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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今天，特朗
普發表就職演說，「美
國優先」的口號響徹華

盛頓，他揚言要令美國再度強大、再度驕
傲。一年後這天再回首，美國政壇和社會陷
入前所未見的撕裂，部分是多年來政黨鬥爭
激化造成的惡果；二來是特朗普採用「推倒
重來」的策略，製造混亂並從中建立新秩
序。踏入2018年，特朗普將在移民、貿易
和基建等重要議題上推出新政策，但隨着中
期選舉來臨，他在「破舊」後要「立新」恐
面臨更大阻力。

特朗普是近代最不受歡迎的美國領
導人，但在任首年見證了強健的經濟增長
和就業復甦，企業和股民賺得盆滿砵滿。
經濟不只是特朗普有恃無恐的原因，他還
坐擁穩固的「死忠」選民基礎，他愈表現
得極端和瘋狂，這群選民愈是拍掌叫好，
認為他真性情。從頒佈移民禁令、暗中支
持白人至上主義，以至指責主流媒體造
假，特朗普一直消費着選民排外和憤恨建

制的心理，形成一種製造敵人的文化，進
而轉化為自身統治的合法性。

然而，如果特朗普仍然沉醉在自我感
覺良好，那麽在上任第二年，他將要付出
更高昂的政治代價。年底中期選舉是重頭
戲，特朗普發表的侮辱性言論只會拖累共
和黨選情，遭主流派選民唾棄，上月亞拉
巴馬州參議員補選，共和黨出乎意料地敗
給民主黨候選人，已是明確的警號。根據
民調機構拉斯穆森的數據，「強烈認可」
特朗普的選民由去年上任當天的38%，跌
至前日的28%，可能反映他開始流失核心
支持者。

在全球層面，特朗普慢慢斷送美國的
領導者地位，並令國民一再蒙羞，而非驕
傲。他形容非洲國家是屎坑，招致國際社
會一致抨擊；他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
都、拒絕認可伊朗核協
議，促使西方國家亦
聯手譴責；他一步
步將朝鮮半島核問

題升級，作為盟友的韓國卻與朝鮮互相伸
出橄欖枝。《紐約時報》刊登一幅漫畫，
描繪朝韓運動員在平昌冬奧開幕式一起入
場，漫畫題為《特朗普促成了誰的團
結》，諷刺他在搞分化的同時，也變相團
結了反對者。

一年以來，特朗普展現了他「破舊」
的成績，包括放寬對金融業的監管和推行
大規模稅改，亦有能力顛覆美國政治傳
統。在未來一年，美國建制派也應展示它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約束特朗普，迫使他向
主流靠攏。選民面臨關鍵抉擇，讓國家朝
哪個方向邁進──繼續以自身利益當頭，
罔顧國際社會的聲音，還是與中歐俄等主
要夥伴合作，共同領導？繼續任由特朗普
鼓吹排外和打壓傳媒，抑或尋回立國之初
心，重拾自由、開放和民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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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破舊」後迎「立新」
李鍾洲

去年1月21日發動的「女性大遊行」(Wom-
en's March)是最大規模的反抗運動，部分

成員明日將赴拉斯維加斯，展開選民登記活動，
並期待在全國為100萬名選民登記。在前年大選
中，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以些微優勢，贏下拉斯
維加斯所在的內華達州。該州也是移民和控槍議
題的關鍵州份，「女性大遊行」成員希望在此吹
響勝選的號角。
很多受訪婦女表示，去年大遊行開啟了參政的

新時代，這股動力至今未有衰退。對於未來的策
略，「女性大遊行」分開兩派，一派支持繼續街頭
示威，另一派主張聚焦選舉，但很多婦女稱兩邊都
會支持。進步派團體籌款機構ActBlue總裁希爾表
示，每個月的籌款款項都在打破紀錄，上月的成績是
歷來最佳，估計今年捐款會更火爆。

華府示威被拘 無證據撤控129人
此外，在特朗普去年宣誓就任當天，首都華盛頓爆發
大示威，數百名蒙面黑衣人遊行至富蘭克林廣場，其間
有人搗毀銀行和咖啡店的玻璃窗，警方拘捕及起訴約200
名示威者。法院上月裁定其中6人全部罪名不成立，當庭
釋放，顯示當局證據不足。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檢察官辦公
室前日發聲明，宣佈撤銷起訴涉及較輕微罪行的129人，
但會繼續追究犯下重罪的其餘59人。法庭文件顯示，檢
察官計劃集中處理涉及暴力示威的核心人物，指他們應為
破壞和暴力行為付上法律責任。

女記者押後結婚
任職記者的拉熱斯未獲檢方撤銷起訴，她被控6項重

罪，包括暴亂罪及5項破壞公物罪，以及兩項串謀參與暴
亂等較輕微罪行。她表示從未想過官司會拖延如此長時
間，過去一年飽受官司折騰，無法重投工作，搬遷以至結
婚計劃均被迫押後。另一名被起訴的22歲示威者卡扎，
案件將於3月初開審。他不認同撤銷起訴是示威者的勝
利，指責當局拘捕異見人士，並施以威嚇和騷擾，令他們
陷入財政困難，情緒亦受困擾，他同時強調自己並沒參與
暴亂及破壞公物。 ■美聯社/《華盛頓郵報》/

《赫芬頓郵報》/《今日美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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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宣誓

就職一周年，去年他上任後，

民間團體隨即發起「反

抗」(Resistance)

運動，各地出現反特朗普示威。如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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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今日迎來上任一周年，他
選擇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慶祝，
二人票收費 10 萬美元(約 78 萬港
元)，包括晚膳和與特朗普合照，收
益用於支持特朗普的競選連任活
動。國會正努力解決政府停擺危
機，特朗普在此時離開華盛頓，備
受議員抨擊。

特朗普去年11月表示，有意在該月
份舉行慶祝會，紀念他一年前擊敗民
主黨前總統候選人希拉里，但因當時
出訪亞洲，無法成事。今次上任一周
年慶祝會，由名為「特朗普勝利」的
聯合籌款委員會舉辦，共和黨全國委
員會(RNC)主席麥克丹尼爾和賭場大
亨史提芬永利擔任主持。

特朗普上任後積極籌款，「特朗普
勝利」去年頭三季已為特朗普籌得
1,110 萬美元(約 8,680 萬港元)。相
反，前總統布什上任首兩年才籌得近
27萬美元(約211萬港元)，奧巴馬則
在上任逾兩年後，才舉行首個競選連
任籌款會。

■彭博通訊社/《國會山報》

特朗普成為國際舞台焦點，妻子梅拉妮亞
過去一年則保持低調。前總統布什夫人勞拉
的前幕僚長麥克布賴德認為，梅拉妮亞在新
一年將繼續以兒子巴倫為重，確保他適應在
白宮的生活，並繼續當特朗普背後的女人。

47歲的梅拉妮亞擔任第一夫人後，沒有高
調接受訪問，在陪同特朗普外訪時，一副輕
鬆神情，反映她安於接受第一夫人職務。雖
然一些不滿特朗普的人經常在網上攻擊她，
例如批評她的衣着品味和行為舉止，但梅拉
妮亞沒有還擊，她亦不常使用社交網。

計劃為兒童謀福祉
記者布勞爾指出，梅拉妮亞的行事作風今

年不會有重大改變，據悉她計劃今年初主持
一場國宴，但未有透露詳情。布勞爾續指，
梅拉妮亞喜歡和兒童相處，或會參與更多這
方面的工作，例如推動反濫用鴉片類藥物的
運動。第一夫人辦公室表示，梅拉妮亞計劃
在未來數月宣佈一項重要倡議，為兒童謀福
祉。 ■《今日美國報》/法新社

美國眾議院前日以230票贊成及
197票反對，通過臨時撥款法案，預
計參議院昨日表決，讓聯邦政府於
當地時間午夜的限期前獲得撥款，
避免停運。然而民主黨已表明取得
足以否決法案的票數，揚言若總統
特朗普不重新討論保護移民措施，
他們將封殺法案，令特朗普上任一
周年之際面臨政府停運。
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則指，臨
時撥款法案維持4周，在無須導致政

府混亂的情況下，有足夠時間讓兩黨
繼續討論。特朗普前日在twitter發
文，指共和黨盡力確保撥款法案通
過，警告政府停運會帶來嚴重後果。

黨爭凌駕國家利益
美國聯邦政府曾於2013年停運，

約80萬僱員被迫休假。有輿論批評
兩黨把撥款法案作為殺手鐧，迫使
對方妥協，是把黨派鬥爭凌駕國家
利益。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民主黨威脅令政府停運「贈慶」
特朗普喜歡透過微博twitter發表意見，帖
文通常較發表官方聲明簡短得多，更易向支
持者傳達訊息。他身為美國元首，經常利用
twitter作為武器，稍有不愜意便大肆炮轟，
恍如「社交網惡霸」。邁阿密大學法律系教
授弗蘭克斯擔心，特朗普在twitter具有重大
影響力，會鼓勵其他人有樣學樣，經常發表
攻擊言論，兒童亦會模仿其談話方式。
特朗普在2009年3月加入twitter，目前擁
有約4,700萬名追隨者，傳媒分析他發佈的
內容，發現大部分帖文不但失實，而且立場

極端和極具針對性，在他上任一年來，提及
「騙子希拉里」和「假新聞」的帖文數目，
分別有至少83和183次。

牽着傳媒鼻子走
加州大學語言學教授萊考夫表示，特朗普

的帖文雖然沒有太多實質內容，但他發文明
顯具有策略，例如轉移焦點、扭曲事實和為
政策「放風」，由於特朗普言論能引起人們
興趣，故媒體紛紛報道，被特朗普牽着鼻子
走。 ■《獨立報》

慶祝會籌款連任 入場費盛惠78萬

「湊仔」為重 第一夫人料續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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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刊登漫畫，寫着朝鮮和韓
國運動員在同一面旗幟下走進平昌冬奧開
幕式，上面印着「向特朗普說不」並顯示
其樣貌，充滿諷刺意味。

《紐時》嘲特朗普
促成朝韓團結

■■示威者闖入國會山莊靜坐示威者闖入國會山莊靜坐，，促保護移促保護移
民措施民措施。。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上任一年特朗普上任一年，，美政美政
壇和社會陷入前所未見的壇和社會陷入前所未見的
撕裂中撕裂中。。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去年就職典禮當日特朗普去年就職典禮當日，，
數百名蒙面黑衣人上街示威數百名蒙面黑衣人上街示威。。

■■去年去年11月月2121日發動的日發動的
「「女性大遊行女性大遊行」」是最大規是最大規
模的反抗運動模的反抗運動。。 法新社法新社

■■梅拉妮亞以兒子巴倫為重梅拉妮亞以兒子巴倫為重。。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