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惡行罄竹難書 史上最糟總統

《紐時》發檄文

法斬首案疑兇要求學生助點相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報道：法國

巴黎初中歷史科教師帕蒂因在課堂上展示伊斯蘭教
先知漫畫，16日慘遭當街斬首，疑犯已被警方擊斃
。俄羅斯駐法國大使館確認，疑犯是18歲車臣青年
安佐羅夫（Abdullakh Anzorov）。據報道，安佐
羅夫案發當天曾在帕蒂任教的中學校舍外等候，並
要求學生幫忙指認帕蒂，顯然是有預謀犯案。

法國當局證實，安佐羅夫16日下午曾在帕蒂任
教的中學校舍外等候，並要求離開校園的學生指出
哪一個老師是帕蒂。調查人員還發現，帕蒂遇害前
就因展示先知漫畫，遭到網上恐嚇和威脅。法國國
家反恐檢察官里卡德17日證實，一名女學生的父親
曾在網上發起抵制帕蒂的活動。他曾在網上公布帕

蒂的姓名及學校地址，幾日後就發生慘案。當局已
拘捕10名嫌疑涉案人，這名家長與一名伊斯蘭教極
端主義民兵均在名單中。里卡德並未透露安佐羅夫
是否與這所學校、學生或家長有關。俄羅斯駐法大
使館表示，安佐羅夫6歲時就隨家人前往法國尋求庇
護，今年剛拿到居留許可，與俄羅斯並無聯繫。

帕蒂遇害震驚全法。法國總統馬克龍已將案件
定義為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襲擊。法國財政部長梅
爾18日表示，將提議加強對一些伊斯蘭組織資金流
動的管控。同日，法國各地舉行集會，展現團結對
抗暴力的決心，並對帕蒂表示哀悼。在巴黎，數千
人在市中心聚集，並高舉 「拒絕思想專制」 、 「我
是老師」 等標語。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報道：一向標榜 「政治中立」 立場的《紐約時
報》，16日罕見地以社論編委會名義，發表聲討美國現
任總統特朗普的 「檄文」 ，細數其眾多罪行，包括抗疫
不力、草菅人命、煽動分裂、動搖法治等，並直言他的
連任競選，已成為美國民主自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大威脅。
《紐時》批評特朗普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總統，並呼籲美
國選民在11月3日用選票將他踢出局。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
商業內幕》報道：當地時間17日， 「女
性大遊行」 連續第4年在包括哥倫比亞特區在
內的全美至少429地舉行，預計近12萬人參加。示
威者抗議總統特朗普強行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
接任病逝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並直接打出 「
特朗普現在就滾」 等標語。

首場 「女性大遊行」 開始於特朗普2017年就職
典禮次日，當時數百萬人走上街頭反對特朗普。今
年由於新冠疫情等因素，人數大幅減少，但全美仍
預計有超過11.6萬人參加。僅在哥倫比亞特區，就

有數千人
一路遊行至
最高法院。遊行
活動以反特朗普、反
共和黨為主基調，不僅抗議特朗普政府強行在大選
前提名巴雷特，更呼籲女性選民用選票讓特朗普下
台。生殖權利運動人士史普表示： 「特朗普要下台
了，他沒得選擇。這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會在11月3
日把他投下台。」

共和黨把持的美國參議院計劃於22日舉行對巴
雷特任命的表決。金斯伯格生前致力爭取兩性平權

，巴雷特卻是信奉 「父權至上」 的狂熱天主教徒，
且明確反墮胎。示威現場有人裝扮成加拿大作家阿
特伍德所著小說《使女的故事》中受迫害的女性形
象，表達對巴雷特的不滿。亦有人穿上金斯伯格標
誌性的大法官黑袍和白色鈎針領飾，或高舉金斯伯
格畫像，表達對她的敬意和支持。

《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的一項民調顯
示，相較於特朗普，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更受美
國女性選民歡迎，支持率領先23個百分點。

當地時間16日，《紐約時報》以編委會名義發表長篇社論《結束我們
國家的危機》，並將矛頭直指特朗普，不僅在副標題直接標出這是一份 「反

特提案」 ，還在正文上方用紅字寫着 「判決」 字樣。該文形容特朗普是 「日
益多元化國家中的種族主義煽動者」 、 「互相聯繫世界裏的孤立主義者」 ，

總是吹噓自己從未做過的事，並承諾自己永遠不會做的事。他在一個任期內
所犯的錯誤，已超越過去幾十年美國總統所犯錯誤的總和。

《紐時》稱，11月3日將是一個關乎美國未來的轉折點，並呼籲民
眾用選票反對特朗普，以保護和捍衛美國。編委會強調，他們不會輕易

控訴一位經選舉上台的總統，但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已對美國民主構成嚴
峻考驗， 「人們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特朗普不能解決國家的問題，因

為他自己就是國家最緊迫的問題」 。
《紐時》指出，特朗普短短4年任期內的惡行可謂罄竹難書，已在

美國內部乃至全世界嚴重損害了美國利益和形象。他濫用職權，否認政
治對手的合法性，打破了幾代人以來將美國團結在一起的底線和規則；

他把公眾利益和自己的商業利益及政治利益結合在一起；他對美國人的生
命和自由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漠視。

美國政治的惡性腫瘤
《紐時》承認，2015年6月特朗普宣布參選總統之前，美國公民社會

的基礎已開始有崩潰跡象，但特朗普無疑加劇了美國政治中最糟糕的傾向
，令美國變得更加兩極化、更加偏執、更加刻

薄。他利用自己掌控的推特、Facebook等新社
交媒體，把支持者聚集在不滿和仇恨的篝火邊，
煽動美國人互相攻擊，且拒絕譴責白人至上組織
等 「盟友」 的暴力行為。

特朗普還對法治發起攻擊，濫用職權懲罰對
手及謀取私利。雖然他的所有不法行為可能需要幾

十年才能徹底曝光，但已知情況已足夠令公眾震驚，
包括拒絕接受合法監督、無視法院命令、將司法部變為

私人律師團、 「通烏門」 等。特朗普正對郵寄選票發起無
根據的指控，妨礙美國人行使投票權。
在抗擊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女性權益等議題上

，特朗普亦是劣跡斑斑。美國網友形容，特朗普就是美國政治的
「惡性腫瘤」 。還有人表示，自己已字面意義上地逃離了美國， 「

但不幸的是，全世界沒有哪個地方能逃過特朗普主義的魔爪」 。

前高官齊轟不稱職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亦對特朗普開火，定於當地時間18日晚

播出特別節目《圈內人：來自特朗普前官員的警告》。眾多前任高級官員
，包括前白宮幕僚長凱利、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前國土安全部總
顧問米特尼克等，將輪番上陣，指出為什麼特朗普是個不稱職的總統。

CNN報道稱，凱利曾告訴朋友，特朗普是 「我這輩子見過缺點最
多的人」 ，其不誠實的程度令人震驚。這一觀點與其他人不謀而

合。副總統彭斯的前高級顧問特洛伊表示，特朗
普早在2月中旬就知道新冠疫情的

嚴重性，但 「他不想聽，因
為他最關注的是今年

是大選年」 。

全美女性大遊行反特朗普全美女性大遊行反特朗普

子陷電郵門
拜登優勢收窄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郵報》、霍士
新聞報道：美國保守派媒體14日起炒作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之子亨特的 「電郵門
」 醜聞，似乎已對拜登的選情造成影響。
17日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雖然拜登仍較
大幅度領先現總統特朗普，但優勢已收窄
，由超過10個百分點降為約7個百分點。

IBD/TIPP民調自12日起，每日公布前
5天的大選民調結果。拜登12日支持率為
52.7%，特朗普則為42.3%，差距達10.4
個百分點。然而，《紐約郵報》等親特朗
普媒體隨即開始炒作亨特與烏克蘭企業關
係密切的 「電郵門」 。17日，新民調顯示
拜登支持率下跌至50.3%，特朗普則升至
43.2%，雙方差距縮小到7.1個百分點。

《紐約郵報》表示，自從14日發表有
關亨特 「電郵門」 的報道後，其推特賬號
就無法正常運作，相關推文亦被封鎖，而
解封賬號的條件，是刪除有關亨特的6條推
文。推特16日承認，直接封鎖特定內容的
做法不妥，並宣布更新政策。根據新政策
，違反推特誤導性信息政策的內容將被標
記，其他用戶轉發或引用這些內容前會得
到提示。不過，推特聲明，新政策不會回
溯執行，因此《紐郵》仍需刪除有關推文
才能解封賬號。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上月底開始，外
高加索國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圍繞爭議地區納戈
爾諾─卡拉巴赫（以下簡稱納卡）爆發軍事衝突，
雙方均傷亡慘重。當地時間17日晚，兩國外交部發
表聯合聲明，同意於18日零時起 「人道停火」 。然
而， 「停火」 僅僅4分鐘後，亞美尼亞國防部就指責
阿方違反協議，發動炮擊。

據法新社報道，亞美尼亞國防部發言人斯捷潘
尼揚在推特聲稱，阿塞拜疆於18日零時4分至2時45
分發動炮擊，還曾發射火箭。阿方暫未對此作出回
應。這已是兩國3周內第二次嘗試宣布停火。此前，
在俄羅斯斡旋下，亞阿雙方曾同意停火，以交換俘
虜、遺體並進行談判，但停火協議很快破裂，雙方
均指責對方先違反協議。

今次衝突已造成雙方包括平民在內至少700人身
亡。由於阿方未公布軍人死亡人數，實際死亡數據
很可能遠不止於此。法新社指，雙方均未能在戰場
上取得決定性優勢，且不斷放出互相矛盾的信息 「
煙幕」 ，因此很難判斷衝突將於何時結束。隨着局
勢惡化，俄羅斯、土耳其等勢力或將被捲入，國際
社會數十年來的和平努力恐化為烏有。

停火僅4分鐘 亞阿再爆衝突

▲反對巴雷特大法官提名的示威者17日在華府聚
集 路透社

▲拜登民調領先優勢正在收窄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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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謊報新冠疫情危險，挑戰公共衞生官員的專業知識，抵制必要預防措施，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時開放經濟❷否認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的必要性，放棄國際合作
❸對合法和非法移民都進行殘酷打壓，但拿不出解決移民問題的合理政策❹痴迷於推翻前總統奧巴馬的成就，例如平價醫療法案，但提不出替代政策❺競選時自稱是普通工人的捍衛者，執政期間卻一直代表富人利益，並將公眾利益與其個人商業及政治利益捆綁❻令美國與長期盟友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❼利用自己掌控的推特等社交媒體，煽動美國人互相攻擊，加劇內部分裂❽攻擊法治，濫用職權否認政治對手的合法性

來源：《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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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反特朗普示威者在猶他州舉
行遊行 美聯社

籲踢走特朗普

▲法國民眾對遇害教師表示哀悼 美聯社

（大公報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