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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欲炒掉防長 特式強硬與軍方離心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CNN報道：美

媒援引匿名美國官員的話稱，國防部長埃斯珀
已於5日簽署命令，要求所有派遣到華盛頓的現
役美軍返回原駐地。埃斯珀3日明確表示，不支
持派正規軍鎮壓騷亂。這是他被任命為防長後
，第一次公開發表與特朗普不同的意見。《紐
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話透露，對埃斯珀的
表態，特朗普很生氣，當面質問埃斯珀的立場
，甚至與幕僚討論是否要將其解僱。但一天之
後，白宮內部的看法是，總統現在不太可能這

樣做，因為大選近在咫尺，辭退埃斯珀是 「不
值得在距離選舉還有5個月的時候進行的官員撤
換」 。

美國各地爆發的抗議活動目前趨於和平，
然而特朗普政府應對這次抗議浪潮的政策卻引
發爭議。特朗普此前公開威脅要動用軍隊，甚
至有啟用《反暴動法》鎮壓示威者的想法。《
紐時》稱，軍方高層十分擔憂美軍可能被要求
扮演的角色，將會導致失去公眾支持。

美軍參聯會主席米利寫給軍方幾大部門最

高將領和各級軍官的備忘錄日前被曝光，米利
宣稱 「每個美國軍人都誓言捍衛憲法及其內在
價值」 。海軍部長、空軍司令、陸軍部長和陸
軍參謀長等高級將領分別以視頻、備忘錄、聯
合聲明等方式表示支持米利。

CNN稱，特朗普針對大規模抗議無所顧忌
的強硬加劇了美國的分裂和種族分歧，正面臨
軍方精英史無前例的反抗。Slate網站稱，在特
朗普最需要支持的時候，特朗普的軍官們卻 「
背叛」 了他。

暴亂難成氣候 美示威漸趨平和

紐約州多地5日再次舉行示威遊行。過去兩日紐約市
警察強制執行宵禁令，共逮捕了270名違反宵禁令的示威
者。一些示威活動組織者5日督促示威者，到了宵禁時間
就離開。紐約州州長科莫日前表示，暴力與趁火打劫不
利這項遍及全美的反種族歧視運動， 「我們雖鼓勵民眾
和平示威表達訴求，但公眾安全至上，這是無法妥協的
」 。紐約市長白思豪也在聲明中說： 「我支持並保護這
座城市的和平示威，但無法讓暴力損害這個重要時刻傳
達的訊息。」

踏入周末，有數十個示威組織方計劃從周六開始，
舉行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華府大都會警察局局長紐舍
姆表示，市中心許多地區從清晨開始管制交通，當局做
好準備迎接那些和平 「行使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予權利
」 的示威者，當局預計可能會有至少數萬人參加。

分析指，從5月26日明尼阿波利斯掀起騷亂開始，暴
亂之火在一兩天內迅速席捲全美，縱火燒車、打砸搶商
店的暴力行為，騎劫了原本為種族歧視發聲的和平示威
。各地除了裝備精良的警察嚴正執法，州政府還出動了
國民警衛隊，特朗普一度威脅要援引《反暴動法》直接
出動軍隊平亂。此外，多名州長、市長一再強調，支持
民眾和平示威表達訴求，但絕不姑息暴力行為，政府司
法捍衛警察執法權威。

亞特蘭大非裔女市長博頓斯也發聲批評暴力示威者
，她說： 「當你們拿着褐色酒瓶去砸櫥窗、縱火燒毀這
座城市時，你們焚燒的是我們的社區……你們目前的行
為是在侮辱我們的城市……這些不能代表我們。作為一
個城市、一個國家，這些行為代表不了我們。」

水牛城警集體辭職撐同袍
另外，紐約州水牛城一名老人4日遭警察推搡後倒地

流血，事件引起極大關注，涉事的兩名警察已被無薪停
職。水牛城警察緊急響應小組的全部57名警官5日下午集
體辭職，以支持這兩名警察。他們表示，當時遵循副警
察局長發出的命令進行清場，因此並不認為行為有錯。
據悉，該緊急響應小組成立於2016年，用於應對大規模
抗議活動等情況。

華盛頓特區市長鮑澤5日寫信，請求特朗普 「撤出所
有的聯邦執法人員和軍事人員」 。鮑澤說，示威很平和
，她已解除了當地的緊急狀態，且不再施行宵禁。至4日
晚，當地警方已連續兩日沒有逮捕一名示威者，抗議人
群也沒有破壞公物或與警方起衝突。

一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伴隨抗議活動而來的一些
騷亂現象在很多地方趨於平靜，特朗普也似乎不再堅持
引用《反暴亂法》出兵。

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5日召開緊急會議，一致投票贊
成立即對該市警察部門進行改革，包括禁止警察使用 「
鎖喉」 動作，並要求警察發現未經授權使用武力行為時
立刻進行干預。

據報道，自2015年以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
員曾44次用 「鎖喉」 的動作讓人失去知覺。有專家表示
，這個數字高得異乎尋常。

【大公報訊】綜合NBC、CNN
報道：美國因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
抗議活動6日進入第12天，紐約、
華盛頓、洛杉磯等地最近兩天遊行
集會以平和為主，地方政府也採取
措施緩和局勢。美國總統特朗普5日重
申，必須派出大量執法人員，才可以遏制暴力
示威及搶掠行為。

第一時間重兵出擊 捍衛執法權威

來源：大公報整理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5日
意外現身渥太華，加入現
場數以千計的群眾一起單
膝跪地，聲援美國的反種
族歧視示威。

華盛頓特區市長鮑澤5日批
准以鮮黃色油漆在16街路面漆上
「黑人的命也是命」 幾個大字，
並將16街區段改名為 「黑人的命
也是命廣場」 。這條道路離白宮
近在咫尺。

墨西哥騷亂者5日向墨西哥城的美
國大使館投擲燃燒彈和石塊。他們身穿
黑色衣服，以黑色面巾蒙面，縱火燒毀
汽車，打砸商舖。

暴徒圍攻美駐墨大使館

特魯多單膝下跪

通往白宮道路命名
「黑人的命也是命」

▲紐約暴徒1日在曼哈頓區
搶劫商店 路透社

▶大批示威者3日在華盛頓
特區舉行和平抗議活動，
為弗洛伊德之死發聲

法新社

特亂特亂
美利堅美利堅

公評世界
周德武

不要低估特朗普的絕地反擊能力
儘管美國民主黨代表大會將在8月份

召開，但拜登在6月2日7個州的初選中已
經提前鎖定1991張代表票，這意味着拜
登迎戰特朗普已成定局。

離大選投票日（11月3日）還有146
天，眼下特朗普正面臨着疫情、經濟休
克及種族騷亂三重挑戰，國內充滿了對
特朗普抗疫不力的指責及處理弗洛伊德
事件的批評，拜登的民意支持率普遍高
於特朗普7%以上，但並不意味着特朗普
在這場大選中提前出局，相反特朗普將
抓住一切機會進行反擊。

美國的民意測驗五花八門，選民的
情緒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意調查的干擾。
但在一個極度撕裂的國度裏，其實兩黨
基本盤不會因為特朗普政績的好壞有所
動搖。正因為如此，特朗普所採取的策
略是牢牢鎖定基本盤，擴大中間選民的
支持度，把民主黨盡量往左邊擠，從而
使民主黨的政治光譜集中於四分之一的
區域，以此擴大共和黨的地盤和選民基
礎。

民間測驗落後對特朗普是個鬧心事
，但把民意測驗看得太重也會產生嚴重
誤導。2016年大選期間，他的民調一直
落後於希拉里，但最後以選舉人票的優

勢勝出。至少從目前來看，在具有關鍵
意義的15個戰場州，特朗普的支持率並
不輸於拜登，從而讓今年的大選增加了
更多的懸念。

特朗普競選的主要資本還是經濟，
特別是股市的上漲夠特朗普吹噓一陣子
了。令特朗普沒想到的是，今年2至3月
美國疫情高峰期間，美國股市進行了大
幅度修正，三大指數曾經一度下跌30%以
上。但是經過這段時間的消化，特別是
美聯儲出台大水漫灌式的貨幣政策以及
府會經濟刺激方案相繼出籠，極大增加
了資本市場的流動性，美聯儲的資產負
債表從35000億美元陡升至73000多億美
元。據路透社報道，這段時間美國向資
本市場注入的資金達13萬億美元。6月5
日，納斯達克指數收復失地，創下歷史
新高，道指與二月中旬的歷史高點也就
一步之遙。

6月5日公布的就業數據讓特朗普興
奮不已，稱這些成績 「令人驚嘆」 ， 「
完全得益於他的正確決策」 。原先市場
預測5月份的失業率估計為19%，但結果
是13.3%，比4月份的失業率（14.7%）下
降了近1.4%。特朗普稱， 「美國經濟如
同火箭般反彈」 ，他質問各州州長們有

什麼理由繼續死守居家令？
一些學者立刻質疑失業率的水分。

畢竟全國的失業人數高達3000萬以上，
區區二百萬數量的就業增長實在算不了
什麼，更不能說明美國經濟的強勁復甦
。果不其然，6月6日美國勞工部發表聲
明，因 「分層抽樣」 數據搞錯，失業率
少算了3.1%，實際失業率為16.4%，比四
月份高出1.7%，讓特朗普空歡喜一場，
看來這個馬屁拍得有點急。真不知道下
周一的股市以何種方式開場？

美國疫情並沒有得到根本控制，死
亡人數正接近11萬，而這場大規模的騷
亂會不會形成新一波疫情還需要時間檢
驗。10萬新冠死亡數字沒有讓特朗普動
多少惻隱之心，但一個黑人男子弗洛伊
德之死卻搞得特朗普心煩意亂，尤其是
抗議者衝擊白宮，他不得不兩次鑽進白
宮的地堡，實在有損特朗普的硬漢形象
。在疫情面前，他 「赴湯蹈火」 ，親自
服用抗瘧疾藥物奎寧，以身試藥；堅持
不戴口罩顯示自己不當懦夫。面對街頭

暴力，他第一時間把這場騷亂定性為 「
暴徒」 們的 「恐怖主義」 行徑，指示國
民警衛隊予以鎮壓，並命令軍隊開進首
都華盛頓，此舉遭到國防部長埃斯珀等
軍界人士的強烈反對，迫使特朗普不得
不改變主意，改由獄警和國民衛隊替代
正規軍加強首都的安全防範。

特朗普非常清楚，他之所以擺出強
硬姿態也是有歷史原因的。1968年馬丁
．路德．金遇刺後引發了大規模暴亂，
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松以 「法律與秩序」
作為競選綱領，贏得了當年的大選，特
朗普自然希望這段歷史能給自己帶來靈
感。此外，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每次
黑人引發的騷亂，社會上絕大部分人是
支持清場平亂的，白人更是如此。特朗
普再怎麼迎合少數族裔，黑人投他的票
畢竟少之又少。在白人佔主導的國家，
穩住了白人也就穩定了基本盤。孰輕孰
重，特朗普還是能夠掂量清楚的。

連日來，美國四位前總統先後發聲
，希望現政府通過展示團結而不是分裂
的方式，直面美國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問
題；美前國防部長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
席等呼籲特朗普，不要輕易動用軍隊參
與維護國內治安，更不希望把國內變為

戰場；而2016年大選中強力支持特朗普
的福音教派對特朗普處理騷亂的手法也
表達不滿。主流媒體《華盛頓郵報》直
斥特朗普是 「首席分裂者」 （Divider
in Chief），這一切給特朗普帶來巨大壓
力。

美國大選向來有「十月變局」之說，
如果各州經濟持續復甦，各項經濟指標
持續向好，特朗普的經濟牌就算復活了
，這對民主黨來說是最糟糕的情形。需
要指出的是，民主黨所在的州是這次疫
情重災區，屆時特朗普又可以向民主
黨甩鍋，讓其很難得分。更何況民主
黨候選人拜登的挑戰實力也差強人意，
特朗普將會抓住一切機會，發動毫無底
線的攻擊，必會在大選辯論中給拜登難
堪。

2020年的美國大選充滿了不確定性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總統候選人平均年
齡為76歲，既打破了
歷史紀錄，也讓世界
所有奮鬥者確定了新
的時間坐標，看來奮
鬥的路還很長，且行
且珍惜！

更多精彩內容
請掃碼關注微
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