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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美國「最醜陋大選」在
熙熙攘攘下來到投票日，民主
黨候選人希拉里及共和黨的特
朗普連月來互揭醜聞，雙方陣

營千瘡百孔，投票決勝負對大家都不失為一種解
脫，只是選民要在兩者之間作痛苦選擇。明明是
民主選舉，A餐和B餐都難以下咽，「揀爛橙」
實為無得揀。

大選適逢美國走到政經大勢的分水嶺，美國和
全球勢力平衡正發生微妙變化。雖然美國經濟溫
和復甦，但能否撐起全球經濟，仍難以釋除市場
疑慮。打擊中東「伊斯蘭國」(ISIS)的戰役到達關
鍵階段，美軍能否在總統換屆後貫徹始終，協助
伊拉克軍清剿恐怖分子，將反映出美國的承擔
力。新興市場國家經歷去年的經濟震盪，漸漸站
穩腳跟，在全球領導權方面，繼續向華府叫板。

家門外風雨飄搖，家門內兩黨候選人鬥得熱火
朝天。特朗普試圖依靠藍領階層白人顛覆建制，
甚至放言侮辱女性和穆斯林，試圖展示自己對政
治和社會常規的蔑視。可惜「特朗普革命」破壞
力十足，未能建構新的規範和準則，「令美國再
次強大」的口號動聽有餘卻難以服眾。

希拉里拉攏女選民、高學歷人士和少數族裔，
本可代表相對理性溫和的聲音。奈何她自恃豐富
的從政經驗，既是資本也是包袱。其「政績」教
人不敢恭維，國務卿任內見證了中東「阿拉伯之

春」、烏克蘭危機和朝核問題惡化。她與華爾街的關係、克
林頓基金會收受海外獻金的爭議，再加上沒完沒了的電郵風
波，都讓希拉里的誠信掃地。

競選至此，希拉里和特朗普兩敗俱傷、面青鼻腫，莫論選
民有多少蜜月期給予當選人，他們其中一個站在國際舞台之
巔，都早已背負一身污泥和罵名。如何理直氣壯地代表美
國，並令國際社會重建對美國的信心？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紐約時報》聯合民調顯
示，61%美國人認為國家走上錯誤的
道路。然而找到對的人，才能走對
的路。選民看着兩位候選人名字，
只能搖頭嘆息，無奈地向票箱拋下
手中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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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銘剛於上月28日致函國會，聲稱發現一批可能與「電
郵門」調查有關的新郵件，將重新啟動調查。希拉里的

選情遭這突如其來的「炸彈」打擊，民調領先優勢持續收
窄，部分民調甚至被特朗普反超前。然而，高銘在最新通知
國會的信函中，表示經過調查團隊日以繼夜審閱大量電郵
後，沒改變7月時作出的結論。高銘7月時稱，希拉里擔任國
務卿期間，她及其高級助手處理政府機密時「極度草率」，
但沒證據顯示希拉里有意違反法律，調查結果不足以對希拉
里提出起訴。

勒邦占士搖滾教父站台
高銘的最新決定令希拉里陣營鬆了一口氣。希拉里前日在

俄亥俄州的競選集會上並無直接回應，反而集中批評特朗普
經常發表醜惡言論，以及暗批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希拉里
競選經理帕爾米里則對事件獲解決感到高興。加州民主黨參
議員范士丹批評高銘處事搖擺不定，令公眾對局方的調查造
成負面印象。
希拉里前日請來NBA克利夫蘭騎士球星勒邦占士及其隊友

J.R.史密夫站台，占士稱希拉里將是下一任美國總統，「會帶
領大家夢想成真」，希拉里露出笑容，點頭致謝，表示將帶
着祝福和努力入主白宮，為大家奮戰。希拉里團隊計劃在費
城舉行最後造勢大會，邀請總統奧巴馬伉儷及美國搖滾教父
Bruce Springsteen站台。

「8日難閱65萬封郵件」
特朗普早前還盛讚高銘重啟「電郵門」調查是做了正確的

事，他得悉對方最新決定後立即「變臉」，前日在搖擺州份
密歇根州拉票時，指FBI要在8日內審閱完多達65萬封新郵
件是不可能的事，「希拉里有罪，她自己、FBI和民眾也知
道。現在要靠美國人在11月8日投票來伸張正義」。他又指
希拉里將接受很長時間的調查，最終可能被起訴，在場的特
朗普支持者不斷高呼「把她(希拉里)關起來！」
共和黨人繼續緊咬不放，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普利巴斯

稱，雖然調查結果沒導致刑事起訴，但證明了希拉里不斷為
她的魯莽行為向美國人民說謊；眾議院議長瑞安亦發聲明，
批評希拉里使用私人電郵處理公務，危害國家安全。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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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調查局(FBI)審視希拉里的新郵件後，維持不作
起訴，令希拉里如釋重負，但FBI當初高調宣佈重啟
調查，已令民眾把焦點從特朗普的涉嫌性侵醜聞，轉
移至質疑希拉里的誠信，而事件適逢在提早投票期間
爆出，對希拉里的選情已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電郵門」一直是希拉里最大包袱，FBI突然重新
調查，恍如向她的選情投下炸彈。當「電郵門」漸漸
被忘記之際，FBI卻在最後關頭提醒選民不投票給希
拉里的理由。
FBI局長高銘前日雖然宣佈維持原判，對希拉里來
說應是好消息，但事實上再次令「電郵門」成為媒體
頭條，等同再勾起選民的記憶。弗吉尼亞大學教授佩
里認為，希拉里希望電郵門告一段落，能為選情止
血，避免再流失選票。

■《時代》周刊/新加坡《海峽時報》

傷口撒鹽 止血有難度
雖然希拉里再次從「電郵門」抽身，但
不代表外界對她的質疑就此消散。《紐約
郵報》前日引述聯邦調查局(FBI)備忘錄
指，希拉里任職國務卿期間，多次吩咐菲
律賓裔女傭桑托斯打印敏感政府電郵及文
件，甚至包括高度機密的總統每日簡報。
報道又指，桑托斯接觸有關文件前，並未
通過安全檢查程序。特朗普批評希拉里威
脅國家安全。
據報希拉里在接獲國務院高級助理傳來的高

度敏感電郵後，會要求對方把同一電郵及附件
轉發桑托斯，讓桑托斯把文件打印出來才閱
讀。消息指，桑托斯接觸過的文件還包括演講
草稿、機密備忘錄、外國領袖背景資料等。
報道又指，希拉里親信阿貝丁早前接受

FBI問話時承認，希拉里因工作關係在寓所
設立高度設防的「敏感訊息隔離設施」
(SCIF)，但桑托斯可在無須接受任何檢查下
入內。 ■《紐約郵報》/《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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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在「電郵門」風暴中再次甩難，雖然未
必代表她肯定勝出，但金融市場已是「未投票先
興奮」。美股昨日承接亞歐股市升勢，高開近
1.5%，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8,155點，升
2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113點，升28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5,131點，升85點。市場憧憬對墨西哥不友善
的特朗普入主白宮機會減弱，墨西哥披索匯價昨日升逾2%，創一個
月來最大升幅。
美元亦打破近期弱勢，兌日圓昨日升1.2%，報每美元兌104.255

日圓。歐洲股市同樣造好，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794點，升
100點；法國CAC指數報4,447點，升70點；德國DAX指數報
10,427點，升168點。 ■路透社/法新社

美股早段升266點 墨披索升逾2%

民調叮噹馬頭
特朗普 民調機構 希拉里
43% 紐約時報全國民調平均 45.6%
43% 彭博/Selzer 46%
40% NBC/華爾街日報 44%
43% ABC/華盛頓郵報 47%
40% Ipsos/路透社 44%
43% 霍士電視台 45%
44% 投資者商業日報/TIPP 43%

■《紐約時報》

FBI放生電郵門 被轟包庇

美國總統大選在香港時美國總統大選在香港時
間今晚正式開始投票間今晚正式開始投票，，預料最快在預料最快在

明天中午明天中午，，下任白宮主人的身份便會揭下任白宮主人的身份便會揭
盅盅。。在投票開始前在投票開始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接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接

獲利好消息獲利好消息，，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FBI)(FBI)局長高銘前日致局長高銘前日致
函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函眾議院監督委員會，，表示審閱所有有關希拉里表示審閱所有有關希拉里
「「電郵門電郵門」」的新郵件後的新郵件後，，沒發現違法證據沒發現違法證據，，因此因此
維持局方今年維持局方今年77月的結論月的結論，，不建議對希拉里提出不建議對希拉里提出
起訴起訴。。選情領先的希拉里未有再回應事件選情領先的希拉里未有再回應事件，，
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則立即開火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則立即開火，，指希拉指希拉

里受到里受到「「遭操控的系統遭操控的系統」」保護保護，，炮轟炮轟
希拉里和希拉里和FBIFBI都是一群都是一群「「貪貪

腐的壞蛋腐的壞蛋」。」。

■■希拉里最後衝刺希拉里最後衝刺，，獲奧獲奧
巴馬站台拉票巴馬站台拉票。。 美聯社美聯社

■■特朗普造勢大會上特朗普造勢大會上，，不少支持不少支持
者高呼把希拉里關起來者高呼把希拉里關起來。。 法新社法新社

特
朗
普

特
朗
普

希
拉
里

希
拉
里

'('(#�#�

美國歷任總統均為男性，除了終
身不婚的布坎南外，所有總統配偶
均被稱為「第一夫人」。鑑於希拉
里極可能當選美國歷來首位女總
統，丈夫克林頓順理成章成為「第
一先生」，但由於克林頓本身是卸
任總統，在美國會被尊稱為「總
統」，將來與希拉里同場出席官式
場合，有關稱呼可能引起混淆。
根據美國慣例，卸任總統如克林

頓仍會被尊稱為「總統」，但如果
冠夫姓的希拉里入主白宮，兩人均
會被稱為「克林頓總統」(President
Clinton)，恐怕會引起混亂。
白宮歷史協會第一夫人研究專家

布萊克指，老布什父子曾先後出任
總統，政府舉辦官式活動時分別稱
他們為「布什總統」及「布什前總
統」，認為當局可參考有關做法，
分別稱呼希拉里及丈夫為「克林頓

總統」及「克林頓前總統」。按照
這個準則，白宮內的「第一夫人辦
公室」可能稱「前總統辦公室」，
而非「第一先生辦公室」。
另外，歷任總統配偶均會推動特

定事業，例如現任第一夫人米歇爾
處理民眾肥胖問題。鑑於克林頓從
政經驗豐富，他可能會成為希拉里
的非正式顧問，或專責處理重振美
國經濟。 ■法新社

倘誕「第一先生」
兩「克林頓」易混淆

■希拉里和克林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