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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認曾與以官員商談 特朗普被轟公報私仇

《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兩名消息人
士稱，美國總統特朗普擬擴大美國領
土，曾多次私下向幕僚查詢，有意讓美

國購買丹麥屬地、全球最大島嶼格陵
蘭。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於《世界概況》

發表的數據顯示，格陵蘭面積為220萬
平方公里，當中170萬平方公里被冰層
覆蓋，人口僅5.8萬，8成是原住民紐特
人，當地蘊藏豐富自然資源，包括煤
礦、鈾礦等，不過只有0.6%土地用作發
展農業。
兩名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曾在多個會

議及晚宴上，詢問幕僚有關美國購買格陵
蘭的可能性，並在討論格陵蘭的豐富天然
資源及地理位置優勢時，顯得極感興趣，
更曾指示律師團隊進行研究。他們又指，
部分特朗普幕僚支持購下格陵蘭，認為有
助刺激經濟，但部分幕僚則認為該想法異
想天開，永遠都無法實現。

丹麥議員批想法荒謬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在去年

秋季一次晚宴中，曾表示有人向他反映，

指丹麥對持續向格陵蘭提供經濟援助感到
苦惱，建議他可考慮購買該島。消息人士
認為，特朗普從未在競選活動提及購買格
陵蘭一事，相信他並非認真打算購買該
島，而只是想借此炫耀權力。
華府及丹麥駐華盛頓大使館未有作出

回應，多名丹麥國會議員則指購買格陵
蘭的念頭荒謬，不可能成真。格陵蘭外
長巴格爾表示，歡迎外國前來投資，但
強調不會出售格陵蘭。
特朗普並非首位有意購買格陵蘭的美

國總統，在1946年二戰後，時任美國總
統杜魯門曾向丹麥提出，以1億美元(約
7.8億港元)購買格陵蘭擁有權，美國國
防部亦於1951年在當地設立空軍基地，
事件曾引起丹麥國民不滿，質疑美國在
格陵蘭擴張軍事活動，會損害丹麥的國
家主權。 ■綜合報道

傳特朗普有意買格陵蘭 讓美國更大

特萊布和奧馬爾去年分別當選眾議員，成為
美國國會首批穆斯林女議員，其中特萊布

父母均是巴勒斯坦人。兩名議員曾多次批評以
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興建猶太人聚居點和鎮壓
巴人示威，並表明支持巴勒斯坦人發起、針
對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和制裁」(BDS)
運動。

特萊布及奧馬爾原定應巴勒斯
坦組織MIFTAH邀請，
本周末起到訪約旦河
西岸的巴人聚居地
伯利恒、拉姆安
拉、希伯倫，亦
會前往東耶路撒
冷。然而特朗普
前日在 twitter 發

文，稱若以色列容許特萊布及奧馬爾入境，便相
當於示弱，並批評特萊布及奧馬爾「憎恨以色列
及所有猶太人」，是美國的恥辱，內塔尼亞胡不
久後便宣佈禁止兩名議員入境。

特朗普：容許入境等同示弱
內塔尼亞胡指出，兩名議員的行程顯示，她

們訪以目的是加強抵制以色列，且拒絕承認以色
列的合法性，故內政部決定不允許二人入境。內
塔尼亞胡強調以國是民主國家，願意接納批評聲
音，但亦有法例禁止杯葛該國的人士入境，「正
如其他民主國家，亦不准許它們眼中危害國家的
人士入境」。

人道理由准特萊布探親
特萊布其後去信以國內政部，稱她年逾九旬

的祖母仍居於約旦河西岸的家鄉，「這或許是我
探望她的最後機會」，並承諾訪問期間遵守以色
列一切管制，不發表支持杯葛活動的言論。以色
列當局其後以人道理由，准許特萊布回鄉探親，
奧馬爾則繼續被拒入境。奧馬爾形容以方決定令
人不寒而慄，侮辱民主價值。然而特萊布指以國
設定的條件太苛刻，令她感到恥辱，決定不會成
行。
以色列內政部上月曾表明，將容許特萊布和

奧馬爾入境，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以國官員
約兩周前商討二人入境申請時，仍然一致贊成對
兩人開綠燈，但在特朗普施壓後，便推翻此前決
定。特朗普承認曾就事件與以方接觸，但拒絕說
明是哪一名官員。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斥責特朗普的行徑無

知和有欠尊重，向來支持以色列的她形容，以方
令人深感失望，屬軟弱和放下國家尊嚴的表現，
促請以方撤回禁令；民主黨參議員沃倫亦稱，禁
止兩名議員入境的決定可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發言人阿什拉維批評以方行為荒謬，對美國人民
和議員展示敵意。 ■綜合報道

疑屈服白宮施壓
以拒美眾議員入境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前日宣佈，

禁止兩名曾支持杯葛以色列的美國民

主黨眾議員特萊布及奧馬爾入境，創

下美國議員被拒入境以色列的先例。

內塔尼亞胡這次決定被視為是受美國

總統特朗普施壓，並為9月中舉行的

國會大選爭取保守派支持，特朗普則

被批評是借以色列之手公報私仇，報

復兩名民主黨議員。

以色列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
施壓後，禁止民主黨眾議員特萊
布及奧馬爾入境，外界解讀為特
朗普的政治伎倆，透過狙擊民主
黨進步派議員，爭取 2020 年連

任。然而美以友好長期是美國跨黨派共識，特朗
普此舉卻如同挑動國會內的反以情緒，恐有損兩
國長遠關係，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

特朗普於twitter公然呼籲以色列禁止特萊布和奧
馬爾入境，實質等於以美國總統身份，敦促外國政
府禁制自己國家的民選代表。特朗普此舉相信是為
進一步把兩名議員代表的民主黨進步派系，渲染為
極端、反猶人士，藉此打擊民主黨在2020年大選
的選情，亦可吸納親以色列的選民支持。

但自以色列立國之初，美國及以色列的緊密關
係，一直建基於美國國會各黨派的共識之上。特
萊布及奧馬爾曾公開批評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的
手法，卻因此被禁入境以色列，恐導致國會內部
對以色列取態出現分歧，最終損害美以關係。美
國最大親以組織「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
(AIPAC)亦因此與特朗普割席，稱任何國會議員
均應獲准進入以色列。

以屈服屬短視之舉
對以色列而言，屈服於特朗普的壓力同樣可能

帶來沉重政治代價。以國駐美大使德爾默上月曾
表態，特萊布及奧馬爾不會被拒入境，但在特朗
普開口後隨即轉軚，令總理內塔尼亞胡看來有如
特朗普的傀儡。然而美國不會一直由共和黨執
政，內塔尼亞胡一面倒拉攏特朗普，卻與民主黨
人結下樑子，一旦民主黨日後上台，便可能削弱
美國未來對以色列的支持，適逢以色列下月大
選，事件對內塔尼亞胡選情的影響難料。

事實上，奧馬爾及特萊布在以色列欠缺影響
力，即使她們順利到訪當地，亦不會對美以政局
或兩國關係構成重大影響，若以色列可接納敵對
的美國政客，其實更能展示政府的胸襟、坦誠及
自信。相反，現時以國甘於當特朗普的「應聲
蟲」，只會自損國格，更可能賠上日後與民主黨
的關係，做法短視亦缺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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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為連任押上國家利益
金夏音

以色列是依據2017年
通過的《反杯葛法》，
禁止美國眾議員特萊布
及奧馬爾入境。這項法
例主要針對「抵制、撤
資和制裁」(BDS)運動的
支持者，過往以國曾引
用該法例，先後拒絕10
多人入境，但針對美國
議員是首次。
BDS運動主要鼓勵個
人或組織向以色列施壓，
試圖迫使以色列放棄控制
約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區，
賦予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
人同等待遇，並容許流離
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重返當
地建立家園。
法案當年在以色列國會
表決時，正值美國總統特
朗普上台後不久，以色列
人預計將得到美國支持。
然而法例在美國引起多方
批評，認為不符合民主原

則，亦會令以色列進一步
被孤立。提出立法的以色
列極右政客、運輸部長斯
莫特里赫當時解釋，BDS
支持者若可入境，便有機
會從內部損害以色列，因
此必須立法，制止針對以
色列的仇恨。
據以色列戰略事務部發

言人穆爾指出，過往曾有
14 人因此法例被禁入
境，包括7名法國政客及
歐洲議會議員在2017年
底被拒入境。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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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去年 10 月引用《反杯葛
法》，禁止美籍巴勒斯坦裔女大學生阿
爾加西姆（見圖）到以色列留學，指她
支持「抵制、撤資和制裁」(BDS)運
動，鼓吹抵制以色列。當時華府表示尊
重以色列的決定，未有為阿爾加西姆發
聲，惹來不少批評聲音。
22歲的阿爾加西姆在美國佛羅里達

州出生，她當時準備入讀希伯來大學的
碩士課程，並已取得學生簽證，在10
月2日時嘗試從特拉維夫機場入境時，
被移民部門拒絕入境，要求她返回美
國，並解釋因她支持BDS運動，故按

法例禁止她踏足以色列。
阿爾加西姆當時決定留在以色列，尋

求推翻入境禁令，因而被扣押在機場長
達兩周，直至10月18日以色列最高法
院裁定阿爾加西姆得直，認為她的行動
並無違法。 ■綜合報道

美籍巴女被禁踏足以國 華府稱「尊重」

■■特朗普據報特朗普據報
公報私仇公報私仇，，令令
以色列拒絕兩以色列拒絕兩
名美國女眾議名美國女眾議
員入境員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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