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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編委會在社論中表示，拜登在辯論
中的表現如同「一名偉大公僕的影子」，難

以解釋自己將於第二個任期實現什麼目標，也無法反
駁共和黨對手特朗普的挑釁，難以讓特朗普為其謊言
負責，甚至不只一次無法把一句話說完，「選民已不
能忽視眼前事實：拜登已不再是4年前的那人了。」

民主黨需誠實面對美社會
社論認為，拜登是一名令人敬佩的總統，在他領導下
國家繁榮，並開始應對一系列長期挑戰，但拜登現在
能為國家所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宣布不繼續競選連
任，指出拜登正進行一場「魯莽的賭博」，民主黨領袖
有能力提出更令人信服和更具活力的人選來抗衡特朗
普，民主黨沒有理由冒着國家穩定和安全的風險，強
迫選民在同樣出現缺陷的特朗普與拜登之間選擇，僅
希望美國人忽視看見拜登的年齡和虛弱情況，這個賭注
未免太大，「對民主黨人來說，對抗一名專門撒謊的

候選人的最明確道路，就是誠實面對美國

社會，承認拜登不能繼續競選。」

「拜登沒通過自己的考驗」
社論提到，拜登曾表示他是最有可能應對並擊敗這

種暴政威脅的候選人，其論點主要基於他在2020年
擊敗特朗普的事實，但這不再是拜登今年應成為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的充分理由。社論還提醒，「是拜登向
特朗普提出進行這場辯論，他堅持要提前舉行辯論，
因明白到他需要解決公眾長期以來對其精神狀況、敏
銳度的擔憂，且他需要盡快這樣做，「然而拜登現在
需要面對的事實是，他沒有通過自己的考驗。」
不過社論提到，若仍然要在拜登和特朗普之間選

擇，他們仍會支持拜登。
拜登的競選團隊駁斥這篇社論，理由是《紐約時

報》編委會於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中放棄拜登，
轉而支持他的兩名競爭對手參議員克洛布查爾和沃
倫，但拜登仍贏得初選，編委會最終還是支持拜登
在大選中對決特朗普。

「不再是4年前的那人」批繼續競選是魯莽賭博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在周
四（6月27日）的
大選電視辯論中屬
「災難級」，然而
時隔 14 小時後，
他在北卡羅來納州
出席造勢活動時彷
彿改頭換面、表現出色（圖）。《紐約時報》指
出，拜登在造勢活動上明確表示無意退選，但他
能否無須輔助、長期維持這般優秀表現，依然令
人質疑。
拜登休息一夜後在北卡州出席造勢活動。持

續20分鐘的演說中，拜登慷慨激昂，條理清晰
地闡釋政見、流暢地批評前總統特朗普，與辯
論時老態龍鍾的表現大相逕庭。拜登承認自己
並不年輕，「我不似過往那樣步履輕快、說話
流暢、能言善辯，但若不是深信自己能勝任這
份工作，我就不會再次參選。」

提詞器協助
《紐時》形容，在造勢活動上表現活躍的

「拜登2.0」，與辯論期間表現失常的「拜登
1.0」判若兩人。但這場造勢活動的演說，是拜
登在提詞器協助，以及現場支持者熱情的鼓勵
與歡呼下完成，料難以短時間令收看辯論的觀
眾改變對他的印象。

辯論後14小時演說
「拜登2.0」改頭換面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在總統大選辯論表現差
劣，令許多歐洲盟國政客與外交專家深感擔憂。英媒
《衛報》與美媒《華爾街日報》均指出，歐洲外交官員
近年已頻繁發現，拜登出席重要外交活動時表現不
佳。部分歐洲外交專家警告稱，歐洲需為美國前總統

特朗普捲土重來、疏遠美歐盟友關係作好準
備。

歐洲議會議員、比利時前首相
維爾霍夫施塔特收看辯論後，在

社媒直言「『美式民主』
在我們眼前被老年政治所

扼殺。」意大利前
總理倫奇也
無 奈 稱 ，

「拜登做不到（連任），換馬是（民主黨）每個人的責
任。」波蘭總理圖斯克直呼，「拜登在辯論中處境艱難，
他們（指拜登競選團隊）肯定出了問題。」

神情恍惚不合時宜鼓掌
多名歐洲外交官披露，拜登在近年重大外交活動上表
現不佳。例如去年10月美歐峰會期間，拜登說話斷斷續
續，需要國務卿布林肯提醒。本月出席七國集團（G7）
峰會期間，拜登多次神情恍惚、不合時宜地鼓掌，需要
他人協助從座位上起身。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晤
時，拜登竟然聲稱價值2.25億美元（約17.6億港元）的
對烏援助「是協助你們重建電網」。
德國在野基民盟外交政策專家洛特根直言，歐洲需警
惕特朗普或重返白宮，「德國必須加緊為不確定的未來

作好準備，如果我們不對歐洲安全承
擔責任，那麼根本沒有人會

負責。」

拜登外交表現每況愈下
比前首相：「美式民主」被老年政治扼殺

《紐約時報》公開呼籲拜登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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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目前美國民主黨
內部要求總統拜登退選
的聲音愈來愈高漲，由於黨
內沒有任何正式機制迫使拜登退
選，要他自動退下來，或需要他身邊
人進行游說，這任務很可能落在被視為拜
登「最親密顧問」的第一夫人吉爾身上。
吉爾過去一直拒絕勸說拜登退選，民主黨資深

政治顧問謝因科普夫表示，「作為建議拜登為自己健
康和國家利益而放棄角逐的最適合人選，當然就是吉爾，
據知拜登和吉爾均會認真聽取對方的建議。吉爾需說服她的丈
夫在從政52年後，應為國家作出最後的犧牲，這可能是確保他的
政治遺產的最可靠方式。」英國《每日電訊報》指出，吉爾有責任讓
拜登知道，為了政黨和國家的利益，他應該退選。
《衛報》報道，拜登也會聽取其核心圈子的意見，包括自己的妹妹歐文斯，

她在拜登整個政治生涯中發揮關鍵作用，其他還有競選經理羅德里格斯等。

民主黨金主最具影響力
此外，一些民主黨資深人士擔心拜登連任機會微，會拖累民主黨

保住參議院控制權並重新奪回國會的希望，也可能為此游說拜
登，例如黨內重量級人物、前總統克林頓及其妻子希拉里都
是拜登的主要支持者，拜登也會聽取他們的意見，還有
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前總統奧巴馬等。
《衛報》認為，最終發揮最大影響力的可能是民

主黨主要金主。美國資深政客一向被視為具
備籌募政治資金的能力，但拜登的募款能
力現在可能受到威脅。據CNBC報
道，一名計劃參加周六晚在漢普
頓舉行的選舉活動的民主黨
金主表示，拜登的表現
是「一場災難」，並
稱「比我想像
的還要糟
糕」。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在總統大選首場電視辯論中表現差

劣，令力撐民主黨的傳媒大失所望，極具影響力報章《紐約時報》

編輯委員會周五（6月28日）發表社論，公開呼籲拜登退選，直指

拜登不能忽視年事已高的事實，需誠實地承認自己無法連任。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周五
（6月28日）裁定，檢方起訴國會暴動期
間部分暴徒闖入國會山莊、涉及妨礙公務
罪（Obstructing an official proceeding）的
指控屬於「過度起訴」，超出法例原本涵
蓋範圍。該裁決意味約250宗暴動相關、涉
及該罪名案件的審理面臨不確定性。美聯
社分析稱，該裁決或會被前總統特朗普團
隊利用，作為所謂「司法部不公正對待國
會暴動事件被告」的理據。
該案由支持特朗普的前聯邦警察費舍爾
上訴至最高法院，他在暴動當日一度闖進
國會山莊。最高法院以6比3作出裁決，首
席大法官羅伯茨撰寫主要意見書指出，檢
方檢控妨礙公務罪，必須證明被告「損害
了用於正式公務程序的紀錄、文件、器物
或其他所需物品的可用性或完整性，或企
圖這麼做。」否則會將「大量普通行為視為
犯罪，令活動人士面臨數十年刑期。」
依照現行法例，企圖損害官方文件、防止文

件被用於正式公務程序，或是「以其他方式阻
撓任何正式程序」的被告，可被裁定妨礙公務
罪成。但主要意見書認為，「以其他方式」一
詞予以檢方過多自由，提出遠超法例最初意圖
範圍的指控。自由派大法官傑克遜罕有與保守
派大法官意見一致，強調「政權和平轉移是基

本民主規範，但該案與之無關。」

約250宗案件審理面臨不確定性
法新社報道稱，在國會暴動中合共約1,400

人受指控，其中52人僅涉及妨礙公務罪被起
訴，當中27人正被監禁。另有約249人除涉
及妨礙公務罪外，還被指控至少另一項重罪
或輕罪，這些案件審理面臨不確定性。
特朗普因國會暴動面臨的4項刑事罪名中，

包括兩項妨礙司法公正相關指控。負責本案
的特別檢察官史密斯強調，特朗普面臨的指
控不會受到今次裁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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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在辯論中
的表現欠佳，除令
支持者難堪外，有
美媒更呼籲民主黨
換人。 美聯社

◆美國民主黨內
部要求拜登退選
的聲音愈來愈高
漲。 路透社

▶吉爾（左）
過去一直拒絕勸
說拜登退選。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多年來強烈批評美
國前總統特朗普的《華盛頓郵報》，
其編輯委員會亦發表社論，指拜登在
今次電視辯論中的差劣表現，進一步
引發人們質疑他是否能再擔任總統4
年，美國首要是阻止特朗普再次入主
白宮，拜登必須決定「什麼對國家最
有利？」
社論指出，民主黨在現階段選擇換

人，確實並不容易。即使拜登退選，
也不能保證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
歷史亦沒有先例。在前總統杜魯門
和詹森均選擇不尋求連任後，1952
年和1968年的總統大選，最終均由
共和黨挑戰者勝出。

落敗將失所有政治遺產
社論認為若拜登退選，民主黨應

邀請多名有興趣的人士考慮參選，
並要求他們在接下來的7周內進行連

串辯論，然後由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的代表以透明過程選出候選人。然而
這需要拜登同意退選才能實現，這需
要一定程度的自我犧牲，而現代政治
往往缺乏這種自我犧牲精神。
最後社論提到，一旦拜登決定交

棒，並讓民主黨成功保住總統寶座，
拜登可能成為被人們稱讚和銘記的總
統；但若他堅持參選，並在11月大選
落敗，他將可能失去所有政治遺
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