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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美國
總統拜登在個人記者會上說，由於他的團隊總是給他添加
日程安排，他正因此受到第一夫人的嚴厲責備。 CNN稱，
這是拜登暗示他的團隊為他安排過多工作。
拜登在記者會上說：「我愛我的團隊，但他們總是（給

我）添加工作，我因此受到妻子責備。下次在辯論前，我
不會再跨越15個時區。」CNN稱，拜登上月電視辯論表現
欠佳，拜登的競選團隊也發表同樣的看法。拜登的這一說
法與團隊相呼應。

未來計劃停安排晚上8時後活動
CNN也提到，拜登早前在白宮與民主黨籍州長會面時表
示，他未來的計劃之一，是停止安排晚上8時以後的活動，
以便獲得更多的睡眠。拜登在記者會上被問到有關報道時，
回應說「這不是真的」，還忍不住笑出來。拜登表示：「我
說的是與其我每天從7時開始工作然後半夜上床，調整一下
步調會更明智。舉個例子，與其早上9時開始募款活動，不
如8時開始，並在10時前回家，我是這個意思。」
拜登同時抨擊前總統特朗普，指對方「幾乎什麼也沒
做」，還自稱行程排滿，「我的行程安排很滿，我辦到
了，而特朗普去哪了？坐在高爾夫球車上，在擊球前填寫
記分卡？我的意思是，看吧，他幾乎什麼也沒做。」

埋怨團隊安排過多工作
被妻嚴厲責備

在長達一小時的個人記者會上，拜登剛開始
時便出現重大失誤。路透社記者提問，

「如果副總統哈里斯（在候選人中）民望最
高，你對她擊敗特朗普的能力有何顧慮？」拜
登回應稱，「我如果認為她沒有資格當總統，
就不會任命特朗普擔任副總統。」

特朗普發文諷刺：太棒了
拜登說出這番話時，台下一眾內閣成員面色
非常難看，國務卿布林肯低頭沉思，防長奧斯
汀神色凝重，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則手托下巴
思考。特朗普隨後發文諷刺拜登口誤，稱「太
棒了」、「幹得漂亮」，並在旗下社媒Truth
Social上發布數段拜登失言的片段。 特朗普的顧
問和盟友則認為，拜登的表現對特朗普的選戰
是最佳情況，一方面不足以迫使拜登退選，另
一方面卻提供足夠的錯誤，可從中發掘用作攻
擊的材料。有記者立即追問拜登，要求就特朗
普的嘲笑置評，拜登面露難堪表情，回覆一句
「聽他的吧」，隨後轉身匆匆離開。

口齒不清 說話突停頓
拜登在回答其他問題時同樣出事，其回答漫

無目的、口齒不清，有時甚至說到一半突然停
頓。在回答一個有關中國的問題時，拜登稱
「我們的一些歐洲朋友將減少對俄羅斯的投
資，對不起，我的意思是，減少對中國的投
資。」在引用數字時，拜登明言可能會用錯數
字，稱「不要要求我使用準確的數字」。
拜登同日較早時與一眾北約成員國領袖舉行
記者會，拜登遲了一小時才現身，講話過程中
利用讀稿機讀稿，但仍出現失誤，其間不斷咳
嗽及清喉嚨。拜登介紹澤連斯基時，竟說「現
在我將咪交給充滿勇氣和決心的烏克蘭總統，
女士們先生們，（歡迎）總統普京。」法新社
記者追問失言，拜登卻笑稱「（這是）最成功
的的記者會」。
自6月27日與特朗普進行電視辯論表現欠佳

以來，拜登的競選團隊未能緩解選民對其健康
的擔憂，民主黨議員、金主等對拜登的支持每
況愈下。據報在拜登記者會舉行前數小時，一
名拜登競選團隊成員告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
聞網（NBC News），指拜登需要退選，「他永
遠不會恢復過來。」

稱特朗普為副總統 澤連斯基變普京

關鍵記者會兩爆口誤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面臨退選的

壓力日增，他周四（7月12日）在北約峰會

結束後，召開今年首個個人記者會，本應是

他向民主黨人證明自己能處理棘手問題、在

無稿情況下快速思考的良機，然而卻事與願

違，拜登出現嚴重口誤，將副總統哈里斯稱

為特朗普，同日較早前也將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稱為俄羅斯總統普京。拜登一天兩度口

誤，預料會加劇要求他退選的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深陷退選危
機，他的競選團隊懷疑前總統兼拜登的前上司奧
巴馬是幕後黑手。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及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多家媒體報道，奧
巴馬和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均私下討論到拜登的
競選前景黯淡，或悄悄支持民主黨換掉拜登。

沒反對密友佐治古尼發文
支持民主黨的荷里活影星佐治古尼周三（7
月10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抨擊拜登已
不再是以前的拜登，要求他退選。文章還披
露奧巴馬數周前已開始擔心拜登的健康狀
況。Politico 指出，奧巴馬是佐治古尼的密
友，在文章發表前便已知悉內容，雖然沒有
參與策劃，但亦沒有反對。奧巴馬的圈子中
其他人同樣強烈反對拜登，雖然奧巴馬是首
批為拜登辯論差劣表現辯護的重量級人物，
但對這些人的批評沒有提出反對。
在周四播出的拜登最愛節目《Morning
Joe》中，主持人斯卡布羅提及拜登退選呼聲
愈來愈大，稱「我們必須強調一件事，拜登
競選團隊和許多民主黨人認為，奧巴馬在幕
後悄悄策劃此事。」另一名主持人則表示，
「我認為奧巴馬的影響力很大。」
佩洛西曾公開表示支持拜登的一切選擇，
然而在周三參與《Morning Joe》節目時，並
沒有支持拜登連任，反而建議拜登迅速決定
是否退選。報道指佩洛西在與民主黨議員的
私下談話中，直言民主黨面臨嚴峻形勢，暗
示拜登在11月大選中不會獲勝，應該退選。
佩洛西還建議搖擺州的民主黨議員盡全力確
保自己連任，不要將拜登放在競選首位，但出
於對拜登的尊重和國家安全考量，她要求這些
人等待北約峰會結束後再發聲明。據悉一些人
已起草聲明，待外國領導人離開後發表。對於
非搖擺州的議員，佩洛西則建議他們直接向白
宮和競選團隊提出要求拜登退選。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將於下周
一（7月15日）揭幕，其間將確認前總統特朗普（圖）與
副手獲得正副總統候選人提名。《紐約時報》周四（7
月11日）在社論指出，特朗普是讓人「打冷震」的選
擇，總統人格至關重要，全球重要工作不該交給他。

籲選民看清特朗普回朝危險
自由派媒體《紐約時報》社論以大標題「特朗普不
適合領導」指出，共和黨曾是優秀政黨，如今淪落為
某人的利益服務，相較於共和黨歷屆總統候選人，特
朗普不適合當總統，他的價值觀、氣度、思維和言
談，都異於讓國家偉大的本質。在重要時刻．他是讓

人「打冷震」的選擇。
社論分析，共和黨過去提名的前總統里根說過「山

丘上閃亮的城市」，也常提國家願景，前總統老布什
或提名的麥凱恩與羅姆尼都秉持公僕原則，相信自
由、奉獻、責任及福祉，這是保守政黨的長期價值
觀。如今共和黨人卻為了特朗普的移民、貿易與稅率
政策放下原則。《紐約時報》認為，這場選舉無關政
策分歧，而是更重要的美國總統及最高軍事統帥的個
人素質。特朗普過去已表現出極度不尊重憲法、司法
和人民，他渴求政治權力，把政府當個人利益工具，
滿足私慾並報復異己，簡單來說就是不適任。
社論指出，如今責任落在美國人民手上，呼籲選民

看清特朗普回朝的危險並拒絕他。文章以道德適任
性、領導原則、性格、言談及法治等5個面向分析特
朗普的問題。社論小組作者集體呼籲美國民眾執行簡
單的公民責任，檢視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的言行，呼
籲被通脹和移民問題困擾的選民，又或被特朗普性格
吸引的「特粉」們注意特朗普的談話，指特朗普極少
談及團結與療傷止痛，多數是為擴大分裂和怨憤。
社論最後寫道，共和黨下周將決定候選人，美國人
也將作出最後決定。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宮會如何？他
在上一任期已展示為人和領導樣貌，「如果有人多項
基本測驗未能過關，你不會把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交
付給他」。

特朗普將確認候選 《紐約時報》：令人「打冷震」

香港文匯報訊 自美國總統拜登在電視辯
論的災難級表現以來，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上有關拜登年齡、健康狀況和精神敏銳度的
討論不斷增加，相關影片亦被廣傳給搖擺州
選民。《華爾街日報》透過對TikTok自動推
薦的短片進行分析，認為它們進一步放大了
拜登的問題，顯示在現時碎片化的媒體格局
下，內容創作者和平台足以推動全國討論，
成為競選重要一環。

反覆播放 自動推送
《華爾街日報》營運8個TikTok賬號，它們主
要關注新聞和政治。記者篩選出1,800條在6
月和7月被自動推送有關拜登的帖文，並利用大

語言模型對是否提及拜登年齡、健康
狀況和精神敏銳度進行分類。

結果發現在辯論前
有 155 條帖文涉
及，佔所有拜登
相 關 帖 文 的
19%，而辯論後
為 312 條 ， 佔
31%，增加了一
倍。
在 這 些 Tik-

Tok影片中，有網民
轉發特朗普稱拜登是
「一堆破爛垃圾」，
並表示拜登將退選的影片，另一段影片剪輯
了霍士新聞網街頭訪問的鏡頭，受訪者紛紛
表示拜登「可悲、老邁、思路混亂、令人失
望」。拜登在辯論中說錯的「我們終於打敗

了聯邦醫療保險」，亦
是經常被反覆播放的影
片。
《華爾街日報》指出，
有關拜登年齡和健康問題
的影片，播放量已超過1
億次，部分發布影片的賬
號位於拜登在2020年大
選拿下的關鍵搖擺州，民
調也顯示他在這些州份的
支持率正下降。

出醜短片TikTok廣傳
打擊搖擺州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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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總統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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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