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浴血揮拳成新象徵 拜登選情雪上加霜

「黑天鵝事件」扭曲美大選
香港文匯報訊 右耳受傷、臉上帶血、

在飄揚的美國國旗下高舉拳頭──美國前總

統特朗普遇刺後的歷史級畫面，將成為牽動

選情的「黑天鵝事件」。選舉事務專家指

出，事件將顛覆4個月後的美國大選，特朗

普如上天保佑避過一劫的形象，相信會極

大振奮右翼陣營選情，「特粉」亦趁機迅

速將矛頭直指民主黨陣營，令總統拜

登的選情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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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特朗
普在競選集會上遭
遇企圖暗殺受傷，
雖然暫時仍未能確
定疑兇動機，但只要看到事後
網上瘋傳的「特朗普浴血揮
拳」照，無論是支持特朗普或
反對特朗普的人都會明白，事
件真相如何等等已經不再重
要，重要的只有一點，就是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到這刻已
經提前完結─特朗普已經贏
了。
今屆美國大選本來被視為最
沉悶的一屆，但自從進入 7月
後，選情就發生翻天覆地的改
變，先是現任總統拜登在首場
競選電視辯論上表現不濟，繼
而引發外界對他的年齡甚至是
認知能力的質疑，進而演變成
民主黨內部對拜登的「逼宮」
劇。

加強共和黨「被害者」認知
在這段期間，特朗普一改常態轉趨低調，
沒有借機抽拜登的水，也沒有其他出位言
行，而是採取「坐山觀虎鬥」的策略，任憑
民主黨內亂自損，再收漁人之利。不過恐怕
連特朗普也沒想到，「機會」來得這麼快，
當他本人相隔兩星期再次出現在每個人手機
上的「突發新聞」通知時，竟然是「特朗普
在競選集會上中槍受傷被護送離開」的消
息。
對於傳統新聞做法而言，倘若發生政客遇
刺的新聞，記者第一時間當然是去探查疑兇
的背景和行兇動機，以及疑兇為何可以在現
場開槍等細節，試圖去了解事件的真相。但
在這個社交網絡「後真相」年代，這些所謂
真相都已經不再重要，因為每個人在事發一
刻就已經得出自己的結論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共和黨人和特朗普支
持者在事後第一時間就將矛頭指向民主黨
和拜登本人，認為是對方在過去幾年對特
朗普的鋪天蓋地譴責和抹黑，煽動了針對
特朗普的政治暴力行為。當然，共和黨人
和特朗普支持者是不會承認他們才是最先
煽動政治暴力，甚至將煽動化為實際行為
（國會暴動）的一群人，今次事件只會加
強他們是「被害者」的認知，並令他們更
確信過去幾年便已在他們之間流傳的陰謀
論。

強人形象或使選民印象改觀
然後就是那張「改變歷史的照片」，大部
分美國人都是膚淺的，他們會同情受害者，
但更鍾愛那種強人，尤其是浴血後仍可不屈
不撓地高舉拳頭的強人形象，他們對這種強
人形象的鍾愛，甚至可以超過政治意識形態
的鴻溝。不難相信，大批中間選民甚至是一
部分民主黨人，都很有機會單單因為這張照
片對特朗普改觀，甚至從此成為特朗普的支
持者。
不少人將今次特朗普遇刺，與1912年前
總統老羅斯福角逐重返白宮期間遇刺受傷
相提並論。當年老羅斯福中槍就醫兩星
期，最終仍是在大選敗給民主黨的威爾
遜，但特朗普當前形勢遠比老羅斯福當年
強，老羅斯福當年是從共和黨退黨另起爐
灶參選，讓威爾遜有機可乘，特朗普如今
面對的對手，則是連是否可以繼續選下去
也是未知之數的拜登。
可以說，特朗普這次是在最佳的時間點，
遇上最佳的機會，除非他自己之後幹了什麼
蠢事把一手好牌打翻，否則特朗普的重返白
宮之路，恐怕已是無人能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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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特朗普槍擊案發生後，網上
隨即湧現大量陰謀論內容，有左翼政客聲稱是
特朗普支持者「自導自演」，極右人士則指責
是總統拜登下令襲擊。
事發數分鐘後，右翼網紅和一些共和黨人便開

始暗示，具權勢人物對這次襲擊負有直接或間接
責任。佐治亞州共和黨眾議員柯林斯在X平台發
文稱「拜登下達了命令」，獲超過400萬次瀏
覽，他隨後更要求控告拜登「煽動暗殺」罪名。
網民@theoldermillenial.1在社媒發文告訴其

120萬粉絲，「我猜是因為（針對特朗普的）
法庭案件進展不太順利，他們決定嘗試不同途
徑，別忘記這就是左派的能力。」Ｘ平台的匿
名陰謀論者賬戶Shadow of Ezra寫道「深層政
府試圖在電視上直播暗殺特朗普」，該帖文瀏

覽量超過100萬次。共和黨眾議員格林則在X
平台上寫道，民主黨人多年來一直希望特朗普
下台，他們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實現這一目標。

左翼稱特朗普自導自演
左翼立場的網民則紛紛指事件是「自導自

演」，有網民稱「特朗普中槍完全是演出
來」，「襲擊者可以開槍射中特朗普耳朵，若
真想殺死他，大概不會失手。」也有網民指槍
手當時連開數槍，但只造成特朗普右耳受傷是
「不可思議」，更質疑特朗普右耳傷勢並非槍
傷，是趁特勤局人員上前掩護時，特朗普自己
造成的。有陰謀論者則指特朗普遇刺後被拍下
一臉鮮血、振臂一呼的照片，構圖完美得令人
難以置信，是「預先安排的」。

香港文匯報訊 在過去兩周，美國民主黨人要
求總統拜登退選的風波，成為美國競選活動焦
點，但隨着發生特朗普槍擊案，變相打亂民主黨
的競選部署，逼退拜登的行動也明顯陷於停滯。
許多民主黨人表示，企圖行刺特朗普的事

件，至少短期內令民主黨尋求取代拜登的行動
暫停。一名參與多次總統競選的民主黨策略師
說，在槍擊案發生前，各方均聚焦拜登如何挽
救自己的選情，然而發生槍擊案，使民主黨的
競選活動如同被凍結，「現時再公開要求拜登
退選變得很困難。槍擊案掩蓋了一切。」
有民主黨競選官員則表示，槍擊案剎停了拜

登的競選活動，拜登競選團隊已暫停對外活
動，並迅速撤下電視廣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同樣暫停攻擊特朗普的電視和廣告板廣告。據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取得的一封電郵，
拜登競選團隊還告訴工作人員「不要在社媒或
公開場合發表任何評論」，並在所有情況下暫
停所有平台上的任何主動競選通訊，「直到我
們了解更多資訊」。
拜登一名盟友表示，今次事件對民主黨內試圖

呼籲拜登退選的努力產生負面影響。「我認為逼
退拜登的努力很可能已結束，拜登此刻不會主動
讓位，證明他還會戰鬥到底。」

打亂民主黨部署 逼退拜登陷停滯

特朗普面上流血被護送離開的瞬間，仍把握時間
向他的粉絲舉起拳頭，不但表示他沒有大礙，

同時象徵作出反抗。《紐約時報》指出，特朗普深諳
在自媒體時代如何吸引焦點，創造了這個歷史不會忘
記的形象。

體現對現代媒體時代掌控
報道稱，特朗普中槍後臉上沾滿血，一群特勤局探

員將身體壓在他身上，其中一人說 「我們必須採取
行動」。當探員將特朗普推向樓梯時，特朗普以急速
但清晰的聲線說「等等，等等」，探員無奈停下來，
特朗普此時凝視着人群，然後振臂揮拳，在場群眾立
即高呼「美國！美國！」。特朗普其後將手臂舉得更
高，並更快地揮動拳頭，此時群眾的呼喊聲更大。
《紐約時報》稱，很難想像有哪個時刻，能更充分
體現特朗普與其支持者的本能聯繫，以及他對現代媒
體時代的掌控。
《華盛頓郵報》分析稱，特朗普過去被彈劾或面臨

刑事指控時，已多次宣傳所謂「政治迫害說」，今次
事件對於熱衷扮演「受害人」的特朗普而言，如同天
賜良機。分析指出，為了攻擊拜登在辯論中思維混亂
的表現，特朗普強調自己遇刺時即場反應敏捷，聲稱
「我立即意識到出了什麼問題，我聽到了槍聲、感到
子彈撕裂了皮膚。天佑美國！」

在暗殺中倖存成「烈士」
得州萊斯大學總統歷史學家布林克利表示，特朗普
的揮拳形象極具標誌性，「在美式精神中，人們喜歡
看到壓力下的堅韌和勇氣，特朗普高舉拳頭的形象將
成為新的象徵：在一次企圖暗殺中倖存，你就成為了
『烈士』，因為你得到了公眾的同情。」
英媒《金融時報》指出，遇刺事件將強化保守派陣

營對特朗普的認同。多名共和黨人在事發後，紛紛在
社媒轉載特朗普揮拳的相片。知名極右共和黨參議員
盧比奧直呼，「是上帝保護了特朗普」。俄亥俄州共
和黨參議員麥克．李更呼籲總統拜登，立即頒令撤銷
對「特朗普總統」的所有刑事指控。特朗普的大批政
治盟友也在槍手身份及動機均未查清時，便將槍擊事
件歸咎民主黨對手甚至拜登本人。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史上多次發生針對
總統或總統參選人的暗殺意圖，其中4人
身亡，上一次行刺案發生於1981年，時任
共和黨籍總統里根被槍擊受傷。
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是首名死於暗殺
的總統。1865年4月14日，他與妻子到華
盛頓福特劇院看劇時，被該劇演員布斯開
槍擊中後腦身亡。最近一次遇刺喪生的總
統已是1963年的肯尼迪，他當時與夫人
訪問得州達拉斯，在車隊駛過市中心迪利

廣場時遭人開槍，肯尼迪送院後宣告不
治。另兩名遇刺喪生總統分別為第20任
的加菲爾德及第25任的麥金利。

肯尼迪兩兄弟遇刺亡
里根於1981年 3月底在華盛頓一間酒
店外演講後遭槍擊，還有另外3人中彈。
其中一發子彈打中座駕裝甲，但彈開時擊
中里根肺部，里根受傷留醫 12 日後出
院。槍手欣克利被法院裁定精神錯亂，須

在精神病院接受強制監管，直至2022年
才獲無條件釋放。至於第38任總統福特
任內曾遭遇兩次刺殺，但均未有受傷。
涉及美國總統參選人較轟動的遇刺事
件，則是肯尼迪弟弟、時任紐約州聯邦參
議員羅伯特，1968年在尋求民主黨提名期
間，在洛杉磯發表演講時遭槍擊身亡。
1972年，時任亞拉巴馬州州長華萊士尋求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在馬里蘭州造
勢時遭槍擊，腰部以下癱瘓。

◆里根於1981年3月底在華盛頓一間酒店
外演講後遭槍擊。 資料圖片

◆1963年，肯尼迪在車隊駛過達拉
斯市中心迪利廣場時遭人開槍後宣告
不治。 資料圖片

美史上4總統遭暗殺身亡 里根43年前中槍險喪命

網上陰謀論洗版 極右指拜登下令

◆特朗普在遭受槍擊被攙扶離場時振臂高呼。 美聯社

◆槍擊案後，特朗普支持者們聚集在紐約特朗普大樓外。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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