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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壇天后Taylor Swift成美大選焦點
民主黨拉攏為拜登助選 特朗普陣營出招詆毀

拜登贏南卡州民主黨初選拜登贏南卡州民主黨初選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紐約時報》報道：美國總統拜登

在2月3日舉行的南卡羅來納州民主黨初選中輕鬆獲勝，取得 「開門
紅」。他隨後呼籲，將在11月舉行大選中讓共和黨對手特朗普

「再次成為失敗者」。
逾86%的選區點票結果顯示，拜登得票率

96.3%，每個得票率都超過了95%。拜登隨後在聲
明中表示： 「現在到了2024年，南卡人民再次

發聲，毫無疑問，你們讓我們走上了再次
贏得總統寶座的道路，讓特朗普再次

成為失敗者。」2020年民主黨初
選，拜登最初表現不佳，直至

南卡州初選才首次取勝。
拜登競選團隊希
望通過南卡州結

果證明，民
主 黨 的

主 要
票倉，尤
其是非裔選
民，仍然繼續支
持拜登。為了讓拜登
取得 「開門紅」，民主黨
特意將黨內初選的首戰設在南
卡州。該州約26%的居民為非裔。
上屆大選，非裔選民有91%投給了拜
登。民主黨正仔細研究本次初選的結果。
近期的民調顯示，拜登的非裔選民支持率正在
下滑，尤其是年輕的非裔男性選民。在美聯社的最
新民調中，拜登在非裔成年人中的支持率為42%。

《紐約時報》稱，暫時無法權衡這次民主黨初選的投票
率表現，因為上次民主黨現任總統尋求連任已經是2012年，當

時南卡州沒有舉行初選。但法新社現場報道
稱，由於許多人認為拜登在該州篤定取勝，
初選投票並不踴躍，在歷史名城查爾斯頓的幾
個票站，僅看到零星選民。部分選民承認，
並不期待拜登連任，只是不希望看到特朗普
獲勝。

《紐約時報》1月29日報道，拜
登競選團隊開始接觸名人、明星及關
鍵 意 見 領 袖 （KOL） ， 希 望 在
Instagram及TikTok等較多年輕人使
用的社交平台拉票，在Instagram上
擁有2.7億粉絲的樂壇天后Taylor
Swift被視為是最重要的拉攏對象。

在過去幾年，Taylor Swift一直
支持民主黨，還力勸歌迷群體在選舉
中投票。Taylor Swift在2018年田納
西州參議員競選中支援民主黨候選
人，在2020年大選中公開支持拜登，
還在2020年的紀錄片《美國小姐》中
表示，為自己沒有在2016年站出來反
對特朗普感到 「難過」 。

Taylor Swift今年尚未公開表
態。另外，她的巡迴演唱會在今年10
月至11月將在美國本土舉行，拜登團
隊甚至開玩笑提議，讓拜登於其中一
站中登場。《紐時》稱，Taylor
Swift是拜登連任競選 「最大、最有影
響力」 的支援對象。

調查：可影響18%選民意向
顧問公司Morning Consult去年

調查數據指出，單在美國，就有53%
的成年人是Taylor Swift的粉絲。民
調公司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
訪問1500人後發現，有18%的受訪者
表示，假如Taylor Swift為某人背
書，他們 「更可能」 跟隨其作出決
定，有55%的人表示不會受影響。她
去年曾在Instagram上呼籲粉絲登記
為選民，結果在短短1小時內，登記網
站vote.org的訪問數字飆升超過12
倍。

另 外 ， Taylor Swift 的 男 友
Travis Kelce，目前效力於美國美式
足球聯盟（NFL）中的堪薩斯酋長
隊。堪薩斯酋長隊將會力爭在2月11
日舉行的美國體壇盛事 「超級碗」 中
衛冕，屆時Taylor Swift也會入場觀
戰。這對情侶在美國已經成為一種跨
界流行文化現象，為NFL聯盟帶來了
大批Taylor Swift的粉絲。

拜登在上任後，在年輕選民中的
支持率持續下滑，再加上近期美國政
府在巴以問題上的立場引發年輕群體
不滿，民主黨人也希望Taylor Swift
能夠成為強大的外部力量，激發年輕
選民的熱情。

共和黨人憂心忡忡
在民主黨渴望爭取Taylor Swift

的同時，共和黨陣營急得跳腳，試圖
以陰謀論來詆毀Taylor Swift。特朗
普競選活動發言人萊維特說： 「這個
女人的事業就是寫一些關於選錯男人
的歌。我們不應該相信她，從而在這
次總統選舉中選錯人。」

共和黨攻擊不僅針對Taylor
Swift，也針對她的粉絲。保守派媒體

Newsmax 的 主
持人凱利說： 「他們
把她奉為偶像，搞偶像崇
拜。可你不應該那樣做。事實
上，如果你翻閱一下《聖經》，
就會發現這是一種罪！」 至於Taylor
Swift可能要在 「超級碗」 亮相，特朗
普陣營更聲稱NFL受到政治操縱，攻
擊Taylor Swift與男友在 「假扮情
侶」 ，目的是為拜登造勢。

對共和黨人來說，把Taylor
Swift妖魔化也是一種危險的策略，可
能會嚇跑中間溫和派選民。美國鮑登
學院政府系主任勞倫斯表示，右翼對
Taylor Swift的憤怒，是 「美國國家

分裂極化困
境 」 的 例 證 ，
「更重要的是，這表
明有人會利用任何緣由，
來製造一種不必要的分裂。」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
報》、《金融時報》、《每日郵
報》報道：擁有龐大粉絲群的美
國樂壇天后Taylor Swift，近期
成為今年美國大選中的焦點。現
年81歲的民主黨總統拜登希望拉
攏Taylor Swift，像2020年一樣
公開支持自己，從而吸引年輕選
民。另一廂，共和黨陣營和保守
派媒體則頻頻用陰謀論攻擊
Taylor Swift，批評她可能不當
影響大選。

Taylor Swift假裸照瘋傳 AI監管倍受關注

▲AI生成的圖片顯示Taylor Swift手舉支
持特朗普的標語。 網絡圖片

名人替政客背書乃雙刃劍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

ABC報道：在美國大選中，名人明星對政
治人物背書，是常見現象。例如，2008年
大選時，美國名嘴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在當時的候選人奧巴馬在初選和
黨團會議中的背書，相當於為奧巴馬多贏
了100萬張選票，讓奧巴馬成功擊敗了黨
內對手希拉里。研究人員還將此稱為奧花
雲費效應。當時有人甚至開玩笑說，是奧
花雲費挑選了總統。

名人還可以鼓勵其粉絲積極參與投
票 。 美 國 流 行 歌 手 Ariana

Grande2020年曾敦促其粉絲登
記投票。結果她所在的佛羅

里達州，短短幾個小時
之後，官方選民登

記網站由於訪
問人數過多

而癱瘓。不過，名人支持也是雙刃劍，有
時就算有許多名人支持也未必能贏。例
如，2018年，Taylor Swift曾支持民主黨
人布雷德森（Phil Bredesen）競選田納西
州聯邦參議員，但他輸給了共和黨現任參
議員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分
析人士認為，與其說是Taylor Swift的影響
力有限，不如說是田納西州的深紅地位所
致。

2016年大選時，有人認為，眾多明
星為希拉里站台反而幫了倒忙，當時

希拉里經常出現在Beyonce等許
多當紅歌手的音樂會上拉選

票。但這有可能會讓有
些選民認為希拉里是

「離地」 的少數
派精英。

▲2007年12月，奧巴馬（中）和他的妻子
米歇爾（左）和奧花雲費出席新罕布什爾
州的拉票活動。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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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初選中投票。 法新社

◀Taylor Swift在2020年呼籲投
票的宣傳海報。 網絡圖片

• 去 年 9 月 19 日 ，
Taylor Swift在Instagram

發文公開呼籲粉絲上網登記
成為選民， 「為了今後選舉未雨

綢繆，請大家善用登記投票」 ！當天
共有3.5萬人在Vote.org登記成為選民，比

去年增加22.5%。

•2020年10月初，Taylor Swift曝光自己製作的帶有
「拜登」 字樣的餅乾，宣布支持拜登並向粉絲呼籲：

「我們現在急需改變！」

•2020年5月，Taylor Swift在社交平台公開向時任總統
特朗普喊話： 「我們將把你投出去。」

•2020年4月，Taylor Swift發布《Only The
Young》，首次將歌曲授權給政治活
動，希望能夠為2020大選助選，
喚起更
多年輕
選民進
行 投
票。

•Instagram粉絲：

2.7億
•X粉絲：

9500萬
•Facebook粉絲：

8030萬
•YouTube粉絲：

56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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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體平台

粉絲數量：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近
期，利用人工智能（AI）技術偽造的
Taylor Swift的裸照，在社交平台X（前
稱為Twitter）上瘋傳，讓可以換臉換聲
的 「深度偽造」 （deepfake）技術，再
次除了讓Taylor Swift粉絲感到非常憤
怒，同時引發了對AI技術監管問題的關
注。

Taylor Swift的虛假不雅照於1月24
日開始在X上大量傳播，憤怒的Taylor

Swift 粉 絲 隨 即 發 起 「 保 護 Taylor
Swift」 反擊運動並要求平台下架相關影
像。後來，X平台花了17小時才下架刪除
這些偽造不雅照，並暫時封鎖 「Taylor
Swift」 等關鍵字和搜尋結果，避免合成
照遭繼續轉傳，但其中一張偽造的裸照在
被刪除前的瀏覽量已達4700萬次。

除了Taylor Swift之外，美國總統拜
登也曾是 「深偽」 受害人。在1月份新罕
布什爾州共和黨初選前，有當地選民接到

疑是AI技術偽造的拜登錄音電話，呼籲他
們不要投票。

外界擔心，隨着AI技術發展，政界人
士、商界領袖和社會名流面臨的風險尤其
大，因為他們的視頻、照片和音頻數量繁
多，可大量被用於訓練AI。美國聯邦層面
沒有針對AI危害的法律。目前全美僅僅約
10個州政府制定相關州法律，主要是在
色情和選舉方面限制使用AI生產圖片，但
是，有些並非刑事罪行，例如加州的相關

法規只有民法索償部分。

◀美國總統
拜登（前）
3日在特拉
華州發表講
話。

美聯社

▲2020年
10月，Taylor

Swift晒
出支持拜登的烤

餅乾。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