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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自5月26日至8月22日，
美國50州超過2400個地點發生了7750
次示威，其中7%示威出現暴力活動，
包括襲警、搶劫、縱火和破壞公共財產
。目前，聯邦檢察官已以暴力相關罪名
起訴了逾200人，司法部長巴爾對於這
一緩慢進度感到失望。他在上周與聯邦
檢察官的電話會議中，要求檢察官使用
更嚴重的罪名起訴暴徒，除了使用常規
的暴動罪、縱火罪、襲警罪之外，還可
以考慮使用煽動叛亂罪。

對暴徒零容忍
煽動叛亂罪指的是兩人或多人串謀

使用暴力來反對聯邦政府，包括阻止政
府執法、非法佔有聯邦建築，甚至是密
謀推翻政府。波特蘭暴徒7月底闖入聯
邦法院並縱火的行為，就符合這一罪名
。一旦罪成，被告最高可判囚20年。
但這一罪名使用頻率很低，最近的案例
還是2010年密歇根州民兵殺警事件，
且法院2012年裁決罪名不成立。因此
，當巴爾敦促檢察官考慮煽動叛亂罪時
，許多檢察官都感到相當意外。

不過，巴爾自5月示威以來，一直
對於暴徒採取零容忍的態度，他曾多次
批評暴徒騎劫和平示威，並形容波特蘭
暴徒闖入法院的行為不能稱為抗議， 「
不管以什麼標準衡量，都是對美國政府
的攻擊。」 這也解釋了巴爾為什麼希望
用煽動叛亂罪起訴這些暴徒。

西雅圖市長縱容暴徒或被控
亞拉巴馬州法學教授卡羅爾指出，

這還表明了政府決心採取進一步措施平
息暴亂， 「以煽動叛亂罪而非破壞建築
罪起訴暴徒，即使他們最後沒有被定罪
，也會讓這些人上街示威前三思。」

另據《紐約時報》透露，巴爾還要
求檢察官探索對西雅圖市長鄧肯提起刑
事訴訟的可能性。鄧肯從6月8日起縱
容示威者佔領市中心一間警局及周邊六
個街區，任由他們成立 「國會山自治區
」 長達三周之久，直到發生數起槍擊事
件後才派警察清場。其間特朗普一度打
算派出聯邦執法人員干預，但鄧肯毫不
客氣地回嗆，讓特朗普滾回地堡裏（示
威者5月29日包圍白宮時，特朗普一度
躲在地堡避難）。

美國弗吉尼亞州前東區檢察官羅森
博格評論道，巴爾似乎對這一所謂的自
治區深感憤怒，他希望有人能為此付出
代價。

對此，司法部發言人否認巴爾要求
起訴鄧肯。鄧肯17日批評道，這是特
朗普政府濫用權力、將司法部當成政治
武器的又一例子，這令她 「膽寒」 。

傳白宮擬用熱射線清場
據華盛頓特區國民警衛隊少校德馬

克羅透露，在特朗普6月1日前往白宮
附近被燒毀的教堂手持聖經擺拍前，為
了趕走拉法耶特廣場上的示威者，國防
部曾計劃使用軍用的長距離揚聲裝置（
即音波炮）以及 「熱射線」 清場，後者
能使目標對象皮膚燒灼，連美軍在伊拉
克戰場上都不願使用。據報道，特朗普
政府一度考慮在美墨邊界使用 「熱射線
」 對付非法移民，被時任國土安全部部
長尼爾森以 「人權疑慮」 為由拒絕。

由於現場的聯邦警察並未獲得這兩
種軍用裝置，最後使用警棍、催淚彈、
胡椒噴霧和閃光彈清場。德馬克羅還透
露，在5月末至6月初，華盛頓特區部
隊總部還臨時儲備了7000發子彈，以
應對示威者。

【大公報訊】綜合《
華爾街日報》、《華盛
頓郵報》、《紐約時報
》：自5月底非裔男子弗
洛伊德被白人警官壓頸
致死以來，美國已發生
了逾7750次示威，其中不
乏暴徒趁機襲警、搶劫
和縱火。司法部長巴爾
一直強調要嚴懲暴徒，
據報道，他日前還要求
檢察官考慮以煽動叛亂
罪起訴暴徒，一旦罪成
最高可判囚 20年。另外
，六月份示威者包圍白
宮周邊時，美國國防部
曾考慮使用軍用的 「熱
射線」 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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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淪特朗普私人律師
【大公報訊】綜合《紐

約時報》、美聯社報道：美
國司法部長巴爾自去年2月
上任以來，一直對總統特
朗普言聽計從，將司法部
變成了特朗普的私人律所
。CNN形容，歷史會銘記
巴爾手下的司法部是如何
可悲地淪為了政治工具。

例如，巴爾16日為了
替特朗普匆忙復工的決策
辯護，形容為了阻止新冠
病毒蔓延而封城是「除了奴
隸制以外，對美國公民自
由的最大侵犯」。在特朗普
月初教唆北卡州選民投兩
次票以測試郵政系統時，
巴爾為了避免批評特朗普
此舉屬於犯罪行為，竟稱
自己不熟悉北卡州法律。

巴爾還多次為特朗普
搖旗吶喊，他完全無視司
法部長不應參與政治的原
則，公開表示「如果特朗普

連任失敗，美國就會不可
避免地滑向社會主義的道
路」 ，屆時將大難臨頭。

此前，巴爾還連續放
生了兩名 「通俄門」 罪犯
，即前國安事務助理弗林
和特朗普長期顧問斯通，
這導致逾2000司法部前員
工簽聯署信，要求巴爾辭
職，並批評他多次把司法
部當作為特朗普爭取個人
及政治利益的工具。

巴爾此前曾表示， 「
通俄門」 是推翻特朗普的
陰謀，他16日還批評手下
的聯邦檢察官利用司法系
統來進行「不懷好意的」政
治調查。

許多分析人士感慨，
巴爾已經徹底變成了特朗
普的私人律師，整個司法
部也淪為了特朗普的私人
律所，這反映出特朗普政
府的深遠破壞性。

美擬控暴徒煽動叛亂可囚20年
不滿起訴過程緩慢 司法部搜舊法加辣

【大公報訊】綜合《紐
約時報》、BBC報道：美國
一移民拘留中心近日被爆出
強行切除大量被拘留婦女的
子宮，有被拘留者形容該處
「如同實驗集中營」 。人權
團體在14日提出投訴，民主
黨與墨西哥要求特朗普政府
徹查此事。

佐治亞州歐文縣移民拘
留中心護士伍滕近日揭露，
中心內有醫生未獲同意就切
除被拘婦女的子宮。伍滕還
指控一名醫生，稱所有被他
檢查過的女性都進行了子宮
切除手術，形容他是 「子宮
收藏家」 。另外，該中心衞
生環境惡劣，拒絕為被拘留
者提供醫療援助，拒絕做新
冠病毒檢測，甚至隱瞞確診
案例。一名被拘留的人形容
： 「這就像是實驗集中營，
就像是他們拿我們的身體進
行實驗一樣。」

被拘留在該中心的婦女

比納姆（Pauline Binam）
就是受害者之一，她去年曾
因月經周期紊亂求醫，但不
料被醫生切除了子宮組織。
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
）16日差點將她驅逐出美國
，好在國會介入調查阻止了
這一進程。華盛頓州民主黨
眾議員賈亞帕爾說： 「感覺
ICE想要趕快將她驅逐出境。
雖然我不能肯定，但這一切
都令人非常不安。」

此事在美國引起軒然大
波，非牟利組織 「南方計劃
」 （Project South）14日向
美國政府提出投訴，超過170
名議員聯署要求國土安全部
徹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直
言，如果這些駭人聽聞的情
況屬實，那將是對人權 「令
人震驚的踐踏」 。有傳媒形
容，這是納粹德國的行徑。
墨西哥政府16日也表示，已
正式要求美國當局就此事提
交報告。

公評世界
周德武

美國社會911山雨欲來
四年前，我把特朗普的當選稱之為

美國的 「政治911」 ，事實證明，這個判
斷並不誇張。特朗普的當選，不僅摧毀
了美國一手打造的國際體系，而且在美
國內進一步加劇了分裂。2020年的美大
選會不會變成 「美國社會的911」 ，甚至
演變成一場內戰，美國的一些政治學者
對此充滿了憂慮。

自21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幾次大
的危機。2001年發生了 「恐怖主義911」
，隨後小布什政府輕率發動了對阿富汗
和伊拉克的兩場戰爭，美國至今還深陷
中東泥潭而難以自拔。

2007年下半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
以2008年9月15日李曼公司的倒閉為標誌
，美國金融危機超越本土向世界傳導。
「915事件」 在某種意義上說是 「美國經

濟的911」 。
而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其對美國

和世界的衝擊完全可以用 「政治911」 來
形容。巧合的是，2016年美國大選日是
11月9號，這個數字反過來讀就是911。

如果說恐怖主義的911，炸掉了美國
的雙子塔，只是敲掉美國的 「兩顆門牙
」 ，而 「經濟的911」 則標誌着美國患上

了嚴重的血液病。金融是美國現代經濟
的血液，這場白血病讓美國遭到重創。
2011年爆發了 「佔領華爾街運動」 ，聲
討1%的貪婪之徒對99%美國普通人群的
侵害。一些失落的中產階級急速下墜，
後來都成為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

靠民粹主義上台的特朗普，在國際
上，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大搞單邊主義
、美國優先，動不動就掀翻牌桌，搞得
世界無所適從。在國內，玩弄家庭政治
，沉迷於推特治國，製造新的分裂。兩
黨惡鬥、百姓對立，美國的路線之爭涇
渭分明。一些華裔家庭破裂，年紀稍大
、憑自己打拚、躍升至中產階段的家庭
，其長輩傾向於支持特朗普，不希望政
府給那些游手好閒者以額外補貼，同時
希望以鐵拳捍衛 「法律與秩序」 ；而他
們的子女則更傾向於自由主義，對桑德
斯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情有獨鍾，今年
大選會或站到拜登一邊。

不期而至的新冠疫情放大了美國 「
政治911」 的負面衝擊力。特朗普政府對
華發動的新冷戰，掏空了中美之間的合
作基礎。靠謊言、欺騙、煽動過日子的
特朗普在新冠病毒面前無處循形，徹底

暴露其治國理政的短板，他固執己見、
昏招連連，不信科學憑直覺，讓20萬美
國人提前去了天國。皮尤中心9月16日發
布6至8月世界信譽度調查報告，通過電
話訪談了13個國家的13273人，結果 「天
選之子」 特朗普的國際信譽度在世界主
要國家領導人中排名倒數第一，只有16%
的民眾對其表示信任，相比之下，奧巴
馬當年的信譽度高達6成；而法、德、英
、日、加、澳等盟友對美國的好感度也
降至歷史低點。全世界只有15%的人認為
特朗普應對疫情得當。德國馬歇爾基金
會的一位專家表示，如果特朗普連任的
話，這些國家對美國殘存的好感都將隨
之消失。

「信譽」 兩字是我上個世紀九十年
代赴美工作被灌輸最多的理念。個人沒
有信譽或信用，在美國寸步難行。在朋
友的擔保之下，總算弄到了人生第一張
信用卡。個人信用的建立如此困難，國

家也大致如此。美國的政治家們花了一
個世紀的時間專門打造美國的信譽，其
中不乏包裝和重寫歷史。但短短的四年
間，特朗普差不多讓美國的國家信譽輸
得精光，美國墮落的速度遠遠超過其衰
落的速度，總統的道德底線一次次地被
拉低，整個社會對總統醜聞似已脫敏。

2020年，離美國大選投票日還有45
天，雙方之間的較量進入了白熱化。特
朗普的支持率觸底反彈，40%左右的基本
盤是特朗普後發制人的牢固基礎。

特朗普把美國急速帶入了 「後真相
時代」 ，並不斷加以強化。在抗疫如此
不力的鐵證面前，特朗普居然向媒體拋
出了一個模型，聲稱沒有他的果斷決策
，新冠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50萬至200萬
人，他通過這種報大數的方式為自己的
「抗疫政績」 塗脂抹粉，且信之者眾。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習慣於特朗普的
信口開河，且堅信只有他才能為美國人
帶來變革、經濟增長及股市上漲。

特朗普已經為大選的爭執預設了諸
多紛爭點，他一口咬定，如果特朗普落
選，一定是民主黨作弊的結果。特朗普
的顧問甚至向他建言，如果競選失敗，

應動用1807年《反叛亂法》，把民主黨
的幾位大佬抓起來審判。特朗普在記者
追問會不會承認大選結果問題時，他表
達了十分模糊的立場。曾以普選票領先
於對手、反而落敗的兩位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戈爾和希拉里，用現身說法，呼籲
選民抓緊投票，必須 「以大比分的優勢
擊敗特朗普」 ，否則共和黨一定利用郵
寄投票問題大做文章。

往年美國大選的郵寄投票人數只佔
25%左右，今年受疫情影響，郵寄投票人
數有可能超過40%，這樣當天大選結果難
產是大概率的事。 「選舉日」 變成 「選
舉周」 或 「選舉月」 都是完全可能的。

目前，特朗普與拜登的選情膠着，
大選結果很可能異常接近。美軍方已經
暗示，大選出現爭執，軍隊不打算介入
，這意味着特朗普和拜登支持者短兵相
接的可能性大增，不排除一些白人民兵
組織聽從特朗普的召喚，像前不久威州
基諾沙市17歲少年里滕豪斯一樣、扛着
槍走上街頭。如果局勢朝這個方向發展
，2020年美國大選之日的騷亂甚至內戰
或不可避免，那將是美國不折不扣的 「
社會9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