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彭博的助理透露，現年77歲的彭博

將參加亞拉巴馬州民主黨總統初選，該地

提交材料的最後期限是11月8日。儘管彭

博本人還沒有親自發表再度參戰的正式

宣言，但所屬的競選團隊近日重新集結

，多名親信幕僚也已出發前往亞拉巴馬

州，並預計在美國時間8日替彭博辦理

初選登記。

3月曾因忌憚拜登聲勢退選
彭博的顧問、發言人沃爾夫森表示，

彭博對現在的民主黨候選人是否能擊敗現

任總統特朗普表示懷疑。沃爾夫森說： 「
基於他（彭博）的成就、領導才能和將人

們團結起來推動變革的能力，邁克（彭博

的名字）將能夠挑戰特朗普並獲勝。」
彭博從去年底開始積極招募奧巴馬與

希拉里的資深幕僚，籌組競選團隊。但到

了今年3月，隨着民主黨總統初選的競爭

白熱化，彭博卻突然退選。當時有媒體分

析指，彭博之所以退選，是因為顧忌前副

總統拜登的聲勢。對於民主黨的傳統選民

而言，彭博與拜登的形象過於接近，兩人

都是70好幾的高齡白人男性，同時亦都代

表着黨內溫和派與美國中間選民的價值觀

。與拜登相比，彭博的政治聲勢與人脈網

絡並不突出，超級富豪的形象對其從政更

是累贅，因此在擔心溫和派分裂，讓黨內

激進左翼與特朗普漁翁得利的狀態下，彭

博才會黯然退選。然而拜登投入參選後，

雖然民調保持領先，但拜登表現平平。同

一時間，讓特朗普深陷彈劾風暴的 「通烏

門」 醜聞，也對拜登的形象有不小的負面

影響。10月中旬拜登的支持率一度被沃倫

反超，這才讓彭博燃起了重新加入戰局的

念頭。

桑德斯沃倫出言譏諷
《華盛頓郵報》分析稱，彭博突襲參

選，除了衝擊民主黨黨內選情，還預兆着

是否會有其他人會在最後關頭 「突襲參選

」 ，比如仍有機會重返政壇的希拉里。

加上彭博，目前有18人角逐民主黨總

統提名。近來民調顯示戰局形成四強並立

態勢：分別是代表黨內進步派的參議員沃

倫和桑德斯，以及較偏中間的拜登和印第

安納州南本德市市長皮特布蒂吉格。針對

彭博的參選，路線相近、支持者結構也高

度重疊的拜登預計將受到最大衝擊。

彭博被視為親華爾街的中間派，認為

沃倫和桑德斯太過左傾。沃倫和桑德斯經

常抨擊金融家和大企業，兩人都說過打算

對富豪加稅。彭博考慮競選消息一出後，

沃倫推文說： 「歡迎彭博加入選戰！如果

你在找會對勞動人口產生極大影響且非常

受歡迎的政策計劃，請先看這裏。」 推文

附上個人網站鏈接，可計算富豪在她當選

後會多繳多少稅，諷刺味十足。桑德斯則

推文說： 「億萬富翁階層嚇到了，他們也

確實該害怕。」
白宮發言人被問到彭博參選相關問題

時說，特朗普 「握有成績，可以證明他會

為美國人民做大事，因此無論最後是誰對

上他，總統都會贏」 。

彭博最初是民主黨人，2001年底改以

共和黨候選人身份競選紐約市長成功，兩

次贏得連任。2007年，他退出共和黨，成

為無黨派人士。2018年，他在民主黨贏得

國會中期選舉前又加入了民主黨。他已表

示，若要參與2020年大選，他會以民主黨

的身份競選。有彭博的支持者擔心，他之

前的政治屬性和過多的財富可能會成為其

「負面資產」 。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路透社報道：美國億萬富翁、
前紐約市市長彭博的幕僚7日表示，彭博正在考慮參加2020年民主黨總
統候選人提名的角逐。彭博團隊表示，過去半年彭博對民主黨一眾候選
人的表現感到失望，覺得再這樣下去，特朗普將變得不可戰勝，因此才
會在最後關頭加入選戰。分析指，彭博的突襲使民主黨的混沌選情更加
複雜。

彭博突襲重返 攪亂美大選戰局
不滿民主黨表現 臨陣磨槍迎戰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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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博 簡 歷
•1942年2月14日出生於波士頓
，現年77歲

•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創始人，現
任行政總裁

•2002至2013年任紐約市長

•資產淨值：520億美元（截至
2019年11月）

•為控槍、氣候變化等事業捐款
80億美元

•被認為是與華爾街關
係密切的中間派人物

•多年來在共和黨與民
主黨之間搖擺

來源：法新社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沃倫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道：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原本已向美國總統特

朗普屈服，準備在9月13日上CNN一檔節

目時，宣布烏克蘭要調查特朗普的政敵、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及他的兒子亨特。不過

澤連斯基運氣好，他上節目前，特朗普扣

住烏克蘭軍援的消息走漏，引起國會強烈

不滿。在澤連斯基預定接受專訪的

兩天前，特朗普政府放行軍援，澤

連斯基隨即取消專訪。

CNN節目主持人扎卡利亞7日

表示，澤連斯基的專訪已籌劃了幾

個月，但在爆發 「電話門」 醜聞後

喊停。扎卡利亞說： 「澤連斯基當

選後，我們就邀他上節目，已與烏

克蘭方面談了幾個月。」 他表示自

己不知道澤連斯基原本打算在他的

節目中宣布烏克蘭要調查拜登父子。據悉

，特朗普希望澤連斯基在CNN節目上宣布

這一消息，但美國駐烏克蘭使館臨時代辦

泰勒反對這麼做。

《紐約時報》7日披露，9月初，澤連

斯基面臨痛苦抉擇：屈服於特朗普的要求

，公開宣布調查拜登，或是拒絕而失去烏

克蘭亟需的軍援。兩位美國參議員告訴他

，只有特朗普能解除被他凍結的軍援，而

且時間緊迫。這筆近4億美元軍援若未在9

月30日美國會計年度截止前解凍，可能會

完全失去。

在那幾天，澤連斯基的高級幕僚忙於

開會討論，避免介入美國政黨之爭是烏克

蘭外交政策最高原則，但軍援對烏

東戰事不可或缺。《紐時》在基輔

訪問親近澤連斯基的政府官員和議

員，他們透露烏克蘭高層最後決定

向特朗普屈服，不過幸運的是，澤

連斯基逃過一劫。

差點上CNN宣布查拜登 烏總統逃過一劫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微軟公

司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茨早前表示對徵收富

人稅感到憂慮，聲勢越來越旺的民主黨總

統參選人沃倫提議與他會面，當面向他解

釋。

蓋茨6日在《紐約時報》舉辦的會議

上說，他贊同實施累進稅制，但擔心沉重

的富人稅對創新的衝擊。他受訪時表示：

「我已經繳了超過100億美元的稅金，如

果我需要繳200億美元，我也沒意見，但

如果你說我需要繳1000億美元，就可能必

須打打算盤了。」 他表示，還是希望政府

能推出獎勵制度。

被問及是否願意與沃倫會面時，蓋茨

說： 「我不確定她這個人有多開明，或者

她是否願意與腰纏萬貫的人坐下來談話。

」 沃倫在推特上回應蓋茨，並提議與他會

面。 「我總是很樂意與他人見面，即使我

們有不同想法。如果有機會，我願意解釋

在徵收富人稅的條件下，你實際要支付多

少稅金（我保證絕對沒有1000億美元那麼

多）。」

蓋茨憂富人稅阻創新 沃倫邀面談解畫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美聯社
▲▲前紐約市市長彭博重新前紐約市市長彭博重新
投入大選戰局投入大選戰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蓋茨對徵收富人稅感到憂慮
資料圖片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左）和
美國總統特朗普9月在紐約會
面 資料圖片

雖然離2019年畫句號還有50天時間
，但今年無疑可稱得上是「動盪年」。不
僅中美關係處於動盪之中，英、法、西
等發達國家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
繼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活動。燃點低、對
抗烈度大，傳染性強的特點尤為突出。

社會矛盾激化固然是原因之一，但
輿論在其中扮演的丑角難辭其咎。在西
方媒體的眼裏，同樣是抗議活動，只要
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就是人民爭取民主
和權利的運動；而在本土發生的示威，
當軍警鎮壓的時候，就變成了維護法治
。在發達國家的騷亂，在香港就變成了
他們眼裏的 「美麗風景線」 。

醜化中國等國，是西方媒體的預設
立場。只要符合這個條件，一旦有負面
新聞，那就是一條大魚，必須連魚骨都
要吞下，吃相難看，不忍回眸。前不久
慘死在零下25℃的冷凍貨櫃車中的39個
人新聞報道便是最新一例。 「當真相還
在穿鞋，謊言已經跑遍了半個世界。」
用馬克．吐溫這句話來形容這則新聞報
道的全過程再恰當不過了。當10月23日
有關各方正忙於調查這起案件的時候，
BBC和英國ITV等媒體，率先引用英國
警方的說法，聲稱這39人來自中國。緊

接着CNN等美媒全面跟進，CNN駐北
京記者甚至發出了這樣的質問： 「為什
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
還有人冒着生命危險偷渡英國」 。當真
相尚未浮出水面時，CNN駐京記者就
急忙把這起人蛇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70
周年慶典聯繫起來，其抹黑中國的意圖
一覽無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英國警方證
實這些死者均為越南人時，原本駐守在
事發地跟蹤報道的美國記者們頓時失去
了興趣，紛紛收起了自己的 「長槍短炮
」 。美國各大媒體又重新聚焦 「彈劾特
朗普」 等話題。

特朗普總統一直把自己塑造成美國
主流媒體的受害者。他乾脆取消了《華
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主流報刊
的明年預訂。三年來，他一直靠推特治
國，採取扁平化的方式，直接通過推特
發聲，避免了主流媒體的過濾，拉近與
百姓的距離，把社交媒體用到了極致。
令人遺憾的是，這位總統在三年間發了
11000多份推特，對他人的攻擊就佔了
5800多條。有關中國的指責也是充滿了
謊言。特朗普靠煽動仇恨、分裂社會來
贏得支持，加劇了美國的進一步極化。

可以說，在自媒體的自律方面，特朗普
的確沒有帶個好頭。

在後真相時代，引起關注的並非事
件本身，而是其中能夠引發的情感共鳴
和情緒宣泄。觀點勝於事實，感性取代
理性，虛假新聞頻頻出現，新聞反轉屢
見不鮮，新聞的真實性受到極大挑戰，
大大降低了媒體公信力。政治權力的介
入以及商業利益的驅使，社交媒體成為
混淆視聽的新源頭。網路謠言四起，民
粹主義盛行，導致許多人不問是非，只
問黑白。

英國貨櫃人蛇案的塵埃落定，讓我
們目睹了西方媒體的醜陋。但比這起報
道更醜陋的則是香港暴亂方面的報道。
在過去的五個多月裏，我們目睹了太多
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不良媒體所扮演
的角色。明明是示威者衝擊警員在先，
但西方媒體非要替暴徒百般辯護，明明
是打砸搶燒，卻非說是政府逼的。把所
有的暴力加以美化、合法化。電影《V
煞面具》以及剛剛上映的美國電影《小
丑》中的面具，成為香港年輕人爭相模
仿的道具。他們宣揚，所謂面具之下，
不僅僅是肉體，而且是一種反抗 「不民
主制度」 理念的執著。一代人在美國文

化藝術的薰陶下被徹底洗腦。
西方人製作的 「面具」 掩蓋了他們

的猙獰，卻無法掩蓋他們的醜陋。無論
是偽裝的電影藝術，還是荒誕不經的香
港暴亂新聞報道，本質上都服務於美國
的戰略目的。即通過系統化、持續性的
反抗專制、爭取民主的理念輸出，從而
達到 「不戰而屈人之兵」 的戰略目標。
相較於經濟戰、科技戰和軍事戰，輿論
戰無疑是一種性價比更高的戰爭工具，
被美國屢試不爽。

這兩天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大公網新
聞發布時間被篡改一事，也從一個側面
說明，在有圖有真相的時代，未必讀者
能看到原圖、真相。他們通過剪輯、惡
意修改等方式，移花接木，把一場如此
簡單的、針對愛國愛港人士何君堯的謀
殺案搞得烏煙瘴氣。甚至連反對派內部
也不得不承認，這把直插心臟的刀子很
難自導自演，算是在香港反智時代說出
了符合邏輯的話。

前不久，美國克魯茲等參議員訪港
，面對打砸搶燒，在面對記者時信口雌
黃，對暴力犯罪視而不見。彭斯副總統
10月25日更是呼籲香港民眾 「繼續呆在
和平抗爭的軌道上」 ，等於間接告訴香

港示威者，你們這幾個月的行為並沒有
出軌。這位對華強硬派正是通過這種方
式為不斷衰減的香港暴亂添加新燃料。

迄今為止，智利騷亂已有20多人斃
命，伊拉克的反政府示威，已有200多
人喪生。而一場持續150天的香港暴亂
發展到今天，只出現一例意外死亡事件
，再正常不過了。在混亂的世界中，逝
者的數字如此冰冷，讓許多人感到麻木
。但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孩子是他們的
天，從此這個天也就坍塌了。在錯誤的
時間，穿着錯誤顏色的服裝，去了錯誤
的地方，那位大學生白白地成為這場暴
亂的犧牲品。一些別有用心者雖然舉着
願死者安息的牌子，但實際上還在利用
他的死榨乾最後一點剩餘價值，不能不
是這個家庭的悲哀。

為了讓更多香港家庭不再重演悲劇
，所有的政客、媒體，請你們睜眼看看
今日香港之暴亂之真相，究竟是哪些企
業、哪些人失去了免於恐懼
的自由？正如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前不久所言， 「
還需要香港警員流多少血、
香港百姓流多少淚，才能喚
醒這些人的良知」 。

不問對錯只問黑白是世界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