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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俄克拉何馬州塔爾

薩，舉行疫情爆發以來首場競選集會，試圖為

疲弱的選情注入強心針。特朗普發揮一貫作

風，開盡火力炮轟民主黨對手拜登，揚言要在

剩下5個月內擊敗這位「激進左翼傀儡」。不

過集會鋒頭卻被場內一大片藍色空櫈搶去，可

容納1.9萬人的場館最終入座率只有約一半，

令事前宣稱「百萬人搶票」、「十萬人迫爆場

館」的特朗普團隊非常尷尬，更令外界進一步

質疑特朗普是否已經失去叫座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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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陣營早前宣稱有超過100萬人登記參加今次
集會，不過最終入場人數卻連特朗普也大失所

望。原本可容納1.9萬人的場館當晚有一半空位，支
持者大都聚集在低層看台及講台周邊，高層看台則剩
下大量空櫈，即使是低層看台中，支持者之間往往也
隔了一兩個無人座位。由於入場人數遠遜預期，團隊
在開場前兩小時還向已登記人士發短訊呼籲入場。

戶外演說取消 謊稱示威者阻撓
集會於當地時間晚上8時開始，沒有戴口罩的特朗
普發表長達1小時41分的演說，他甫開首便批評示威
者在場外聚集，令支持者無法參加集會，又讚揚出席
者是「勇士」。特朗普並怪責媒體連日來警告集會存
在疫情風險，「這幾個星期我都在看着那些假新聞，
一切都很負面。(媒體都在說)別去、別來，別做任何
事。」
特朗普及副總統彭斯原定在集會結束後，於會場外
向支持者發表第二場演說，但結果因為場外支持者人
數不足而取消，預先搭好的講台亦要即場拆掉。特朗
普團隊事後誣指「一小撮極端示威者」在會場外聚
集，加上傳媒人數太多「嚇跑支持者」，導致特朗普
取消戶外演說，更聲稱有示威者在檢查站阻礙支持者
入場。不過多家媒體均指出，當晚會場周邊示威者不
多，而且現場保安嚴密，根本沒有出現特朗普團隊所
宣稱的情況。
《紐約時報》引述消息指，特朗普對於戶外集會取消

及入場人數不足感到憤怒。當地傳媒亦很快將焦點放到
空櫈之上，《華盛頓郵報》形容「特朗普到紅州(支持共和黨州份)搞集會，
卻遇上一大片藍色空櫈(藍色象徵民主黨)」；就連保守派網媒Drudge Re-
port也在主頁大字標題「讓美國再次偉大(支持者)少了許多」(MAGA
LESS MEGA)，並配上一名支持者孤零零地坐在高層看台的照片。

人員染疫「搶鋒頭」惹怒特朗普
特朗普在演說中絕口不提被警員壓頸殺害的黑人弗洛伊德，反而花
大量篇幅批評持續大半個月的反種族歧視示威，形容「左翼激進分
子」在全國城市暴動，讚揚警方制止暴徒，「他們正試圖破壞我們的
歷史，還要迫害與他們意見不一的人，這不是我們的所作所為」。特
朗普又說，「沉默的大多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早在集會舉行前，特朗普已經不滿
被紐約檢察官「被辭職」一事搶走鋒頭，後來更傳出塔爾薩集會6名
工作人員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令特朗普更加憤怒。不過集會期間，
主辦方仍然僅向與會者分發洗手液及量體溫，未要求他們佩戴口罩，
大多數支持者也堅持不戴口罩，且並未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綜合報道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鎖定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資格後，正式籌組「白宮過渡
團隊」，準備在11月大選擊敗現任總
統特朗普後，可於明年順利展開各項
執政工作，立刻着手解決美國面臨的
「迫切挑戰」。
據美媒報道，拜登已任命前特拉華州

聯邦參議員考夫曼，領導過渡團隊初期
工作。拜登在2009年當選副總統後，
他在參議院的空缺便是由考夫曼補上。
考夫曼提到，此時機符合2015年

《總統過渡改進法案》，此法案要求
初步過渡工作在選舉前6個月展開，
「為秉持這精神，並確保政府在國家
關鍵時刻的連續性，我們已展開過渡
前計劃的早期階段」。一名幕僚透
露，團隊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整體

團隊預計今秋全面亮相。
除考夫曼外，前總統奧巴馬時期的白

宮資深官員、奧巴馬基金會前高層亞伯
拉罕將負責過渡團隊日常運作。前中央
情報局(CIA)副局長海恩斯則負責管理
國安與外交政策的過渡工作，其他成員
還包括拜登資深顧問瑞安，以及民主黨
參議員沃倫的資深經濟顧問西格爾。

5月籌款額遜拜登
特朗普目前不但在民望上落後拜

登，籌款額亦不及對方。據特朗普競
選團隊前日表示，特朗普與共和黨全
國委員會5月份合共籌得7,400萬美元
(約5.7億港元)，少於拜登的8,080萬
美元(約6.2億港元)。

■綜合報道

拜登籌組過渡團隊
美國反種族示威仍未平息，並
接連發生暴力事件。示威源頭明
尼阿波利斯市昨日發生槍擊案，
造成1死11傷，疑犯逃去無蹤。
而在西雅圖被示威者佔領的「國
會山佔領區」前日亦爆發槍擊，
導致一名19歲青年死亡和一名男
子重傷，警方接報後嘗試進入佔
領區了解情況，但遭示威者阻
止。
明尼阿波利斯槍擊案於當地
時間昨日凌晨12時半發生，網
上片段顯示至少一人躺在行人
路，地上留下血跡，數十人聚集
四周呼叫求助，附近部分商店的
玻璃窗碎裂。事發後警方呼籲居
民避免前往案發地點一帶的上城
區，該區酒吧食肆林立，因受新
冠疫情影響關閉約6周後，在本
月1日才有限度重開。

在西雅圖被示威者佔領的「國
會山佔領區」內，前日凌晨傳出
槍擊，多名防暴警員接報到場後
嘗試入內，但示威者高舉雙手，
要求警員放下槍械，甚至包圍警
車。兩名男傷者其後由佔領區的
救護員帶離現場，送往醫院治
理，其中一名19歲黑人傷者最終
不治，另一人傷勢嚴重，在深切
治療部留醫。警方表示，由於現
場群眾出現暴力行為，警方無法
安全入內了解，正就槍擊事件展
開全面調查，初步估計與示威無
關。
警方早前以安全理由撤離該

區，隨即被示威者佔領，並聲稱
為「自治區」，由部分示威者持
槍巡邏。總統特朗普曾揚言派兵
清場，但遭當地政府反對。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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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焚燒美
國國旗屬於言論自由範疇，受到聯邦
法律保障。美國近期爆發的反種族歧
視示威潮，不少人焚燒美國國旗，還
有示威者將國父華盛頓的雕像推倒，
再裹上國旗焚燒，令總統特朗普大為
不滿。他前日在塔爾薩的競選集會上
表示，應立法禁止民眾燒毀國旗，認
為違例者應判囚一年。
美國最高法院在1989年裁定，在

憲法第一修正案下，焚燒美國國旗的
行為是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意味
若要將焚燒國旗列為刑事罪行，必須
修改憲法。特朗普前日在集會上提
出，應立法禁止人們焚燒國旗，形容
「他們談及言論自由，我亦非常信奉
言論自由，但焚燒國旗是褻瀆行為，
是惡劣行為。」
特朗普本月較早前與州長舉行視像

會議時，指出焚燒國旗的行為「可
恥」，形容「我們的法院已不再一
樣，現在是時候重新審視」。他同時
指出，早前有人在首都華盛頓爬上旗
杆，試圖焚燒國旗，若非當局阻止他
們，便會讓他們得逞。 ■綜合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曾揚言，

多達100萬人登記索取塔爾薩競選集會
的門票，然而集會當日場面冷清，明顯
「雷聲大雨點小」。這個「百萬人撲
飛」假象其實由一批反對特朗普的年輕
網民炮製，他們大多是抖音用戶和韓國
流行音樂(K-pop)粉絲，透過抖音和twit-

ter等社交平台，呼籲人們登記參與集會
後不要現身，估計弄出約數十萬個虛假
登記，騙倒特朗普競選團隊。
特朗普競選團隊本月11日呼籲民眾

透過電話號碼，報名出席競選集會，不
少年輕網民迅即在抖音和twitter拍片和
發帖，教導其他人如何營造「撲飛」熱

潮，並在出帖後的24至48小時內刪除
帖文，避免走漏風聲，讓特朗普競選團
隊得悉計劃。不滿特朗普的51歲抖音女
用戶勞普表示，她在本月11日亦拍片呼
籲人們「扮撲飛」，影片其後瘋傳，至
少錄得逾70萬個讚好和逾200萬次點
擊。

勞普表示，美國不少青年雖然仍未達
到投票年齡門檻，但相信他們仍會參與
這種無聲抗議，她同時指出，由於部分
人是以虛假名字和電話號碼登記出席競
選集會，令特朗普競選團隊收集錯誤的
選民資料，形容會對他們造成另一打
擊。 ■綜合報道

抖音用戶惡搞 炮製「百萬人撲飛」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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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空位眾多會場空位眾多，，有特朗普支持者索性走到上層找更佳角度拍攝有特朗普支持者索性走到上層找更佳角度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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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揚言會立法懲治燒國旗的示威
者。 資料圖片

■■特朗普團隊指競選集會有多達百萬人求票特朗普團隊指競選集會有多達百萬人求票，，現實卻是空蕩蕩的場館現實卻是空蕩蕩的場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總統特朗普
今次競選集會引起
極大爭議的原因之
一，在於舉行地點
塔爾薩市於1921年
曾發生白人大規模
屠殺黑人的事件，
導致約300名黑人
喪生。不少黑人仍
然難以忘記這道歷
史傷痕，並一直要求向當年受害者的後代作出賠償。
當年在黑人聚居的塔爾薩市格林伍德區，由於多間食肆、

酒店、戲院和公共交通設施均由黑人企業家經營，故有「黑
人華爾街」之稱。不過，1921年5月30日傳出一名黑人男子
強姦白人女子的謠言，不少白人信以為真，在其後兩日聯群
結隊破壞格林伍德區，不但屠殺黑人和搶掠他們的店舖，亦
放火燒村及阻止消防員撲救，幾乎將整個黑人社區連根拔
起。市政府官員事後掩飾事件，使這段歷史回憶近乎消失，
甚至部分在塔爾薩土生土長的黑人，也是在成年後才知悉往
事。自1960年代起，隨着更多記者展開調查報道，才有更多
人得知這個歷史慘劇。 ■綜合報道

舉行地點塔爾薩
曾發生黑人大屠殺

■■示威者在場外叫口號示威者在場外叫口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