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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衛報》、美聯社、路透社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29日以視頻方式舉辦第二屆 「民主峰會」，

以色列、印度等國內正因民主人權問題爆發示威的美國盟

友亦在受邀之列。巴基斯坦收到了與會邀請，但28日宣布

拒絕出席。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批評說，美國沒有資格壟

斷民主定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8日指出，美國公然

以意識形態畫線，在世界上製造分裂，進一步暴露了美國

「假民主、真霸權」的本質。

責任編輯：王可嘉 美術編輯：莫家威

製造分裂
美國至今仍固守冷戰思維，打

着維護 「民主價值觀」 的旗號拉幫
結派，在全球範圍內製造分裂。烏
克蘭危機升級的根源，就是美國主
導的北約不斷東擴。眼下，美國正
推動所謂 「印太戰略」 、謀劃 「亞
太版北約」 ，對地區安全與穩定構
成威脅。

輸出戰亂
美國肆無忌憚地在格魯吉亞、

烏克蘭、突尼斯、埃及等多國策動
「顏色革命」 ，扶植親美政客上
台，甚至以 「傳播民主」 為由對伊
拉克、阿富汗等國發動戰爭，但所
謂 「民主」 並沒有給當地人民帶來
任何好處，反而引發長期動盪，導
致民生凋敝。

破壞市場
美國出於政治目的大肆打壓外

國企業，令 「開放市場」 淪為笑
話。上周，美國議員對TikTok首席
執行官周受資進行長達5小時的無
禮盤問，試圖證明TikTok對美國構
成威脅，結果遭到網友群嘲。

美國內部亂象頻生
美國自身面臨政治極化、社會

撕裂、種族歧視難消、槍支暴力氾
濫、貧富分化加劇等一系列問題，
暴露美式民主失靈的事實。

【大公報訊】美國總統拜登拉着哥斯達黎加、
荷蘭、韓國和贊比亞領導人共同主辦第二屆 「民主
峰會」 ，公然以意識形態劃線，在世界上製造分
裂。然而，很多受邀國家並不認同美國搞分裂的意
圖。哥斯達黎加議會前主席、現任哥斯達黎加議會
議員和議會國際關係友好委員會主席路易斯─費爾
南多─門爾薩表示，哥斯達黎加與中國維持良好關
係，期待與中方繼續加強合作。

路易斯─費爾南多─門爾
薩接受採訪時表示，今年是哥中
建交16周年，兩國建交以來在
多領域開展了廣泛的交流合作，
特別是哥議會批准通過了與中國
的 「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以及
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他指
出，哥中關係是良好、穩固、穩
定的，我們從中方得到了許多支

持和援助，比如中方援建的國家體育館、警察學
校；中方捐贈的陸地車輛和海上船隻；還有一個自
來水廠項目。

中國是哥斯達黎加第二大貿易夥伴。據中國海
關統計，2022年，中哥貿易總額43.78億美元，同
比增長42.7%。路易斯─費爾南多─門爾薩表示，
哥斯達黎加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日益密切，我們期待

並且相信與中國的合作會繼
續、長期、穩定地加強和發
展，也期待兩國關係變得更
加密切和穩固。

哥斯達黎加議員盼加強對華合作

【大公報訊】據CNN報道：美國於2021年8月
倉促從阿富汗撤軍，不僅再次暴露美式民主輸出動
亂的事實，還在美國內部引發激烈黨爭。本月27
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共和黨
議員麥考爾向國務卿布林肯發出傳票，要求其交出
美國駐阿官員在撤軍前夕發出的一份有爭議的電
報。

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外交人員於2021年7月通
過 「異議渠道」 向布林肯發電報，警告華府 「喀
布爾可能陷落」 ，並敦促國務院盡快協助曾為
美軍工作的阿富汗人撤離。然而，美軍撤離
時顯然未做好準備，喀布爾機場一片混亂，
甚至發生了恐怖襲擊事件。

麥考爾說，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多次
要求布林肯提供電報內容及國務院對其的
回應，並作出私下審查文件、隱去有關人員
姓名等 「合理讓步」 ，但仍然遭到拒絕，因
此不得不發出傳票。

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帕特爾強調，保

持 「異議渠道」 的完整性至關重要，這樣才能讓官
員們毫不畏懼地向上級說出他們看到的真相。CNN
稱，國務院並未表示會在短期內遵守傳票要求，意
味着兩黨恐陷入長期法律戰。

「異議渠道」 建立於1971年，此後美國國務
院內部一直藉此渠道保持秘密溝通。幾乎所有通過
這一渠道發送的電報都是保密的，但也有一些撰寫
者會將內容提供給媒體。

布林肯拒交阿富汗涉密電報 收到國會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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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主的自留地處處長着荒草

美國總統拜登策劃的第二屆 「民
主峰會」 正在華盛頓召開，100多個國
家領導人通過視頻方式參會。烏克蘭
戰爭無疑被視為 「民主與專制」 之間
的大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民主
峰會召開前夕，美國田納西州一所私
立小學的數名兒童被一位性小眾槍手
無辜射殺，在一個號稱最民主的國
家，連學生和老師的安全都得不到保
障，談何民主？前幾天，美國國會還
在華盛頓搞了一場針對TikTok的批鬥
會，議員們有意通過立法形式，將這
家最受歡迎的信息及娛樂平台關閉、
肢解或低價出售，以防止所謂的 「專
制國家」 對美國展開影響力滲透及毒
害青少年。民主國家變得如此弱不禁
風，連一個信息傳播的平台都容納不

下，民主制度的強大豈不成了笑話？
特朗普的捲土重來同樣被視作對民

主的巨大威脅。這位前總統不僅指責美
國的司法機構 「武器化」 ，正通過一系
列官司把他變成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受害
者，也把整個國家置於 「死亡與毀滅」
的災難邊緣。特朗普在自家的社交平台
呼籲其支持者 「起來反抗，把我們的國
家奪回來」 。

令拜登頭疼的是，這個半瘋半癲、
「半法西斯主義者」 的特朗普人氣不降

反升，儘管他身上背着一大堆官司。3月
27日的一期民調顯示，特朗普在共和黨
內的支持率與第二名的德桑蒂斯進一步
拉開了差距，特朗普在全國的支持率高
達50%，德桑蒂斯只有24%。

特朗普毫不隱晦自己是 「天選之
子」 ，在他的支持者眼裏儼然成了 「半
人半仙」 ，是耶穌的化身，擁有 「上帝
之手」 。拜登一直聲稱自己是來 「拯救
美國人靈魂」 的，而特朗普也聲稱自己
是來 「拯救美國」 的，並在美國保守派
行動委員會名下成立了 「拯救美國基

金」 ，成為他競選及進行政治捐款的重
要工具。在 「拯救美國」 的號召聲中，
美國的硅谷銀行和簽名銀行相繼倒下，
留下了一地雞毛，民主與共和兩黨都把
銀行的倒閉及管理不善的責任歸咎於對
方對金融業的放縱。拯救美國不成，反
變成了推倒美國的催化劑。

雖然紐約地方檢察官布拉格對特
朗普的起訴尚未作出最終決定，但特
朗普卻很好地利用自家的社交平台，
成功動員了他的基本盤，對布拉格的
下一步法律行動產生巨大震懾效應。
106的國會暴動歷歷在目，特朗普的振
臂一呼並不是鬧着玩的。對一位美國
前總統的起訴與其說是法律問題，還
不如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當年尼
克松因水門事件差點進了監獄，但時
任總統福特還是予以赦免，算是為美
國 「刑不上總統」 開了一個先例。布
拉格要想重開另一個先例，恐怕不得
不三思而行。

在紐約，支付艷星丹尼爾斯 「封口
費」 及偽造商業紀錄只是一項輕罪，但

如果這個行為旨在掩蓋另一個罪行則是
重罪了。所以，布拉格的調查方向一直
是把13萬美元的 「封口費」 與違反競選
財務法相掛鈎，畢竟特朗普以 「法律費
用」 的形式沖銷了這筆款項，實際上用
於競選之用途，丹尼爾斯在關鍵時刻閉
了嘴，客觀上有利於特朗普在2016年11
月贏得大選，所以這套法律邏輯也是講
得通的。但這個案子的政治邏輯及後果
卻是布拉格所無法控制的，讓這起案子
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3月25日還在
得州的韋科鎮搞了一次大型集會。韋科
鎮在30年前很有名，美國邪教組織──
大衛教頭目考雷什把韋科鎮的一家莊園
改造成了軍事堡壘，1993年2月28日至4
月19日，考雷什與其信徒在這裏與聯邦
政府煙酒火器局特工以及軍隊對壘了51
天，並進行多次交火，雙方互有傷亡，
最後一刻，軍隊動用M1主戰坦克，撞倒
圍牆，考雷什及其信徒眼看大勢已去，
點燃整個建築物，80多個教徒葬身火
海。在考雷什案30周年之際，特朗普選

擇在這裏進行大型集會，是不是有意向
美國社會傳遞什麼特別信號，引起人們
的警覺。美國極右翼團體和所謂的民兵
組織都把韋科作為反抗政府暴力的一個
例子，特朗普對此予以否認，強調只是
一個巧合，選擇在這裏集會主要是出於
交通便利。不管有意或無意，特朗普與
拜登政府在法律這條線上打得不可開交
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美國主流媒體稱，里根1984年競
選連任時的口號是 「美國早晨」 ；克
林頓把自己的家鄉霍普鎮（HOPE）搞
了一語雙關，提煉成他的競選口號，
即 通 向 白 宮 的 希 望 （HOPE TO
WHITE HOUSE）；奧巴馬的口號是
「變革，變革」，多少有些積極向上的氛
圍；而特朗普在韋科鎮大聲喊出 「最
後一戰」 的口號，則充滿了戾氣，是
美式民主選舉的不祥之兆。對於一個
操弄選舉、連正常的國家權力交接都
成了難題的美國，這個問題應當向第
二屆民主峰會的參與國說清楚，而不
要總種別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

美式民主劣跡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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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27日爆發示威，抗議莫迪政府剝奪最
大反對黨黨魁的議員資格。 路透社

美國拼湊的 「民主峰會」 於29日至30日舉行，拜登邀
請哥斯達黎加、荷蘭、韓國和贊比亞四國領導人共同主持會
議。據美媒報道，120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官員、民權
團體和科技公司將參加會議，大多數人以視頻連線方式出
席。

外界注意到，歐盟國家匈牙利、北約國家土耳其和美國
在中東的傳統盟友沙特阿拉伯等不在受邀之列，而國內民主
人權風波正在發酵的以色列和印度卻受邀與會。美國國務院
拒絕討論邀請標準，受到國際社會質疑。

美國背負「民主赤字」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美國沒有資格對他國民主事

務指手畫腳，反對美國獨家壟斷民主定義。俄聯邦安全會議
秘書帕特魯舍夫指出，美國圖謀通過所謂 「民主峰會」 建立
永遠以其為核心的世界秩序，持不同意見的國家則會被貼上
「不民主」 的標籤。然而，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在侵犯他國主
權、發動戰爭和挑起衝突，這與其所宣揚的民主口號自相矛
盾。

美國匹茲堡大學法學客座教授科瓦利克指出，美國自身
背負着 「民主赤字」 。 「民主峰會」 召開前一周，是伊拉克
戰爭20年紀念日。談及20年前美國入侵伊拉克並在當地強
行嫁接美式民主時，科瓦利克直言： 「美國 『傳播民主』 的
想法實在愚蠢至極，因為我們沒有民主可以傳播。」

巴基斯坦外交部28日宣布，該國與2021年美國舉辦首
屆 「民主峰會」 時一樣，雖收到邀請但不會出席。前巴基斯
坦駐美大使洛迪稱讚這是 「正確的決定」 。她表示，這場所
謂 「民主峰會」 受美國打壓中國的政策驅動，巴基斯坦不可
能參加。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美國無視自身諸多弊端，
公然以意識形態畫線，在世界上製造分裂，褻瀆和踐踏民主
精神，進一步暴露其 「假民主、真霸權」 的本質。

人權團體亦批評說，2021年第一屆 「民主峰會」 舉行
以來，與會國家和地區並未改進或完善各自民主體制。中東
民主項目執行董事、前拜登政府官員麥卡恩納里說，美國並
不能大幅改變與印度等國的關係，因此只能開個峰會，沒有
什麼實際效果。

以色列印度受邀引爭議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9日在峰會上發表講話，聲稱自

己有信心就司法改革議題與反對黨達成共識。他已宣布推遲
討論改革計劃，但以色列國內的反司法改革示威仍未平息，
批評者指責內塔尼亞胡削弱司法系統、打破權力制衡機制。

拜登28日稱，以色列不能 「繼續沿着現在這條路」 推進
改革計劃，並強調自己不會在短期內邀請內塔尼亞胡到訪白
宮。內塔尼亞胡迅速回擊稱： 「以色列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
家，以色列政府會根據公民的意願做出決定，而不是基於外
部壓力，哪怕是來自我們最好的朋友的壓力。」

印度總理莫迪29日稱，民主不僅是一種制度，更是一
種精神，其根基在於對每個人的需求和期望一視同仁。諷
刺的是，不到一周前，印度最大反對黨國民大會黨黨魁拉
胡爾．甘地因為4年前的一句話被剝奪下議院議員資格，
並面臨兩年監禁。他當時為了強調印度貪腐問題之嚴重，
在競選集會上說： 「為什麼小偷都姓莫迪？」 印度多地近
日爆發示威，控訴莫迪政府扼殺民主和言論自由。

中方：暴露假民主真霸權本質
美拼湊民主峰會製造全球分裂

◀哥斯達黎加議會前主席
路易斯─費爾南多─門爾
薩希望與中國維持友好關
係。 視頻截圖

▲2021年8月，美軍撤出阿富汗時一片混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