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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否接受敗選結果惹關注 搖擺州點票中心嚴防暴力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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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周三公布的民調結果顯
示，特朗普和民主黨對手哈里斯在關鍵搖擺州賓

夕法尼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均為48%；在密歇根州，
哈里斯以48%支持率領先特朗普的43%，兩人支持度差
距在誤差範圍5%內。在威斯康星州，哈里斯則以51%
領先特朗普的45%。

2500虛假選民登記申請是選票？
特朗普周三引述美國選舉官員發現的個別選舉違規行
為，指出賓夕法尼亞州正發生前所未見的大規模舞弊行
為。該州蘭開斯特縣的官員上周表示，他們正調查
2,500份虛假的選民登記申請。這促使其他縣展開類似
調查，網上也出現大量假消息，例如指這些申請表格其
實是選票。特朗普副手萬斯也引述網上的欺騙性帖文，
聲稱民主黨義工在投票站冒充選舉官員。
曾在2020年大選期間擔任賓州總檢察長的民主黨籍
州長夏皮羅，已批評特朗普散播有關該州選舉的虛假言
論，他在社媒發文稱：「讓我們記住，在2020年，特
朗普一次又一次地攻擊我們的選舉。他現在試圖用同樣
的劇本來煽動混亂，但請聽我說：我們將再次舉行自
由、公平、安全和有保障的選舉，民眾的意願將受到尊

重。」該州共和黨籍州務卿施密特也批評萬斯「刻意放
大」黨派組織冒充選舉官員的虛假報道，強調相關工作
人員已被識別為合法的黨派義工。

選舉相關地點裝鐵絲網防彈玻璃
特朗普在2020年選舉中輸給民主黨的總統拜登後試

圖推翻結果，引發2021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對於這
次選舉中落敗是否會承認結果，特朗普一直拒絕表態。
多名專家此前已警告，特朗普和盟友正試圖引起人們對
選舉程序的不信任，為在敗選的情況下挑戰選舉結果鋪
路。特朗普10月在密歇根州的競選集會上稱，「這是
我們輸掉選舉的唯一方式，因為他們（民主黨）作
弊。」
在特朗普曾指控出現選舉舞弊的搖擺州，當地官員已

採取措施，防止2020年選舉的混亂重演。例如賓州費
城點票中心被鐵絲網圍起來，密歇根州底特律和佐治亞
州亞特蘭大一些選舉辦公室則安裝了防彈玻璃。
被媒體查詢時，特朗普競選團隊沒有就針對他們挑戰

選舉結果的計劃表態。不過共和黨已招募23萬名投票
觀察員、投票工作人員和法律專家，稱這將「為選舉帶
來透明度和問責制」。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大選將

於下周二（11月5日）投票，隨着

選情持續膠着，加上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特朗普聲稱選舉出現大規模舞

弊，他會否在落敗的情況下接受競

選結果備受關注。在競爭最激烈的

搖擺州份，官員們正為應對可能出

現的選舉假消息、陰謀論、威脅和

暴力事件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周四（10
月31日）入稟控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指控新聞
節目《60分鐘時事雜誌》（60 Minutes）10月初播出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的專訪誤導公眾，要求陪審團審
理，並索賠約100億美元（約777億港元）。

稱倘當選將撤CBS廣電執照
路透社報道，特朗普向得州北區聯邦法院提出的訴訟
指出，他與他的盟友聲稱該專訪內容經過編輯，以呈現
哈里斯的正面形象，指CBS「透過惡意、欺騙性和嚴重
扭曲新聞，從事偏頗和違法的選舉和選民干預行為」。
訴訟文件稱，CBS的欺騙性報道對特朗普、其競選陣
營、得州以至全國公民造成巨大傷害，特朗普的訴訟旨
在糾正問題。
特朗普及其盟友最近數周就這場專訪抨擊CBS，指稱
哈里斯回答一個有關加沙衝突的問題時，所作的答覆沒
有包含在完整播出中，而是由CBS在網上公開。特朗普

在競選活動中多次就這事件攻擊CBS，並威脅如果自己
當選，將撤銷CBS的廣電執照。CBS早前表示，特朗普
自己取消原先計劃的《60分鐘時事雜誌》專訪。
就特朗普提出的訴訟，CBS新聞發言人回應稱，「特

朗普對CBS提出的訴訟完全沒有根據，我們將積極辯
護。」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早前發
表「保護女性」的言論，令他再陷入性別歧視爭議，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抨擊有關言論不尊重女性。特朗
普則在選前最後階段前往「藍州」新墨西哥州，大打
「非法移民牌」拉票。
特朗普周三（10月30日）在集會上表示，「無論女

性喜歡與否」，他都要「保護」美國女性。哈里斯周四
針對特朗普這番話，批評他「冒犯所有人」，「『不管
女人喜歡與否』，他（特朗普）就是不尊重女性的自
由，女性擁有按自身權益作決定的能力，我們相信女
性。」
自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22年

推翻墮胎權的憲法保障以來，女性生育權一直是民主黨
主打的議題之一，也是特朗普陣營的弱點。今年的選舉
民調顯示，性別上差別很大，女性選民傾向支持哈里
斯，而特朗普則獲更多男性選民支持，因此墮胎權可能
在選舉結果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特朗普周四到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及亞利桑那州造
勢，他在共和黨20年來從未贏過的「藍州」新墨西哥
州向支持群眾演說時，描繪非法移民橫行的黑暗景象，
指非法移民「正在美國各地發動暴力殺戮狂潮」。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今年美國總統選舉勢均力敵，民主、共和
兩黨費盡心機爭取選民投票，美國現在有超過
60萬選民旅居加拿大，兩黨海外競選組織聲言
不能走漏當地美國選民的任何一張選票，不惜
派員逐戶拜訪游說選民投票。

海外美國人傾向支持民主黨
根據美國聯邦投票支援計劃，加拿大是最多
美國人旅居的海外地點，當中有近52萬人在上
次2020年大選是合資格選民，但當年投票率處
於歷史低位，僅得8%選民投票。安大略省倫敦
西部大學政治學者魯特利表示，居加的美國人
投票意慾偏低，但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與民主
黨對手哈里斯爭持激烈，可能刺激選民投票。
他指出兩黨都推動選民投票，尤其希望說服那
些不是經常性投票的選民投票是最重要。他認
為海外的美國人往往傾向支持民主黨，而民主
黨極力推動提高投票率。
定居安大略省的布雷什戈爾德是海外民主黨
其中一名主席，他表示新冠疫情結束後，愈來
愈多選民希望投票表達意願，選民在海外投票
非常方便，他們只要登記便會接獲郵寄選票，
填寫後寄回。擁有雙重國籍的阿布萊瑟居加近
30年，本身是關鍵搖擺州密歇根州選民，他認

為選民有責任行使投票權，並透露他在投票時
會考慮兩黨候選人當選對加拿大的影響。為了
讓每名有投票權的美國人參與投票，海外民主
黨設立了一個無黨派機構Vote from Abroad，
他們舉行聚會觀看哈里斯與特朗普進行的辯
論，並且尋找尚未登記投票的美國人。
另一方面，海外共和黨人組織亦爭取美國選
民投票給特朗普，身為渥太華分會負責人的伯
克表示，絕大多數支持者非常滿意特朗普的表
現，他們竭力爭取選民採取實際投票行動。伯
克承認海外共和黨人在加拿大的影響力不及民
主黨人，但他們尋求在主要城市建立分會。對
於居住在海外的美國人來說，特朗普提出的免
稅和減稅政綱最受落，加強選民投票意願。

控告CBS哈里斯專訪誤導公眾 索賠逾700億

「保護女性論」被哈里斯窮追猛打

加拿大成兩黨海外組織主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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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美國大選不

一般。前有特朗普殺

回，磨刀霍霍向白宮；後有拜登心有餘

而力不足，臨場易帥哈里斯。「紅藍對

決」到這一刻，仍是勝負難料，多個民

調都顯示兩人「打成平手」。最終誰入主

白宮，主導美國下一個4年甚至下一個

10年的發展，世界局勢會因此產生怎樣

的變化，誰也說不準。作為記者，有機

會親身赴美見證這場「世紀之戰」頗為難

得，在申請簽證、美國的「外國記者

證」等一系列繁瑣手續後，終於獲批成

行。飛行接近16小時，抵達美國紐約。

飛機從香港起飛東行，經過台灣、日

本、靠近北極圈，繞道加拿大，最終向

東橫穿整個北美大陸。我們從晨昏線的

左邊飛到右邊，從白天飛進黑夜，再穿

出昏晨線，16 小時內，第二次擁抱昨

日的白晝。這也意味着，和香港總部跨

12小時時差的連線報道，開始了。

搭的士40分鐘車資千元
入境海關時就遇到第一個考驗：排

隊。習慣了香港高效率的我，面對美國

海關的不緊不慢，着實不習慣。從開始

排隊到完成過關，整整用了兩小時，嚴

重影響了我們的後續行程──取記者

證、街頭採訪和拍攝。為了趕在新聞中

心下班前拿到證，我們咬咬牙選擇的

士，不到 40 分鐘的路程收費 120 美元

（約936港元），司機還要我們再給10

美元（約 77 港元）左右的小費。開始

用美「刀」（諧音「dollar」）結算的

第一天，就被「先刀為敬」。上社交媒

體看了看「紐約、打車」關鍵詞，多的

是網友分享如何剛落地紐約就挨了一

「刀」的哀嚎。

在的士上感受紐約，從機場附近到市

中心，從人煙稀少到稠密。進入市區，

就開始看到之前在新聞中見過的「喪

屍」──吸食過量「喪屍毒品」的人─

─在十字路口晃蕩。最終，因為塞車，

我們還是錯過了新聞中心下班時間，唯

有下周一（11 月 4 日）才能取到實體

證。好消息是，經過趕路時不斷的電郵

溝通，新聞中心暫時給了我們電子版記

者證，這幾天唯有「頂住先」。

對紐約人不緊不慢的體驗，持續到了

晚上在街頭拍攝時。由於當天是萬聖

節，第五大道滿是奇裝異服的人，時代

廣場附近更是人山人海，很多人把自己

的車也裝扮得十分鬼馬，停在路邊，任

由警車按喇叭驅趕，也巋然不動。直到

警察下車上前呵斥，才慢悠悠地離開。

在我們拍攝期間，不時也有途人闖入鏡

頭，有些人是友善互動，有些人則是粗

魯打斷。小小一方天地，形形色色人

群，構成對紐約的初印象之一。

至於另外的兩個印象，其一是味。鬧

市區之中，大麻味陣陣，不少年輕人叼

着大麻煙草，店家也沿街招攬。對於不

喜煙草味的我，着實覺得嗆；鬧市區之

中，尿味陣陣──這是我覺得最不可思

議的。從第八大道到第五大道，再到時

代廣場附近，十字路口、垃圾桶旁，尿

騷味避無可避。不知道究竟是流浪漢把

這些地方當作了公廁，還是什麼別的原

因，總之對氣味敏感的我，分外難受。

嘈雜則是另一重印象。從機場到市

區，私家車喇叭震天，嘻哈饒舌從街頭

響徹巷尾。在市中心，改裝車的排氣管

聲轟轟，人力彩燈觀光三輪車的音響不

輸私家車喇叭，吵鬧無比。這一刻我突

然想念地球另一端的那個時代廣場，同

樣的熱鬧，但附近只有叮叮車的悠哉，

乾淨、整潔。

寫完手記時，已是紐約11月1日凌晨

4時。幾個小時後便有新的採訪工作要

開展，或許過了萬聖節的紐約，又會有

不一樣的體驗，又或許，大選當天，會

有「驚奇體驗」。說不準，但期待着。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權典之

記者手記

●「喪屍毒品」成癮者到車頭「碰瓷」。
特約記者權典之 攝 ●警察到處巡邏。 特約記者權典之 攝

●時代廣場附近廣告牌播放特朗普與
哈里斯相關廣告。 特約記者權典之 攝

●美國民主黨設立Vote from Abroad網站，鼓
勵在加選民踴躍投票。 成小智攝

●哈里斯攻擊特朗普對女性立場，獲女性支持者叫好。
法新社

●《60分鐘時事雜誌》10月播出哈里斯專訪。 網上圖片

●對於大選落敗是否
會承認結果，特朗普
一直拒絕表態。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