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魯茲教唆示威 逾5000法律界人士促「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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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蘇里州聯邦參議員霍利和得州
聯邦參議員克魯茲早前被指妨礙國會確
認選舉人票結果，企圖破壞美國公平選
舉的根基，以及煽動示威者引發暴亂，
引來各界人士批評。逾5,000名法律界
人士和法律系學生前日聯署，要求密蘇
里州、得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吊銷兩人的
律師執照。

「違律師應有誠信」
霍利和克魯茲分別是耶魯大學和哈佛
大學的法律系畢業生，聯署行動由耶魯
大學的學生發起，他們表示兩名參議員
散播選舉舞弊的不實言論和煽動暴亂，
違反律師專業操守，因此要求吊銷兩人
的律師執照。截至前晚已有逾5,000人
參與聯署，除了兩間學校的法律系學生
外，還有前參議員、大學教授、法官和

律師等。
在聯署聲明中，霍利和克魯茲被指企
圖阻止國會確認候任總統拜登當選，還
多次煽動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參與示
威，最終導致衝擊國會事件。聲明表
示，兩人為個人政治利益，作出連串不
當行為，違反律師應有的誠信，證明他
們已沒有資格擔任律師。
除了受到法律界人士指責外，亦有其

他民主、共和兩黨的參議員紛紛對霍利
和克魯茲表達不滿，甚至要求兩人請
辭。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參議員圖米表
示，霍利和克魯茲合謀編造特朗普勝選
和選舉舞弊的謊言，須深刻自我反省，
並要為此付出代價。俄亥俄州民主黨參
議員布朗指兩人違背議員誓言，教唆示
威者衝擊民主制度，要求他們辭職。

●綜合報道

美國國會上周三點算選舉人票的表決
中，147名共和黨議員反對確認候任總統
拜登當選，當中包括參議員克魯茲和霍
利。全球最大酒店集團萬豪國際，以及由
美國36間醫保公司組成的醫保組織「藍十
字藍盾協會」前日表示，將停止向反對確
認拜登當選的議員給予政治捐獻。投行摩
根大通和花旗集團更表明，計劃未來數月
暫停對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捐款。
萬豪國際發言人表示，集團的政治行

動委員會將不再向阻撓確認大選結果的

人士捐獻。去年向共和黨議員捐款近25
萬美元（約200萬港元）的「藍十字藍
盾協會」發聲明指，協會一直確保所支
持的政界人物，具有共同價值觀和理
念，因此暫停向損害民主的議員捐款。
去年向共和黨人捐款近5萬美元（約

39萬港元）的商業銀行指出，不再向妨
礙和平權力移交的人捐款，形容國會暴
亂行徑為「反民主」。花旗集團在內部
員工備忘錄中譴責「不尊重法治」的議
員，將在今年首季暫停所有政治捐獻，

並正審視前年向霍利捐贈 1,000 美元
（約7,754港元）的做法。摩根大通表
示，銀行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將暫停所
有捐款，為期至少6個月，稱商界、
政界和民間領袖現時應聚焦管治，
支援最有需要的人士。美國電子
支付公司Stripe亦以特朗普競選
團隊煽動暴力為由，暫停處
理競選團隊網站和網上眾
籌平台的付款事宜。

●綜合報道

美企紛停捐款147共和黨議員

時尚雜誌《Vogue》前日公布美國
候任副總統哈里斯為2月號封面人
物，並在twitter上傳兩張哈里斯的照
片，但被網民批評「漂白」具非裔血
統的哈里斯膚色，而且造型和拍攝布
景極其敷衍，對哈里斯有欠尊重。消
息指《Vogue》在未跟哈里斯團隊溝
通下，擅自更換照片。 ●綜合報道

美國執法部門截至前日，已以
襲警及非法管有武器等罪行，拘
捕最少120名參與國會暴亂的
人。美國極右組織Proud Boys領
袖奧克斯參與上周三衝擊美國國
會事件，翌日在夏威夷被捕，司
法部已向他提出刑事起訴，指控
他非法闖入國會禁區。奧克斯被
捕後承認當日曾進入國會大樓，
但表示自己是「專業記者」，還
稱示威者的行為並不是非法闖
入。
奧克斯當日與一眾示威者闖入
國會後，曾在twitter發布一張他
在國會內吸煙的照片，並留言稱

「來自國會的問候」，加上現場
還有其他照片和影片拍攝到奧克
斯樣貌，他上周四晚抵達夏威夷
檀香山國際機場時，立即被當地
警方拘捕。
司法部上周五以非法闖入國會

禁區罪名起訴奧克斯，案件初審
將在檀香山進行，但當局表示希
望將他押解至華盛頓的法院審
理。奧克斯被捕後接受美國有線
新聞網絡（CNN）訪問，稱自
己是一名「專業記者」，他和其
他示威者並非硬闖國會，他只是
「走進去拍攝」。
據美國新聞網站manoanow報

道，奧克斯曾於夏威夷大學馬諾
阿分校修讀新聞系，於去年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他被捕後聲稱自
己是「專業記者」，但卻沒有表
示為哪個傳媒機構工作。報道
稱，即使奧克斯真是記者，影片
顯示他參與暴亂，亦已違反美國
專業記者協會的新聞倫理守則。

●綜合報道

國會暴亂120人被捕
Proud Boys領袖落網 報稱「記者」

佩洛西前日去信各眾議員，指出特朗普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國會
必須盡快行動、以保護憲法和民主。不過在展開彈劾前，佩洛西

昨日先率領議員提出議案，呼籲彭斯引用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宣布特
朗普已無法履行職務、將其罷免，議案在當地時間昨日表決，其後彭斯
會有24小時採取行動，但議案被共和黨否決，眾議院最終以特朗普煽
動暴亂為由，啟動彈劾程序。
佩洛西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目前局面如同前總統尼克松的水門案，

共和黨人當年向尼克松逼宮，最終促使對方提早下台，「這是現時需要
發生的事情」。

難獲2/3參議員支持
由於特朗普前年已因「通烏案」被眾院彈劾，眾議院在民主黨控制

下，預料今次彈劾也可順利通過，意味特朗普勢將成為美國歷來首名兩
度遭彈劾的總統；不過當彈劾議案移交參議院，外界估計仍然難以取得
2/3參議員支持，迫使特朗普下台。
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仍然反對彈劾特朗普，稱此舉只會加劇國家

分裂，但要求特朗普下台的共和黨人亦愈來愈多，繼參議員穆爾科斯基
後，參議員圖米前日亦指出，特朗普立刻辭職才是「最好的發展方
向」，直斥對方敗選後陷入瘋狂，喪失再度參選公職的資格。
不過目前距離拜登就職只有不足10日時間，即使眾議院極速通過彈

劾議案，參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亦已表明，按照目前議事程序，參院
無法在拜登就職前展開彈劾審訊。在參院處理彈劾審訊更令其他議案難
以處理，意味將妨礙拜登施政，包括抗疫紓困、通過內閣官員提名等要
務。

拜登拒表態 僅稱交國會處理
眾院民主黨黨鞭克萊伯恩提出，彈劾案在本周於眾院通過後，應先等

待拜登上任100日後，才將彈劾案移交參議院審理，好讓拜登優先處理
其他重要事項。不過據悉克萊伯恩的言論引起不少民主黨人不滿，原因
是民主黨人目前普遍視特朗普為美國最迫切的威脅，克萊伯恩的言論卻
與民主黨立場相反。拜登則尚未就彈劾案表態，僅稱交由國會處理，但
表示在他上任後，國會需盡快推動抗疫和刺激經濟方面的工作。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由民主黨控制的

眾議院昨日正式提出彈劾特朗普的議案，而此前民主黨先

提出議案，要求副總統彭斯和內閣官員引用憲法第二十五

修正案，罷免特朗普，被共和黨議員反對。不過民主黨內

對彈劾特朗普程序的快慢亦有分歧，部分人擔心候任總統

拜登上任在即，彈劾案會妨礙拜登政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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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ue》「漂白」哈里斯捱轟

●●霍利霍利 ●●克魯茲克魯茲 ●● 民眾在路面塗上民眾在路面塗上
「「霍利辭職霍利辭職」」要求他下要求他下
台台。。 美聯社美聯社

●● 霍利面臨各方霍利面臨各方
指責指責。。 美聯社美聯社

● 《Vogue》的封面照被指經過
「漂白」。 網上圖片

美國的驢象之爭，在距離總
統就職典禮僅十多天的時間
裏，出現了戲劇性的結果，
四年以來，對民主黨極盡壓
制的共和黨，因為特朗普的

支持者無法控制對建制派「竊取大選結果」的
憤怒，以暴動方式衝入國會大肆破壞，陷入了
被動挨打的境地，特朗普政府在強大的輿論壓
力下立刻鳥獸散，對特朗普無比忠誠的奧布萊
恩、博明等安全團隊成員紛紛辭職，白宮裏就
剩下四面楚歌但仍在垂死掙扎的特朗普。

已經取得戰略性優勢的民主黨在竊喜之餘，
看來並不想農夫與蛇的故事重演，決心要趁着
這條被凍僵的蛇恢復意識和體力之前，將其徹
底剿滅。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為首的民主黨，
在國會衝擊發生後連續出招，一是將衝擊國會
事件定性為「暴動」和「恐怖主義行動」，將
特朗普支持者定性為「暴徒」和「恐怖分
子」，在全國範圍內緝捕衝擊國會的疑犯；二
是追究特朗普的責任，雖然特朗普沒有與其支
持者一起衝鋒陷陣，但他們畢竟是從全國各地
被他召喚來到華盛頓進行示威，民主黨控制的
眾議院將表決議案，呼籲現任副總統彭斯根據
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罷免特朗普的總統職
位；三是如果彭斯不願採取行動，那麼將由國
會眾院以「煽動叛亂」的罪名罷免特朗普，使
其成為歷史上唯一在任內被兩次彈劾的總統。

輿論普遍認為，民主黨這樣做的目的有
二，一是利用這次衝擊國會事件，通過罷免
或彈劾將特朗普徹底搞垮，防止其4年後在
總統大選東山再起，二是連帶掃除特朗普在
國會的政治盟友，將不斷煽動大選舞弊陰謀
論的共和黨極右政治新星霍利、克魯茲等一
大批國會議員送上審判台，確保民主黨對國
會的全面控制。

不過完全可以預料，特朗普不會束手就擒，
他的7,000多萬支持者也不會放棄抵抗，在經
過內部短暫的混亂之後，在民主黨步步緊逼之
下，共和黨必定會逐步止住後退的腳步，支持
特朗普的霍士電視台近日不斷挑戰民主黨對特
朗普的罷免和彈劾計劃，認為在經歷國會衝擊
後，民主黨此舉實際是在分裂國家，此番言論
必定會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當中引發共鳴，在拜
登的總統就職典禮前，華盛頓的政治走向值得
人們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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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斯奧克斯((右右))在社交網發布在社交網發布
在國會的照片在國會的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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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特朗普

參院議程鋪滿「先彈劾後抗疫」現分歧

眾院提案眾院提案
彈劾特朗普彈劾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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