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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爆發第二次美英戰爭，英國軍隊攻陷華盛頓後，1814年放火
焚燒當時正興建的國會大樓。由於大樓以防火物料建造，大樓在大火
中得以保存，但許多文件和雕像被燒毀。

1835年1月，時任總統傑克遜在國會出席一場葬禮時，一名失業的油
漆工人企圖開槍行刺他，但子彈被卡住。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名叫明特爾的教授在參議院接待室放置一枚
炸彈，炸彈在接近午夜時分爆炸，未造成傷亡。

4名波多黎各分離主義武裝分子闖入眾院議事廳，向議員開槍掃射，
導致5人受傷。

1971年3月，極左組織「Weather Underground」抗議美國在老撾的
軍事行動，向國會發動炸彈襲擊，大樓損毀但無人死亡。

1983年11月，有人因不滿美國在格林納達和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在
國會大樓內引爆炸彈，無人傷亡。

美國國會前日點算各州份的選舉人票，其間因總統特朗普支持

者闖入議事廳而一度受阻數小時。在議事廳恢復秩序後，確認程

序繼續進行，部分共和黨人對亞利桑那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選舉人票

結果的挑戰，經辯論和表決後均被否決，最終國會確認民主黨候選

人拜登獲得306張選舉人票，當選總統。特朗普其後在twitter發

文，首次承認在大選落敗，聲稱將於本月20日「有序移交權力」。

國會確認拜登當選
特朗普屈服：將交權

部分共和黨人冥頑不靈 被批「攻擊民主同謀」

特朗普在帖文中稱，「儘管我完全
不同意選舉結果，但我將會於1月

20日有序移交權力。這代表美國總統歷
史上最偉大的首個任期終結，但也是我
為『讓美國再次偉大』奮戰的開始。」

麥康奈爾轉軚批特朗普
國會回復秩序後，議員直至昨日清
晨繼續確認選舉人票結果。參議院多數
黨領袖麥康奈爾自11月3日大選以來，
一直等到上月中才祝賀拜登贏得大選，
亦沒有表態批評特朗普。到昨日眼見失
落參院和「特粉」衝入國會，才承諾
「我們將不會向無法無天狀況和恫嚇行
為屈服」，「我們已返回我們的職位，
將按照憲法，為我們的國家履行職責，
我們今晚正在這樣做。」他指出，各關
鍵州份的得票差距並不接近，數十宗指
控選舉舞弊的訴訟，亦已全數被法院裁
定敗訴，「若落敗一方能透過無理據的
指控，而推翻選舉結果，我們的民主將
步向死亡。」
在發生駭人聽聞的衝擊國會行為後，
部分共和黨人似乎軟化立場，不再支持
特朗普企圖翻盤，被視為特朗普最忠實
盟友之一的參議員格雷厄姆，表明不支
持部分黨友反對選舉結果，「現在已足

夠了，拜登和哈里斯是合法當選，將於
1月20日成為美國總統和副總統。」

挑戰兩關鍵州結果被否決
共和黨人對關鍵州份亞利桑那州選

舉結果提出的挑戰，由於部分原先表
明反對結果的共和黨議員回心轉意，
最終在參議院以93票對6票被否決，
在眾議院亦以303票對121票遭否決。
而部分共和黨人反對另一關鍵州份賓
夕法尼亞州的選舉結果，在參院經辯
論後以92票對7票被否決，在眾院亦
以282票對138票，宣告挑戰失敗。至
於原本打算反對佐治亞州、密歇根州
和內華達州結果的參院共和黨人，最
終放棄挑戰，令國會無須進行辯論。
牽頭反對選舉結果的共和黨參議員

霍利，即使看到「特粉」闖入國會暴
動，仍拒絕轉軚，堅稱要向特朗普支
持者提供「合法過程」翻盤。共和黨
重量級人物、猶他州資深參議員羅姆
尼對一些黨友冥頑不靈深感不滿，強
調尊重選民的最佳方法，就是「告訴
他們真相」，「繼續支持這危險賭博
的人，將永遠被視為對民主作出史無
前例攻擊人士的同謀。」

●路透社/法新社

竟稱暴徒「愛國者」伊萬卡被鬧爆刪帖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前日強闖國會大

樓，特朗普女兒伊萬卡卻在twitter形容他們
為「愛國者」，亦未有勸喻暴徒停止暴力，
帖文迅即引起外界抨擊，伊萬卡其後刪除帖
文。

白宮記者：她已變「同謀」
伊萬卡在帖文表示，「美國的愛國者，任

何突破保安或不尊重執法部門人員的行為都
不可接受。必須立即停止暴力。請保持和
平。」網民紛紛怒轟伊萬卡以「愛國者」形
容暴徒，伊萬卡其後刪除原帖，並回應指
「和平示威是愛國表現。暴力是不可接受，

必須以最嚴厲措辭譴責。」記者舍曼指暴徒
是持械闖入國會，批評伊萬卡不應稱他們為
「愛國者」。
報道白宮新聞的記者瑞安指出，雖然伊

萬卡一向被視為白宮內的「理性聲音」，
但她已在今次暴力衝突中變成「同謀」，
形容伊萬卡可刪除帖文，但不能抹去曾形
容暴徒為「美國愛國者」的事實。美國國
土安全部前特別法律顧問哥倫布稱，伊萬
卡應勸告特朗普發表電視講話，呼籲支持
者回家，「一直呼喝他（特朗普）直至他
這樣做。請救人一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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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

美國國會昨日正式確認民
主黨候選人拜登當選總統。
而在佐治亞州舉行的參議院
餘下兩席決選結果亦已出
爐，民主黨候選人沃諾克和
奧索夫雙雙擊敗共和黨對
手，民主黨不單奪得參院控
制權，更是近10年來首次全
取白宮及國會參眾兩院，為
拜登就任後至少首兩年的施
政清除障礙。

奪佐州兩席
拜登祝賀

佐治亞州周二舉行參院兩
席次輪投票，本身是非裔牧
師的沃諾克，成功擊敗共和
黨現任議員萊夫勒，成為佐
治亞州歷來首名非裔參議
員。33歲的民主黨新星奧索
夫其後亦以0.6個百分點的得
票差距，擊敗角逐連任的共
和黨參議員珀杜，成為美國
自 1973年以來最年輕參議
員。
在民主黨全取佐治亞州兩

席後，民主、共和兩黨在參
院各佔50席，若兩黨在表決
時票數相同，將由候任副總
統哈里斯投下關鍵一票，意
味等同民主黨控制參院。預
計拜登就任後，其內閣成員
或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料可
順利通過，抗疫紓困方案等
各項法案亦可望過關。
拜登昨日發表聲明，祝賀

兩名黨友當選參議員，他亦
期待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及
即將成為參院多數黨領袖的
舒默共事。拜登強調會積極
推進兩黨合作，推行各項重
要施政。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候任總統拜登昨日宣布，提名前任
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首席法官
加蘭，出任司法部長。加蘭政治立場屬中
間派，有望幫助拜登治癒社會分化帶來的
傷痕、重新團結國家。

曾獲奧巴馬大法官提名
68 歲的加蘭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

院，在巡迴上訴法院擔任法官長達23
年，2013年升任該院首席法官，去年2
月辭任。他曾參與調查1995年的俄克
拉何馬爆炸案，前總統奧巴馬在 2016
年初，曾提名加蘭出任最高法院大法

官，但被當時控制參議院的共和黨以
「進入大選年」為由，拒絕進行確認提
名程序。
加蘭在美國法律界有極高聲望，政治立

場則屬中間派，知情人士解釋，新一屆拜
登政府中，需要一個超越政見的溫和派角
色來團結國家，加蘭正是合適人選。
若加蘭的提名獲參議院確認，他就任司

法部長後便要立即面對幾項大挑戰，包括
針對拜登兒子亨特的刑事稅務調查，亦可
能被民主黨人施壓，在總統特朗普離開白
宮、不再享有刑事訴訟豁免權後，調查特
朗普在任期間的行為。 ●綜合報道

拜登提名司法部長
中間派助修補社會分化

●●部分國會確認拜登當選部分國會確認拜登當選，，特朗普特朗普
其後首次承認大選落敗其後首次承認大選落敗。。圖為特朗圖為特朗
普的部分支持者們闖進國會大廳普的部分支持者們闖進國會大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國會發生暴動後，網上陰謀論
四起，有總統特朗普支持者指出，參
與暴動的人並非「特粉」，而是極左
組織「反法西斯主義運動」（Antifa）
成員扮作「特粉」，更有共和黨國會
議員在twitter散播這些謠言，但媒體
查證後，證明並非事實。
謠言主要針對兩名被傳媒認出的暴
徒，其中一人是極右陰謀論組織QA-
non 成員安傑利，網上流傳一張照
片，顯示他曾參與「黑人的命也是
命」示威活動，指他是Antifa派出滲
透國會示威活動的人，並非真正「特
粉」。然而傳媒發現，照片中安傑利

身上的QAnon標誌被蓄意刪除，雖然
他確實曾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
現場出現，但其實是在場「打對台」
的特朗普支持者其中一人。
另一張照片顯示前日國會現場，指
其中一人曾出現在Antifa網站的照片
中，斷定他是Antifa成員。但媒體認
為根本不能證明兩張照片中是同一
人，雖然 Google 顯示照片來源是
PhillyAntifa.org，但點進連結後，發現
照片是由名為坦克斯利的白人至上主
義者發布，他的胸前還有納粹標誌紋
身，因此不可能是Antifa成員。

●綜合報道

網謠屈Antifa扮「特粉」暴亂

●副總統彭斯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進行選舉人票確認程序。 法新社

撥 亂 反 正

●●衝擊國會事件後衝擊國會事件後，，部分共和黨部分共和黨
人仍拒絕轉軚人仍拒絕轉軚。。圖為特朗普的支圖為特朗普的支
持者們在國會前聚集持者們在國會前聚集。。 路透社路透社

●國會內部在「特粉」的衝擊後一片狼藉。

●伊萬卡在 twitter 形容強闖國會大樓者為
「愛國者」。 網絡截圖

●●拜登在特拉華州拜登在特拉華州
講話講話。。 美聯社美聯社

●●特朗普在華盛頓特朗普在華盛頓
講話講話。。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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