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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藍州紐約選後民情 極高興Vs極沮喪

●巴勒斯坦支持者走上芝加哥街頭抗議，
舉起「權力還給人民」等標語。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主流傳媒在今屆大選
前，普遍報道兩名總統候選人支持率不相
上下，結果卻是共和黨的特朗普取得壓倒
性勝利。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承
認，特朗普勝選是美國多間主流傳媒的轉
折點，引發人們對主流傳媒報道「離地」
的不滿，以及對其可信度、傾向性、受眾
群體的質疑，需要美媒認真反思。

與沉默支持者存「信任赤字」
分析指出，特朗普沉默的支持者與主流
傳媒之間，存在嚴重「信任赤字」，許多
主流傳媒未有全面反映他們的真實想法。
特朗普競選團隊一名助手稱，「也許『錯
誤信息』一詞被主流傳媒隨意使用，總統
拜登的健康狀況，以及美墨邊境的問題，
從來不是錯誤信息。也許主流傳媒聲稱

『令人反感』的事情，在多數民眾眼中並
非如此」。
CNN政治評論員詹寧斯也批評，「特朗
普的勝利在某種程度上，是選民群體對美
國政治資訊綜合體的控訴。」
詹寧斯直指主流美媒的競選報道離地，

「我們描述的問題根本不真實。我們聲稱
某些選民不滿特朗普，就能令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哈里斯勝利在望，卻忽略了通脹，
這才是選舉基本原則。我們必須弄清楚，
如何與全美過半數民眾對話並傾聽他們的
訴求」。
美國新聞網站Semafor負責人威格爾也
稱，「對哈里斯友好的傳媒，充斥着控訴
特朗普的前共和黨人，但這與選民真正關
心的事情脫節。當選民們看到這些內容愈
來愈多，他們不但不會相信自己讀到的東

西，更會逐漸拒絕閱讀它們」。
CNN最後警告，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的

做法，證明他想要為其無條件背書的傳
媒。美國傳媒業界不論立場，都應警惕特
朗普會否繼續打擊新聞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民主黨在
今屆大選慘敗，《華爾街日報》
指出，忽視經濟議題是敗選重要
原因，其民調顯示全美約40%選
民表示，經濟是他們考量的首要
問題，遠超「民主訴求」等議
題。在這些選民中，支持特朗普
的選民佔比高達60%，遠超支持
哈里斯的38%。
報道分析，儘管總統拜登政府
與經濟學家不斷給出亮眼經濟數
據，然而民眾切實感受到通脹攀
升，從日常消費、就業就學到購
置房產，多數美國民眾深感經濟
負擔沉重，對未來的不滿和焦慮
情緒日增，對「美國夢」更加悲
觀。
《華爾街日報》也指出，特朗
普的關稅牌等主張未必能遏抑通
脹，但其吸引製造業回流、增加
就業機會的說法，對美國工薪階

層選民有相當大吸引力。在大學
學貸攀升、就業市場疲弱之下，
普羅大眾開始質疑大學教育對提
升薪酬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作用，
這一趨勢也利好特朗普選情。
伊利諾伊州39歲的小型資訊技
術企業業主阿布拉莫維奇稱，他
的家庭有9名子女，對日用品漲
價非常敏感，「單是雞蛋的漲價
都令我難以接受。」阿布拉莫維
奇2020年大選時支持拜登，如今
他稱對此感到後悔，並在今次大
選轉投特朗普。
搖擺州內華達州的30歲選民里
奇稱，他是拉斯維加斯的食肆服
務員，賺錢置業的理想近年愈來
愈遙不可及。里奇承認對特朗普
經濟政策的期待，超過他對特朗
普本人的厭惡，「我記得他擔任
總統時，經濟還不錯，但拜登政
府期間，情況一直轉差」。

特朗普大勝「打臉」民調
主流傳媒反思報道偏頗

選民對經濟擔憂勝過空談「民主」

為特朗普投出一票的John表示自己非常
高興。作為支持特朗普的人，他自知

在傳統藍州是少數群體，但他覺得特朗普
當選對美國好，對紐約也有好處。John表
示，特朗普當選後美國股市應聲上漲，展
現出大家都認可選舉結果，「我們會強勢
回歸」。
John最後表示，特朗普讓美國人團結起

來──拉丁裔和非裔的選票證明了一切，
因為他們也投特朗普，才讓特朗普最終勝
出。John指自己4年前面對特朗普敗選非
常沮喪，但最終走出來繼續生活，「這次
民主黨及其支持者也一樣，要自我克服，
然後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哈里斯只是傀儡」
身為特朗普的狂熱支持者，Eric和Chris-
tine都對選舉結果感到十分滿意。「這次特
朗普贏得很徹底。」Eric說，自己覺得特
朗普會贏得更多，當特朗普拿下賓夕法尼
亞州，勝選就變得輕鬆。Eric並不喜歡哈
里斯，認為她只是一個「傀儡」，不會和
自己這樣的平民百姓有共鳴。Christine則
表示，特朗普當選讓未來看起來很好。她
覺得美國正在進入黃金時代，特朗普會整
頓這個國家。
和他們意見相反的Casey指出，對自己的

國家非常失望，擔心父母的社會保障、福
利會被削減，擔心特朗普廢除「奧巴馬醫
保」影響親朋，擔心特朗普每天都散播仇
恨，甚至發起對國民的針對，Casey甚至擔
憂起自己的自由會否受到影響，「我現在知
道我身邊都是些怎樣的人，我感到害怕。」

「美道德分崩離析」
選擇了哈里斯的Thad坦言為女兒及其他
女性朋友感到難過，「她們中的大多數今
天會很沮喪。」Thad指選舉結果讓自己感
到震驚，而接下來還會有怎樣的「驚喜」
在等待自己，自己也不知道。
與 Thad 一 樣同樣感到悲傷的還有
Coyle，他也投了哈里斯。面對特朗普當選
的結果，他覺得美國在道德上正在分崩離
析。他認為美國人這次很失敗，選了一個
沒有願景的「罪犯」來當總統。Coyle分享
到，過去特朗普曾多次試圖廢除「奧巴馬

醫保」和《可負擔醫療法案》，而今次他
可能「得逞」，有5,000萬人將失去醫保，
其中大部分是支持特朗普的人，「這會成
為一個教訓」。
「這個國家的道德走向變得很糟糕，我

們如今毫無方向。」Coyle對自己的國家感
到悲哀，特朗普能當選，贏得普選票，說
明現在的底線標準已經降得很低，大家也
能接受，「身為美國人，這讓我很難
過」。

美國大選在當地時間周二（11月5

日）落下帷幕，特朗普勝選將再次入

主白宮。周三上午，記者在紐約街頭

隨機訪問了幾位市民，聽聽他們如何

看選舉結果。●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權典之 紐約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今屆
大選勝出後，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報道，巴勒斯坦支持者周三（11月6日）走
上芝加哥街頭抗議，其間還舉起「權力還
給人民」等標語，要求「特朗普滾出」。
報道稱，抗議行動由「美國巴勒斯坦社區

網絡」組織發起，示威者從聯邦廣場開
始，最終抵達特朗普酒店。
來自「美國巴勒斯坦社區網絡」的阿布
達耶表示，特朗普雖然勝選，但這不代表
這裏所有人都會支持他們。他稱，巴勒斯
坦社區早已警告美國政府，若繼續向以色
列提供資金，讓加沙衝突持續，就會得到
現在這個結果（指引發大規模抗議）。不
過阿布達耶承認，支持以色列是美國兩黨
都存在的問題。
特朗普驅逐非法移民的承諾亦引起關
注，也直接引發部分移民強烈不滿。親巴
勒斯坦組織內有大量移民，因此在這場抗
議活動中，也有移民問題活動人士參與。
伊利諾伊州移民和難民權利聯盟的貝尼托
表示，「你知道，特朗普涉及移民的言論

所帶來的恐懼，都是真實的」，為此他的
組織已為應對特朗普重返白宮作好準備，
「顯然我們拒絕大規模驅逐的議程，我們
將進行反擊」。
在這次大選中，移民問題成為焦點中的

焦點。非法移民讓地方政府財政不堪重
負，也將部分美國人擠出就業市場，拉低
薪金水平，引發社會矛盾。民主黨卻考慮
到非法移民的廉價勞動力，傾向採取更寬
鬆的移民政策，對長期居住在美國或幼年
就被帶入美國的非法移民，支持給予他們
獲得合法身份的機會，以期將移民群體轉
變為民主黨堅實票倉。特朗普則主張在先
前建造邊境牆的基礎上，要大規模驅逐非
法移民，尤其強調新移民會搶奪非裔、拉
丁裔美國人及工會成員的工作。

特 朗 普 與 哈

里斯誰主白宮

之爭，誰都沒想到，原本預期的

膠着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開

始點票後不久，特朗普就大幅領

先，至美國當地時間周三（11月

6日）凌晨，他提前鎖定了勝局，

很快便召開記者會宣布在2024年

美國總統選舉中獲勝。

時間退回前一日，周二我們走

訪了 4 個位於紐約不同地方的票

站─唐人街、中城、上東區和

哈林區。支持哈里斯的華裔、白

人選民、非裔選民，在投票那天

多少都顯得勝券在握，只有一個

人提到了自己「謹慎樂觀」。當

天做街訪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提

到自己投給了特朗普─唯一的

一位不願意出鏡，不願意受訪。

投票日那天，在紐約這個傳統藍

州，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低調的，

相信他們也沒有把握能順利贏得

選舉，正如所有民調、分析師、

專家說的那樣─這是一場你追

我趕的選戰，或許出結果需要好

幾天。

哈里斯支持者多拒受訪
特朗普宣布勝選後的周三上

午，我們來到紐約洛克菲勒中

心，這裏的電視大屏幕一直在滾

動播放大選相關的節目。前一天

晚上，這裏有很多人聚集一同看

開票結果，很多原本準備慶祝的

人最後黯然離開。

儘管大家已知道選舉結果，路

過大屏幕的人還是會停下腳步駐

足片刻，不少人的臉上流露失望

的神情。很多人拒絕了我們的採

訪，只留下一句話，「這是憤怒

的一天」。願意多說幾句的人，

無一例外地投了哈里斯，他們希

望哈里斯能維護婦女權益、移民

權益和社會福利，但他們現在不

得不面對令人沮喪的選舉結果。

在洛克菲勒中心，我們只找到

一位頭戴特朗普助選「小紅帽」

的男子，他和女友都投了特朗

普，但他婉拒我們的採訪，理由

是「女朋友不讓」。隨後他們在

廣場旁的美國國旗裝飾旁，高

調、毫不掩飾地相擁自拍。

隨後我們步行去時代廣場，又

步行到特朗普大廈，在這裏終於

找到多位願意受訪的特朗普支持

者。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狂喜，

相信特朗普能再造福美國，訴說

着自己對特朗普的愛─有趣的

是，相比起哈里斯的支持者，很

少人會說「我愛她」，但特朗普的

支持者幾乎每個人都不吝嗇於表

達自己的愛，「我喜歡他」、「我

愛他」是他們常掛在嘴邊的詞。

這讓我想起一位讀者在看了上

一篇關於特朗普賓夕法尼亞州造

勢集會的「記者手記」後的留

言，「這個時代，誰能煽動情緒，

誰就贏。」沒想到一語成讖。

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來特朗普

大廈打卡的支持者絡繹不絕。與

我們幾天前造訪相比，門外加強

了警力，至少有四五個警察加巡

邏犬。在大廈周圍，多家媒體排

兵布陣，鏡頭對準大廈正門。我

聽到多位特朗普支持者進入大樓

後說，「我們到家了。」穿戴着

與特朗普相關的帽子、衣服的人

也比之前多了很多。大廈內的紀

念品店，顧客絡繹不絕，爆買各

類周邊產品。

結束採訪後，離開大廈時我也

去逛了紀念品店，得知「小紅

帽」已售罄，未知何時才會補

貨。走在街上，看到一個攤位有

不同款式的特朗普相關帽子，只

見到一個非裔小夥走過來，一口

氣買了三頂。

大選後的紐約街頭，生活似乎

一切如常，和前幾天沒有區別，

但所有人都很清楚，一股變化的

暗流已在緩緩流動。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權典之

特朗普大廈打卡 粉絲高喊愛他
記者手記

親巴人士遊行喊「特朗普滾」

●美國許多主流傳媒被指未有全面反映選
民真實想法。 路透社

●特朗普大
廈加強巡邏
安保警力。

特約記者
權典之 攝

●到特朗普大廈打卡的支持者絡繹不絕。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特朗普粉絲在大廈外慶祝勝選，並接受傳媒採訪。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