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代》雜誌18日報道稱，特魯多29

歲（2001年）在加拿大西點格雷學校擔任

法語和數學老師時，曾在主題為 「天方夜

譚」 的派對上裝扮成阿拉丁，他將面部和

脖子和雙手都塗成深色，摟着身邊的女性

。從年鑒上看，特魯多是唯一一個化了棕

臉妝的人。曝光圖片的人是西點格雷學校

的一員亞當森（Michael Adamson），他

指自己在7月看到照片時就覺得有必要公之

於眾。

「少數族裔捍衛者」形象破損
特魯多當天立刻對此道歉， 「我不應

該那樣做。我本應該意識到這一點，但我

沒有。真的很抱歉。」 他辯解道，自己當

時並不認為這是種族歧視，但現在已深刻

意識到錯誤。他同時表示不會辭職， 「是
人就會犯錯，個別問題需要區分看待。」

特魯多還坦白，他在高中的文藝匯演

上也有類似行為，當時他戴上黑人假髮並

演唱《Day-O》──這是一首由非洲裔美

國歌手、民權活動家哈里．貝拉方特演唱

的牙買加民歌。

隸屬自由黨的特魯多一直將自己塑造

成加拿大少數族裔的捍衛者，他2015年當

選後任命了一個年輕、種族多元化的內閣

，並廣受讚譽。因此， 「棕臉妝」 事件極

大打擊了他的政治形象，讓許多選民都覺

得不敢置信。

黑臉妝一直是北美現代社會的禁忌，

在黑奴制度合法的時代，白人以化妝成黑

人表演取樂，通常具有侮辱性，這種做法

已被廣泛認為屬於種族歧視。棕臉妝則是

模仿南亞或拉美裔，也被認為帶有歧視色

彩。許多網友指出，這種事發生在上世紀

50、60年代還算情有可原，但特魯多在21

世紀、年近30歲還犯下這種錯誤，明顯是

道德有問題。

在野黨群起攻之：不適合治國
特魯多的政敵也立刻群起而攻之。總

理大位的強力挑戰者、保守黨黨魁辛爾表

示 「極度失望和震驚」 ，他還指 「畫成棕

臉是公開嘲諷和種族歧視，在2019年和

2001年都是如此。這顯示特魯多缺乏判斷

力和親和力，不適合治理國家」 。

加拿大第三大黨 「新民主黨」 黨魁、

錫克教徒賈格米特．辛格也沉重地表示，

特魯多的這一形象 「令人不安」 、 「帶有

侮辱性」 。他指出， 「當有色人種看到圖

片時，他們會想起自己被嘲笑的經歷，會

想起被傷害、被侮辱的過往。」
加拿大穆斯林全國委員會執行董事穆

斯塔法．法魯克也說：「看到總理這副棕色

或者說是黑色的面孔，我感到非常悲傷。

這種裝扮是應該受到譴責的，讓人想起種

族主義的歷史，這是不可接受的。」

民調艱難爬升又受創
特魯多此前因2月的干預司法醜聞而民

調大跌，一度跌至30%以下，落後在野黨

保守黨6%以上，最近才爬升至34.2%，好

不容易追上保守黨。但此次棕臉妝事件無

疑會重創他的連任工程。

另外，特魯多為了速戰速決，只留出

五周多的拉票期（9月12日至10月21日），

稍高於憲法規定拉票期長度的底線，他同

時也只預定參加三場辯論，以免被對手大

肆攻擊此前的醜聞。但在新醜聞的撼動下

，這種逃避做法難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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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茨宣布勝選 拒與內氏輪流執政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以色列

總理內塔尼亞胡大選受挫，他19日承認席

位不足以組建右翼政府，轉而呼籲主要對

手甘茨共建大聯合政府，他還暗示願與甘

茨輪流執政。

甘茨對此反應冷淡，稱組建大聯合政

府的前提是他來做總理，內塔尼亞胡必須

下台。對此，內氏表示 「我對於甘茨不願

對話感到失望和驚訝」 。

根據97%開出的選票，甘茨率領的中

間派 「藍白聯盟」 獲得33席，而內塔尼亞

胡領導的 「利庫德」 集團只獲得31席。雙

方都未達到61席的組閣門檻。甘茨團隊已

經宣布獲勝。

甘茨主張要籌組中間路線的廣泛執政

聯盟，排除極端政客。這代表以色列歷經

內塔尼亞胡政府長久偏袒極端正統猶太教

徒後，有望出現不走極端、較關注大多數

國民眾利益的政府。

目前，總統里夫林已經開始諮詢各方

，以決定究竟授權給誰組建內閣，按照常

規，他會授權給最大黨的領袖。

里夫林此前已經堅決表示，不會允許

出現第三次大選。他此次的選擇必定會慎

之又慎。

另外，內塔尼亞胡辦公室18日宣布取

消原定於下周出席的聯大行程。他原計劃

前往紐約並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但由

於目前的 「政治環境」 ，內塔尼亞胡決定

讓外交部長卡茨代替出席聯合國。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及

《紐約時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18日

參觀位於加州南部城市聖迭戈的美墨邊境

牆，稱之為 「世界級安保系統」 ，並在牆

上簽名。

特朗普強調，邊境牆基底深入地下，

能防止有人挖隧道偷渡，且牆體吸熱量高

， 「足以在上面煎雞蛋」 。雖然鋼筋混凝

土牆柱成本較高，但將是 「世界上最難穿

透的牆」 。他說， 「這堵牆建成後，幾乎

不可能再有人非法越境，然後我們就能控

制邊境，將移民攔截在入境處」 。隨後，

特朗普在接受採訪時指着牆柱間隔，稱這

些牆帶有警報技術，可用來探測是否有人

試圖穿越。

特朗普還說，政府找了20個登山者來

測試他們是否能翻過這堵牆，但他們沒有

一個能成功。

美國海關及邊界保護局（CBP）局長

摩根也駁斥了邊境牆是 「總統虛榮牆」 的

說法， 「邊防安全專家指出，使用昂貴的

鋼筋混凝土替代成本較低的方案是必須的

。」
特朗普還指，預計到明年年底大選時

，將完成800公里的邊境牆建設。但政府

三年來僅僅更換及加固了106公里邊境牆

，未建起一米新牆。

在特朗普出訪前，數百抗議群眾和粉

絲在聖迭戈的市中心對陣。支持者高呼 「
再做4年（總統）」 ，抗議陣營則放飛巨

大的 「特朗普寶寶」 氣球。

特朗普巡邊境牆 大讚世界級安保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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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18日巡視聖迭戈市的美墨邊境
牆 美聯社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及新華社報

道：美國全國對外貿易理事會（NTFC）等

23個商界組織，18日組成 「關稅改革聯盟

」 ，並致函國會，促請國會奪回更多貿易

政策的控制權，限制總統特朗普加徵關稅

的權力，防止美國經濟因關稅受到打擊。

「關稅改革聯盟」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

與參議院財務委員會，表達對特朗普政府

過去兩年大規模加徵關稅的不滿，指此舉

導致國內物價上漲，美國出口貨物亦遭其

他國家報復。聯盟請求國會對特朗普政府

的貿易政策進行審查。NTFC主席耶克薩

（Rufus Yerxa）表示，美國自20世紀30

年代起從未試過如此依賴關稅，並指美國

憲法賦予國會管制商業的權力。

特朗普自稱 「關稅俠」 ，近年在推行

「美國優先」 政策的過程中，對每年從中

國進口的5000億美元商品加徵或計劃加徵

關稅。他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單方面加徵關

稅，已引發政界普遍不滿。特朗普政府堅

稱，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將由中國人買

單，但美國農民、零售商、製造商及其他

人士均表示所在行業因關稅受到負面影響

。美國金融市場也因此頻受震動。

美商界聯盟致函國會
促限特朗普關稅權

【大公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美

國進一步加強了對

伊朗的言語攻勢。

美國總統特朗普18

日表示，會在48小

時內公布對伊朗的

新制裁細節。正在

沙特訪問的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也斥伊

朗的所作所為是 「
戰爭行為」 。伊朗外長扎里夫強硬回擊，

警告一旦美國和沙特進攻伊朗，可能會導

致 「全面戰爭」 。

同時，胡賽武裝放話稱，已將阿聯酋

全國幾十個地點（包括首都阿布扎比和迪

拜在內），列為潛在打擊對象。胡塞武裝

部隊發言人葉海亞．薩里阿指， 「阿聯酋

如果想要保證和平和安全，使摩天大樓免

受無人機襲擊的話，就應該退出在也門的

軍事行動。」 他強調， 「打擊行動隨時可

能發生」 ， 「我們

一次行動就能讓阿

聯酋損失慘重。」
另一邊廂，沙

特為了保證盡快回

復出口，轉而向其

他國家進口原油及

其他石油產品。有

消息人士指出，沙

特已向伊拉克國有

石油公司（SOMO

）要求進口高達2000萬桶原油。

在美國和沙特都將油廠遇襲案歸咎

於伊朗之際，日本罕見公然與美國唱反

調，新任防相河野太郎18日表示， 「沒
有任何情報顯示伊朗是幕後黑手。基於也

門胡賽武裝的聲明，我們相信是該組織發

動了襲擊。」 日本與伊朗一直保持良好

關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6月還主動赴

德黑蘭，調停美伊衝突，不過最後無功

而返。

伊朗：美沙若動武 或致全面戰爭

【大公報訊】綜合
《時代》雜誌、BBC、
CBC報道：加拿大總理
特魯多的陳年舊事被揭
，美國傳媒18日指他
2001年在派對上將臉塗
成褐色扮阿拉丁，有種
族歧視之嫌。特魯多目
前正在艱難備戰10月大
選，他此前因陷入干預
司法的醜聞支持率大跌
，這張舊照又打破了他
「少數族裔捍衛者」的
形象，進一步降低連任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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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左）18日與沙特王儲
本．薩勒曼會晤 美聯社

◀以色列總
理內塔尼亞
胡（左）、
總統里夫林
（中）以及
「藍白聯盟
」 領導人甘
茨 法新社

▲特魯多在高中文藝匯演上扮黑人唱歌
網絡圖片

塗棕臉扮阿拉丁 特魯多涉種族歧視
臨近大選美媒爆舊照 連任前景添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