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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裁決 美禁穆令部分復活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

、英國《衛報》報道：美國最高法院26
日裁定，允許總統特朗普簽署的針對六
個伊斯蘭國家（地圖所示）的新版旅遊
禁令（又稱 「禁穆令」 ）部分生效，並
將在今年10月開始的會期中進行聽證，
正式審理禁令是否合法。已就該禁令與
聯邦地方法官纏鬥多次的特朗普，宣稱
獲得了一次勝利。

美最高法院在裁決中表示，同
意立即部分解除此前由聯邦法院作

出的凍結禁令的判決，允許六個國家
及各國難民中與美國有 「真實關係」

者入境。另一方面，法院也將對特朗普在
入境問題上的權限進行審查。

特朗普政府此前已表示，禁令將在最高法
院裁定後72小時內開始實施，也就是當地時間
29日凌晨。

暫禁與美無關係人士
根據裁決，在六國公民中，旅遊禁令可以

暫時禁止從未到過美國，且在美國沒有親屬、
業務以及其他關係的人進入美國，但不得限制
「與美國境內個人或實體有真實關係」者，例

如已被美國大學取錄的學生或已被美國公司
僱用的職員等。難民同樣適用此規定。

特朗普隨後在白宮聲明中稱，最高法院
的裁決是國家安全的明顯勝利，並稱這將允
許他 「利用一件重要工具來保護我們的國土

，免遭來自六個有恐怖主義傾向國家的
威脅」。特朗普說， 「我想要的是那

些勤勞的人，那些熱愛美國和美國
公民的人。」

這項裁決代表最高法院的有
效意見，但並沒有各位大法官的
署名。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
至少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對此有不
同看法。其中，大法官托馬斯就
表示擔心這個方案沒有可操作性
， 「今天的妥協會成為行政部門
的負擔，因為他們必須確定那些
外國人在美國境內是否有有效的

聯繫人或實體。」

「真實關係」難界定
今年1月，特朗普上台僅一周，就針對全球

難民及七國公民頒布旅遊禁令，但被聯邦地區
法院凍結。特朗普在3月頒布修改版，將伊拉克
移出名單，但仍因宗教歧視等理由先後被聯邦
地區法院和巡迴上訴法院凍結。

如今，禁令終於部分 「復活」，反對人士
警告稱，這項裁決可能引發新的混亂和司法挑
戰，因為裁決所說的與美國 「真實關係」界定
不夠明確。比如遊客和學者目前看來並不夠資
格，但他們可能會想盡辦法證明自己應該被允
許入境。

伊朗裔美國人全國委員會的政策主任阿布
迪說，絕大多數來美國的伊朗人其實都符合條
件，他們很好奇當局將如何判定各種各樣的親
戚和僱傭關係。

難民處境更艱難
比起遊客和學者，此次裁決對想要去美國

的難民更加不利，因為多數難民在美國 「一無
所有」。

美國難民移民委員會執行總裁利蒙表示裁
決 「令人沮喪」，但同時也表達繼續幫助難民
的決心。 「我們不會放棄努力，我們的員工仍
會去機場接待新來的難民，仍會為他們準備好
床鋪。」

作為受影響國家，伊朗外長扎里夫27日說
，裁決令人失望，並批評禁令的政治目的大於
安保目的。也門僑民事務部官員納西表示，禁
令無助於對抗恐怖主義，而只會讓這六國人民
更加感到，自己都成了被針對的目標。

俄否認駐美大使被召回國

禁穆令Q&A
最高法院的裁決是？

同意在下一庭期評估禁令，並推翻下級法院此前裁決，稱特朗普政府在等候最
終裁決期間，可針對其認為六個「危險國家」（地圖所示）的部分人執行旅遊禁令。

六國中哪些人可入境美國？
1）與美國境內某人存在 「親密家庭關係」 者；2）美國大學取錄的學生；
3）美國公司僱用的員工；4）受邀前往美國發表演講者。
但是否符合標準，將由聯邦政府決定。

哪些人依然被禁止入境？
出於國家安全原因，與美國沒有 「真實關係」 的人可能會被禁止入境。對難民

同樣實行上述規定。

裁決存在什麼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 「真實關係」 的定義尚不清晰。

這是特朗普的勝利嗎？
一定程度上是。禁令雖被部分 「放行」 ，但裁決也指出，特朗普想完全禁止六

國公民及某些難民入境的觀點有些 「越權」 。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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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當政壞掉美國名聲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美國白
宮26日稱，敘利亞政府似乎正準備發動另
一場化武襲擊。白宮未提供詳細證據，但
警告如果敘軍方展開襲擊，敘總統巴沙爾
及其軍方將為此 「付出沉重代價」。

白宮新聞發言人斯派塞說，美方已經
確認，巴沙爾政府正為發動化武襲擊進行
潛在的準備工作，而且與其今年4月發動

的襲擊非常類似。
4月4日，敘利亞伊德利卜省南部遭化

武襲擊，死傷慘重。美國認為襲擊發動者
是巴沙爾政府，並隨後向敘一空軍基地發
射59枚戰斧式巡航導彈，以摧毀敘儲存在
此的化武庫存。但敘軍方堅決否認相關指
責，稱事件是美國編造，並表示敘軍方未
擁有化學武器。

對於白宮此次警告，敘民族和解事務
部部長海德爾在27日否認該國正策劃襲
擊，再次強調該國從來沒有使用過化學
武器。

支持巴沙爾政府的俄羅斯也在同日駁
斥美國說法，俄總統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
夫表示，這種針對敘政府領導人的威脅 「
令人無法接受」。

被疑再策化武襲擊 敘回擊美警告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中）25日與支持者見面 路透社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美聯社報道
：今年2月到5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37
個國家的四萬名受訪者進行調查，結果顯
示，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的形象大幅
惡化，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平均好感度從奧
巴馬卸任前的64%暴跌到49%。

另外，外界對特朗普個人的不信任感
更深，比起奧巴馬的64%，只有22%受訪者
對特朗普的決策有信心。給特朗普 「加分
」的只有俄羅斯和以色列，其中俄羅斯人
對他的信心高達53%。

特朗普26日與前來訪問的印度總理莫
迪首次會面，將移民和氣候變遷等議題歧

見藏在門後，而在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面誓
言更密切合作。

首次見面 獲莫迪三度「熊抱」
兩人在白宮玫瑰園發表聯合聲明期間

，莫迪給特朗普來了兩個大大的擁抱，特
朗普一開始甚至有點不知所措，笑着拍了
好幾下莫迪的背部。離開白宮時，莫迪又
來一抱。

其實， 「熱情的擁抱」已經是莫迪與
名流政要寒暄的一個標誌。印度政治學者
喬利亞說， 「莫迪可不是見人就抱，他抱
的都是對印度利益有影響力的人。」

▲莫迪（左）26日離開白宮時與特朗普
擁抱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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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稱 「禁穆令」 部分復活是一次勝利
路透社

最高法院今秋審理 特朗普宣稱勝利

【大公報訊】據英國《衛報》
報道：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
克（圓圖）因與特朗普競選團隊
高層人士的接觸，是 「通俄門
」事件具有爭議的主角之一。華
府的美俄商業協會26日曾證實，
他們將在下月11日為基斯利亞克舉辦
「道別晚宴」，暗示其將被召回俄羅斯。

但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27日否認
了這一消息，稱基斯利亞克的去留要由俄
總統普京來決定，而政府即使作出決定，
整個任免過程也需數月才能完成。

另外， 「通俄門」疑雲還未釐清，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宣布撤
回一篇涉及特朗普顧問的報道，
並向當事人道歉，而參與報道的
記者與編輯則因此請辭。

這篇23日發表的文章，影射
特朗普團隊的顧問斯卡拉穆奇與俄

羅斯的某個投資基金有關聯，後因 「
查證程序不完善」而被撤下。三名辭職的
人員中，編輯哈里斯在CNN工作了16年，
利希特布勞還曾獲得普立茲獎。

特朗普27日在推特上得意表示， 「
CNN撤了一篇稿，走了三個人，他們剩下
的報道也是假新聞！」

▼ 「禁穆令」 反對人
士26日在紐約抗議

法新社

印度總理莫迪向來講究 「握手」
與 「熊抱」 ，如今拜會特朗普，真有
點相見恨晚的感覺。不管美印關係怎
樣，兩人的熱乎勁兒令人嘆為觀止，
「握手」 直握得青筋暴起，三度 「熊

抱」 抱得熱情洋溢，賓主相擁的陶醉
狀引發外界無限聯想。

莫迪遇上特朗普可謂是棋逢對手
。別看特朗普性格魯莽，放蕩不羈，
但唯獨對 「握手」 極為講究，獨創了
拉鋸式、拔河式、碎骨式等等握手方
式，把這種最簡單的禮儀演繹得妙趣
橫生。在與日本首相安倍的會面中，
特朗普創造了十九秒的 「馬拉松式」

握手，霸氣側露，明示自己的主導地
位，而安倍一臉 「如釋重負」 的表情
讓人直呼 「醉了」 。特朗普也有馬失
前蹄的時候，在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見面時，其 「握手殺」 就被對方一記
「強勢抓肩功」 所 「破解」 。後來這

一招被法國總統馬克龍學去，直把特
朗普握得面容扭曲、兩手發白。而對
不喜歡的人，特朗普是絕對不給面子
的，在會見德國總理默克爾時，任由
一眾記者不斷鼓噪，特朗普定力十足
，堅決拒絕伸出手。

莫迪因握手力氣大而有 「鐵鉗」
之美譽。去年英國威廉王子訪印時，

莫迪顯得太熱情，竟然在王子手上留
下了 「白印」 。但莫迪更為世界稱道
的是其 「熊抱」 ，奧巴馬、安倍、卡
梅倫、克里等等都曾領教過莫迪式 「
熊抱」 。

迄今為止，特朗普莫迪 「握手」
加 「熊抱」 的 「禮儀組合」 還是首創
，堪稱 「空前」 之舉，至於是否為 「
絕後」 ，還得看國際舞台是否有超過
莫迪的高人。有這樣熱烈的 「形式」
，就要有融洽的 「內容」 。特朗普讚
莫迪 「成就非凡」 ，並稱美印關係 「
前所未有之好」 。莫迪要把兩國戰略
夥伴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並要將其

「新印度願景」 與特朗普 「讓美國再
次偉大」 願景結合起來，給兩國合作
帶來新視角。

事情往往具有兩面性。表面上的
「熱烈」 難掩背後的 「冰冷」 ，刻意

營造一種和諧，常常是為了掩蓋背後
的矛盾。實際上，美印關係遠非兩
位領導人表現得那般融洽，與奧巴
馬時期相比，美印關係明顯出現倒
退。

特朗普走馬上任已有五個多月，
兩國領導人才首次會面，可以解讀為
印度並不在美新政府優先議程之列。
特朗普在移民、貿易、氣候問題上立

場的調整，都影響到印度。僅取消
H-1B簽證一項，就令數十萬在美謀
生的印度人和許多印度信息公司受到
衝擊。特朗普的 「美國優先」 與莫迪
的 「印度製造」 也存在方向性衝突。
雙方在對待 「巴黎協定」 的立場也是
南轅北轍，時有衝突。

莫迪訪美，雙方在反恐、國防
與安全合作方面達成了
某些共識。但美印間能否
一 「抱」 釋前嫌，尚需時
間觀察。畢竟，美印關係
絕非如握手、擁抱那樣簡
單。

從莫迪三抱特朗普說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