維持了一貫的直接又

不正式的習慣，特朗普在踏上紅地
毯時，詢問內塔尼亞胡此次歡迎活
動有何程序或禮儀要遵循，後者一
攤手說： 「誰知道呢？」在停機坪
上，甚至有以議員擠到特朗普跟前
，厚着臉皮一起自拍合照。

在特朗普在停機坪與列隊歡迎
他的以色列官員握手時，以教育部
長貝內特就要特朗普 「找數」，對
他說美國承認耶路撒冷屬於以色列
的時候到了。

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佔
領了東耶路撒冷，成為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和平談判的障礙。以色列聲
稱耶路撒冷為其首都，但美國從未
承認其歸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早前通過決議，指耶
路撒冷被以色列 「佔領」，引來以
色列譴責。但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承
諾，要把美國駐以使館從特拉維夫
搬到耶路撒冷，但在上任後就不提
此事。特朗普如何回答貝內特目前
無從得知。

特朗普是首個在任期開頭就選
擇到訪以色列的美國總統，克林頓
在上任的第二年到訪，卡特在第三
年，而尼克松、小布什和奧巴馬都
在第二任期才去。

特朗普也是首個在任期內到訪
耶路撒冷哭牆的美國總統。在特朗
普離開華盛頓之前，訪哭牆的行程
已引起爭議，美國官員拒絕表明哭
牆是否屬於以色列。其他美國總統
在任期內都不會靠近哭牆，因為擔
心這個姿態相當於承認以色列的 「
主權」。

當天，特朗普戴着黑色圓帽，
右手扶着哭牆祈禱大約30秒。他隨
後又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摺疊的
紙條，塞進哭牆的牆縫裏。他的女
兒伊萬卡，以及身為正統猶太教信
徒的庫什納也一樣扶牆祈禱。雖然
以方此前一再要求，但特朗普訪問
哭牆時沒有以色列官員隨同。

再次「開炮」 孤立伊朗
在到訪哭牆之前，特朗普還訪

問了聖墓教堂。為了迎接特朗普到
訪，以方派出一萬警力保護耶城，
耶路撒冷舊城區的行人道和小巷大
多都被封鎖。

特朗普周一在總統府與里夫林
會晤，其間再次批評伊朗。這是特
朗普在抵達中東後，連續兩天對伊
朗「開炮」，21日在沙特利雅得，他
呼籲所有國家一起孤立伊朗。特朗
普說： 「美國和以色列可以同聲宣
布 ， 永 不 允 許 伊 朗 擁 有 核 武 器
─永不─並且必須停止其致
命的援助、訓練並武裝恐怖分子和
武裝分子。」「這必須馬上叫停」。

特朗普當天與內塔尼亞胡夫婦
共進晚餐後還舉行正式會晤，雙方
將談及以巴問題。對此，特朗普當
天在特拉維夫機場說， 「我們目前
擺着一個罕見的機會，可以為這個
地區的人民帶來安全和穩定，可以
打敗恐怖主義並建立一個和諧，繁
榮與和平的未來。」

今訪伯利恆晤阿巴斯
應特朗普的要求，以方21日批

准了一些針對巴勒斯坦的經濟讓步
措施。除此之外，內塔尼亞胡的安
全內閣還投票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
，以審查未經正式批准在被佔領的
約旦河西岸所建立哨站的合法性。

周二，特朗普還將在伯利恆與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晤。特朗普
曾自誇自己的 「交易技術」，並宣
布以巴 「終極協議」有可能達成，
發誓稱 「我們做得到。」這一趟行
程是否能實現其 「終極協議」，令
外界拭目以待。

揚沙抑伊 美啟中東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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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訪以行程

★歷史性時機：特朗普首次海外訪問第二站就選在以色
列，這是前所未有的。尼克松、卡特、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
馬都曾訪問以色列，但時間都不是在任期開頭。

★歷史性訪問哭牆：特朗普將成為首個到訪哭牆的美國
在任總統。其他總統在任期內都不會靠近哭牆，因為擔心這個
姿態相當於承認以色列對於這個爭議地區的主權。美國當局認
為這個區域是以色列 「非法佔領」的。前總統奧巴馬曾到訪哭
牆，但是在他上任之前。

★歷史性直飛：特朗普的專機 「空軍一號」是直接從沙
特利雅得飛到以色列耶路撒冷，據報，這是前所未有的。雖然
有秘密溝通渠道（尤其是關於如何打擊伊朗時），但以沙兩國
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也從未有飛機直航。本次隨特朗普出訪
的傳媒，周一搭乘飛機從利雅得起飛時，就象徵性地在塞浦路
斯短暫停留，再轉飛耶路撒冷。

來源：《耶路撒冷郵報》

撐伊萬卡 助女性創業
沙特阿聯酋豪擲7.8億

▲特朗普（中）與梅拉尼婭（左二）22日到訪聖墓教堂 美聯社

特朗普訪以三創歷史

▲巴勒斯坦民眾22日示威反對特朗普 法新社 ▲（左起）里夫林、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在特拉維夫機
場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消息
：沙特和阿聯酋將共同捐款1億美
元（約7.8億港元），以資助世界
銀行成立一項協助女性創業的基
金計劃。這項計劃向女性創業者
提供技術協助及投資基金，美國
「第一千金」伊萬卡與德國總理

默克爾上月一同提出這個想法，
不過默克爾並未參與其事。

世銀行長金墉21日做出上述
宣布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妻
子梅拉尼婭、女兒伊萬卡和女婿
庫什納陪同下訪問沙特。當時，
伊萬卡正出席一項沙特婦女創業
的會議。金墉說： 「我們認為這

是非常了不起的想法，但我們不
曉得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達成目標
。這確實是一項驚人的成就。我
從沒見過任何事情能如此快速地
讓一切到位，而我必須說，伊萬
卡的領導能力極佳。」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經常批
評克林頓基金收取來自沙特等中
東國家的捐款。

特朗普曾在2016年6月發表的
Fb貼文說， 「向克林頓基金會提
供巨額捐款的沙特等許多國家，
希望讓女性做奴隸，又殘殺同性
戀者。希拉里必須歸還來自這些
國家的所有捐款」。

10時00分 到訪伯利恆與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晤

13時00分 到訪以色列亞德瓦希姆大屠殺紀念館，

獻花圈

13時30分 到訪以色列博物館，發表演說

15時40分 離開以色列前往意大利羅馬

來源：《耶路撒冷郵報》

12時15分 抵達特拉維夫國際機場

13時15分 到訪總統府與以總統里夫林會晤

14時30分 訪問聖墓教堂

15時15分 訪問哭牆

16時00分 抵達大衛王酒店

17時14分 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共進晚宴

周一
22/05

周二
23/05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及新
華社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到訪
沙特後，試圖進一步孤立伊朗，
這也讓德黑蘭與華盛頓的關係繼
續走下坡。特朗普首次海外訪問
的國家，就是伊朗長期以來的死
對頭沙特，這也反映出美國本屆
政府對德黑蘭深深的敵意。

美沙簽署的總值3800億美元「
大單」，其中包括1100億美元的軍
售合約。美方稱，這將幫助沙特
「應對伊朗威脅」， 「保護沙特

和海灣地區長期安全」。這批武
器無疑也將流入衝突地區，包括
敘利亞、也門和伊拉克，這也是
利雅得和德黑蘭對立的戰場。

特朗普還批評伊朗是中東地
區不穩定的最大原因，但很多人
指出，在他說出這句話的當天，
4100萬伊朗選民熱情參與大選，
大部分人支持魯哈尼不再閉關鎖
國的政策。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
，美伊關係就處於冰點之下，奧

巴馬執政時期與伊朗關係修好，
兩國締結歷史性的核協議，解除
了大部分針對伊朗的制裁，但特
朗普政權旨在扭轉這一方向。

「從黎巴嫩到伊拉克到也門
，伊朗向恐怖分子，武裝分子和
其他極端組織提供資金，武器和
訓練，他們在區內散播破壞和混
亂。」特朗普21日在利雅得說。
他呼籲所有國家聯手抵制伊朗，
「直到伊朗政府願意成為和平的

夥伴。」沙特國王薩勒曼形容伊朗
是「全球恐怖主義的先鋒」，而且
「已經受夠了（伊朗）在也門和中

東其他國家的敵視與干涉」。
分析指出，特朗普和薩勒曼

的講話已經勾勒出未來中東 「冷
戰」格局的框架，一方是以沙特
為首、得到美國支持、有多個阿
拉伯和伊斯蘭國家參與的陣營，
另一方是以伊朗為首、有敘利亞
巴沙爾政權和黎巴嫩 「真主黨」
等參與的陣營。

▲特朗普22日歷史性到訪哭牆 美聯社

特朗普上任後，依然不改其商人
作風和個人習性，再加上執政零經驗
且又拒絕向政治慣性和傳統政治勢力
妥協，美國政壇的穩定和特朗普政權
的生命力廣受各方質疑。近期有關 「
通俄門」 的調查再次把特朗普擺上風
口浪尖，令其與美國傳統政治精英階
層的間隙進一步擴大， 「彈劾」 的呼
聲再次響起，且越來越強烈。

毫無疑問， 「通俄門」 事件是特
朗普上台以來遭遇到的最嚴重政治危
機。隨着事件的發酵，其團隊多名要
員去職，有的是自身不乾淨，被懷疑

與俄有染而被迫去職，有的是不肯聽
命於總統、執意徹查案件被炒。但特
朗普仍然未能控制住局勢，事件甚至
波及到了其核心幕僚、 「附馬」 庫什
納。科米被炒後，FBI旋即聲明誓將
案件追查到底，司法部特聘前FBI局
長穆勒任特別檢察官，專責調查事件
，以規避特朗普濫權。對此，特朗普
直言是 「政治迫害」 ，並萬分委屈地
抱怨，歷史上沒有那個政治人物遭受
過比這更惡劣、更不公平的待遇。

民主黨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打擊對
手的戰機，有些議員已蠢蠢欲動，想

要對其開啟彈劾程式，個別共和黨議
員隨聲附和。屋漏偏逢連夜雨，特朗
普引以為傲的民意也在發生變化。最
新調查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下降
到百分之四十二，有一半以上是去年
大選時的註冊選民對其工作表示不滿
，就是在共和黨內，特朗普的支持率
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三。對特朗普用盡
渾身解數要阻止的 「通俄門」 調查頗
不得民心，有超過八成民眾贊同對事
件繼續調查，絕對是壓倒性多數。

特朗普距被彈劾還有多遠？短期
看，特朗普並無迫在眉睫的威脅，至

少在二○一八年中期選舉前，彈劾恐
難成真。目前，共和黨執掌國會參眾
兩院，民主黨根本拿不到足夠的支持
票，除非共和黨集體「反水」，與特朗
普分道揚鑣。只要特朗普不犯引起公
憤的錯誤，民眾支持未出現滑坡式下
泄，共和黨還不至於主動與其切割。

另一方面，特朗普隨意、任性的
風格雖未有實質調整，但確收斂了許
多，執政漸回正軌。為避免給人留下
「通俄」 話柄，特朗普上任後在處理

美俄關係上一直小心翼翼，與普京的
友誼沒有建立起來，美俄 「蜜月期」

亦未出現。不僅如此，為給自己 「正
名」 ，特朗普偶爾也會使使性子，用
導彈顯示一下強硬。此次出訪沙特，
特朗普熱情洋溢地推銷其穆斯林新政
，言語間再也不見了以往激烈的 「反
穆」 立場，儼然已脫胎換骨。

可以預料，事件調查短期內不會
停止，由此引發的風波也
不會平息。 「通俄」 已成
為特朗普的一個標籤，揮
之不去，處之棘手。特朗
普的政治命運有遠慮，但
暫無近憂。

特朗普距彈劾還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