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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從1958年起調查美國民眾對政府
的信任度，在最初的調查，多數民眾不分黨派，都普

遍相信政府會作出正確決定。該比例在1964年達到77%，
即使隨後數年接連發生越南戰爭、前總統肯尼迪及民權領袖
馬丁路德金先後遇刺，都未有明顯改變民眾態度。然而經歷
「水門事件」，到1974年尼克松辭職後，依然信任政府的
民眾的比例已急跌至36%。

埋兩黨爭端社會分歧禍根
歷史學家及政治學家普遍認為，「水門事件」雖然並非削

弱政府公信力的唯一原因，但卻是引發連鎖效應的關鍵。在
1974年擔任國會眾議員的布蘭查德解釋稱，美國人在「水門
事件」中，親眼見證美國政府自上而下的誠信危機，「人們
眼見法院、國會、司法委員會再到傳媒，一切似乎都如常運
作。但最終結果如此苦澀，尼克松總統任期內肆意濫權暴露
無遺。」
「水門事件」不但影響社會普羅大眾，更對美國傳媒帶來

巨大衝擊。當傳媒抽絲剝繭，最終將黑暗真相公諸於世時，
傳媒界與政府過往的默契信任也隨之消散，取而代之則是調
查類新聞隨之興起，在政治報道領域更是大行其道。這種追
蹤線索、深挖內幕、曝光醜聞的報道風格，也讓傳媒與政界
的對立情況明顯加劇。
報道亦分析稱，民主、共和兩黨政治爭端以至由此帶來的

社會分歧加劇，從「水門事件」便埋下禍根。1972年總統大
選期間，尼克松的競選風格相較4年前明顯變化，在盡力掩
蓋「水門事件」的同時，也開始頻繁利用種族、文化及法治
等議題，在選民中製造分歧。最終「水門事件」未阻尼克松
連任，但在隨後兩年醜聞陸續曝光，面對國會彈劾罪名成立
已無懸念，才促使他辭職下台。

兩派傳媒角力火上加油
《華郵》形容50年過去，「水門事件」在美國帶來的連鎖

反應，最終呈現出一個嚴重分歧和撕裂的社會環境。民眾對
政府信任度跌至低點，且未能反彈，執法機構公信力也明顯
削弱，所有選舉更趨兩極分化，更為分裂且政治化的自由、
保守兩派傳媒推波助瀾，也讓社會分歧再難尋獲解決方法。
《水門事件，新歷史》作者、美國政治新聞資深記者格拉

夫形容，「水門事件」是美國歷史一道分界線，「越南戰
爭、五角大樓文件（即1971年曝光的美國捲入越南戰爭機
密文件）和『水門事件』，從根本上重塑了美國民眾與政府
的關係，政府失信於民導致公信力崩潰，幾經努力至今仍難
彌補。」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高爾斯頓
也稱，「可以說我們已在『水門事件』創造的世界中，走過
整整半個世紀。」 ◆綜合報道

50載

1972年6月17日，5名潛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水門大廈安裝竊聽

器的疑犯被捕，自此展開一場震撼全美的憲政危機。「水門事件」最

終以時任總統尼克松下台告終，但事隔半個世紀，事件對美國政

治和社會的影響仍然存在。當年全程追蹤報道事件的《華盛頓

郵報》日前撰文指出，「水門事件」是美國歷史一道重要分

界線，事件嚴重削弱的政府公信力至今仍未能彌補，由此

衍生的政治甚至意識形態分歧加劇，更成為撕裂美國

社會的頑疾。

傳媒政界對立撕裂社會

推動立法限制競選資金
2010年遭推翻

半個世紀前的「水門事件」轟動美國，尼克松政府的
連串謊言被不斷揭穿，最終促使他主動辭職以避過彈劾罪

成。如今針對前總統特朗普的國會暴亂事件聽證會還在進
行，但直至他敗選下台，針對他的兩次彈劾都未能定罪。《華
盛頓郵報》指出，相較1970年代，美國傳媒信任度已不復從
前，類似「水門事件」在美國或難以再重現。
政治新聞記者格拉夫表示，在獲取資訊途徑相對單一的1970
年代，全國性報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地方報刊也能發揮關鍵的
傳播資訊作用。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民眾普遍認為「總統可以
對民眾撒謊是無法想像」，總統涉嫌違法，還不斷嘗試掩蓋不
當行為，都會引起整個社會普遍關注和不滿情緒。
隨着科技發展，民眾現時了解資訊的途徑更多樣化，但虛
假信息也隨之充斥社媒等平台，部分有明顯政治傾向性的傳
媒更會主動散播不實資訊，藉此宣傳政治主張。去年的國
會暴動事件幕後，便有不少極右翼傳媒推動謠言擴散，吸
引大量民眾深信不疑。
《華郵》認為，1970年代的傳媒世界自然不如現時般
自由開放，但新聞媒體能夠跨越政治分歧，贏得公眾普
遍信任。如今美國社會分歧嚴重、虛假信息氾濫，民
眾對傳媒的信任已明顯下降，意味由傳媒揭穿驚天醜
聞、引發政治領袖下台的可能性相當渺茫。

◆綜合報道

《《華郵華郵》：》：傳媒信任度下降傳媒信任度下降
再揭水門事件難度更大再揭水門事件難度更大

當年追蹤報道「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
報》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如今已是行
內的資深調查記者。在「水門事件」發生50
年之際，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認為仇恨情緒
依然在美國政壇蔓延，他們表示當年報道中
獲得最重要的經驗，便是堅持認真探索、整
合所有資料，直至得到「身為記者所能觸及
的真相」。
伍德沃德認為，因「水門事件」下台的尼

克松與前總統特朗普有相似之處，「如果要
描述是什麼讓尼克松下台，就是其政府中有
毒的仇恨情緒，如今我們的政治中依然有這
種情緒的蹤跡。不論是個人生活還是政治，
我們都要將仇恨剝離。」伯恩斯坦也稱，兩
名前總統都涉及破壞民主的基本要素，「這
便是自由和公平的選舉。」
伍德沃德還提及當年的報道令他和伯恩斯

坦聲名大噪時，當時的《華郵》發行人格雷
厄姆曾私下提醒他們戒驕戒躁，「不要自視
太高，你們完成了一些很好的報道，但我要
給你們一些建議，就是要警惕那種邪惡的傲
慢。」伯恩斯坦也表示，完成任何新聞報道
都需要毅力，「要做一個好的聆聽者，對於
記者和編輯而言，『什麼是新聞』永遠是最
重要的決定。」 ◆綜合報道

「水門事件」在美國政壇投下
震撼彈，亦推動美國在其後數年
陸續訂立多項法案，試圖加強競
選資金限制、妥善制訂聯邦預
算，要求收緊總統權力等。其中
部分法案延續至今，持續對美國
政治帶來影響，但也有法案基於
種種原因被推翻，或未能達到改
變美國政界亂象的預期效果。

總統無視削權法例
水門案暴露出總統競選中的財

務濫用問題，推動國會1974年
修訂《聯邦競選法》，明確限制
個人、政黨及政治行動委員會
（PAC）的競選資金數額。然而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修
正案限制競選資助屬違法，變相
取消企業資助競選的資金限制，
這也導致資金充裕的「超級
PAC」和不披露捐獻者身份的

「黑錢」興起，持續數十年的競
選資金改革隨之告吹。
1976年當選眾議員的帕內塔

指出，國會還在1973年及1974
年先後通過《戰爭權力決議》和
《國會預算法案》，都是旨在限
制總統權力。不過歷任總統經常
忽視要求，也甚少在國會受到阻
撓，「為了應對挑戰，國會經常
願意容許總統做他們要做的
事。」
歷史學家萊波雷表示，「水門

事件」衍生出道德要求與法律規
定相結合，「這也導致政客更傾
向通過道德調查來打擊對手。」
在1970年之前，針對聯邦公職
人員的起訴幾乎沒有發生，但從
1970年至1994年間，便累計出
現1,300多宗，「頻繁的訴訟也
削弱了民眾對政客的信心。」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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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門事件」是
美國史上最不光
彩的政治醜聞事
件之一，在 1972
年總統大選中，

為取得民主黨內部競選策略的情報，
以時任總統尼克松競選班子的首席安
全事務顧問麥科德為首的5人，於當
年6月17日晚上潛入位於華盛頓水門
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在安
裝竊聽器並偷拍有關文件時當場被
捕，最終導致尼克松宣布辭職，成為
美國歷來首名因醜聞辭職的總統。

「水門事件」發生後，尼克松一度
竭力掩飾開脫，但在隨後對此案的調
查中，尼克松政府中許多人被陸續揭

發出來，並直接涉及尼克松本人，從
而引發嚴重的憲法危機。1973年10
月，眾議院決定由該院司法委員會負
責調查、蒐集尼克松的罪證，為彈劾
尼克松作準備。1974年6月司法委員
會決定公布與彈劾尼克松有關的全部
證據，其後陸續通過3項彈劾尼克松
的條款。面對確鑿證據，加上多名共
和黨議員也力促他下台，尼克松深知
大勢已去，於8月8日宣布辭職。

從麥科德等5人闖入水門大廈開始
直至尼克松辭職，《華盛頓郵報》兩名
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對整個事件
進行一系列跟蹤報道，正是由於他們
報道的內幕消息，揭露了白宮與水門
案之間的聯繫。 ◆綜合報道

美史上最不光彩政治醜聞
「竊聽風雲」致尼克松下台

◆伍德沃德（左）與伯恩斯坦如今已是行內的
資深調查記者。 網上圖片

◆◆尼克松是美國歷來尼克松是美國歷來
首名因醜聞辭職的總首名因醜聞辭職的總
統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70年代的傳媒能夠跨越政治分歧，贏得公眾普遍信任。
網上圖片

◆「水門事件」在美國帶來的連鎖反應，最終呈現出一個嚴重
分歧和撕裂的社會環境，引發去年國會騷亂事件。資料圖片

◆◆美國人在美國人在「「水門事件水門事件」」中中，，親眼見證美國親眼見證美國
政府自上而下的誠信危機政府自上而下的誠信危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