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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界名流到普羅大眾，美國人似乎都為所
謂「美式民主」引以為傲。但克拉斯直

言，美國現時的政治失衡意味即使民主陷入危
機，美國也不會積極自救。時至今日，國會仍
未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法案，曾經嘗試推
翻大選結果的關鍵人物幾乎無一受罰，在任內
兩度遭彈劾都未被定罪的特朗普，更可能在
2024年大選率領共和黨捲土重來。

對「特朗普主義」威脅後知後覺
美國朝野對危機的茫然無知，與美國政治文

化的與世隔絕不無關係。克拉斯批評稱，美國
向來自視作「民主榜樣」，即使在討論其他國
家政治生態時，都不忘與美國捆綁，本質仍是
要圍繞美國的全球影響力。長此以往，美國民
眾對他國認知只剩刻板印象，毫不在意他國局
勢動盪，更不會深入分析背後原因。
美式政治文化的自視甚高，更讓美國忽略了

自身風險。在特朗普入主白宮時，輿論普遍將
他形容作「華盛頓的局外人」，從不討論「特
朗普主義」的緩緩冒起，本身就是所謂「美式
民主」的危險信號。待特朗普連任失敗下台，
大家理所當然認為民主危機已經結束，國會暴
動也只被視作孤立個案，全然不覺社會分歧不

斷加劇，正在醞釀嚴重後果。

黨派分歧大 難修復「美式民主」
待到所謂「美式民主」真正希望糾正錯誤時，

似乎又無法依賴民意，反而是轉為指望共和黨內
部高層覺醒，盡快與特朗普劃清界限。可惜一場
國會暴動，並未讓更多共和黨支持者認識到針對
民主的威脅。出於政治利益考量，共和黨的譴責
也是呼聲寥寥，特朗普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反對
特朗普的黨內要員卻被邊緣化。
達特茅斯學院政府事務專家奈恩堅稱，拯救

美式民主「不能依賴從未掌權的第三政黨。」
然而沒有不破不立、只剩修修補補，修復「美
式民主」的前景更顯黯淡。在黨派分歧難以調
和的國會，任何完善選舉制度、規管競選資
金、加強選舉監督，以至設置最高法院大法官
年齡上限的提案都不可能過關。「特朗普主
義」在共和黨內，更可能發揮較特朗普本人更
長遠的影響力。
克拉斯最後指出，即使依照樂觀評估，美國

也很可能陷入功能失調帶來的政治失衡。只是
久病難醫，美國若遲遲無法從「自我癡迷」中
覺醒，「美式民主」的黯淡甚至崩潰，未來都
恐難以避免。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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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暴動系列聽證會日前告一段落美國國會暴動系列聽證會日前告一段落，，不過不不過不

論聽證會揭露任何前總統特朗普如同論聽證會揭露任何前總統特朗普如同「「默許默許」」暴動暴動

的幕後細節的幕後細節，，都難以改變國會暴動影響深遠都難以改變國會暴動影響深遠、、所謂所謂

「「美式民主美式民主」」光芒黯淡的事實光芒黯淡的事實。。美媒美媒《《大西洋月大西洋月

刊刊》》專欄作家克拉斯撰文指出專欄作家克拉斯撰文指出，，美國長年沉溺所謂美國長年沉溺所謂

民主燈塔的優越感民主燈塔的優越感，，將過度的自信灌輸給民眾將過度的自信灌輸給民眾。。這這

種致命的種致命的「「自我癡迷自我癡迷」（」（Self-ObsessionSelf-Obsession），），才才

是美國朝野漠視潛在威脅是美國朝野漠視潛在威脅，，導致社會分歧難以彌導致社會分歧難以彌

補補、、美國衰落難以挽回的根本原因美國衰落難以挽回的根本原因。。

美國前民主黨參議員達施勒本月初在美國國
會網站發表題為《我們的民主處在自殺邊緣
嗎？》的文章，表示 6月最高法院關於婦女墮
胎權的判決，讓他想起了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
．亞當斯的預言「記住，民主快會被濫用、耗
盡並自我謀殺」，達施勒不諱言美國一直在濫
用和耗盡寶貴的民主。現在，民主正處於自殺
的邊緣。
文章指出，新世紀開始後，謊言無處不在，

政府欺騙行為持續存在。美國政府高層官員告
訴國會和美國民眾，伊拉克已經研製出針對美
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像越戰一樣，政府
對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進展對民眾進行大
規模欺騙。這些軍事行動笨拙地持續了20
年。最後，美國駐阿富汗的軍隊像當年在越南
經歷的一樣，尷尬且不光彩地撤離。

假信息氾濫令真相成一種選擇
達施勒認為，過去20年來，在許多令人不

安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的民主正在加速
走向死亡。
美國各州立法機關和國會之間的黨派之爭愈

演愈烈。妥協本應是民主的氧氣，卻愈來愈被
視作投降。美國國會現在運轉不良，幾乎無法
解決包括氣候變化、移民、貿易、技術等在內
的所有重大問題。即使是為政府提供資金這個
最基本的職責，國會都難以履行，只能採用應
急措施或延期來敷衍了事。
20年內，技術的變革也對政治和政府造成一

定的影響。受意識形態驅使的有線新聞頻道，
加劇了無處不在且日益嚴重的政治兩極化。而
這種兩極分化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發展。社交媒
體上的錯誤信息、虛假信息，已經成為美國歷
史上對民主最大的威脅之一。如今，真相只是
一種選擇。隨着各家社交媒體對算法的積極使
用，謊言的傳播速度比野火還快。網絡安全的
缺乏成為美國民主的主要威脅。
文章認為，前總統特朗普關於2020年大選

結果的「彌天大謊」，讓美國民眾對選舉和美
國民主制度的看法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超過
40%的美國人不相信拜登贏得了選舉。特朗普
常常違反法律法規，肆意褻瀆總統的職位。相
對於美國內戰以來發生的其他事情，這更能加
速將美國帶到民主自殺的懸崖邊。

除此之外，種族問題、收入不平等、通脹、
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問題，都促使美國的民主走
向自殺的邊緣。除了對槍支和氣候問題的裁
決，最高法院於6月取消了女性享有的一項支
配自己身體的墮胎權憲法權利，而這是絕大多
數美國人都支持的一項憲法權利。這可能難以
構成最後一擊，但這絕對又是一個令人深感不
安的跡象，表明美國的民主體制瀕臨死亡。

◆綜合報道

全球最大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布
雷默日前在《日本經濟新聞》撰文，指出美國
雖然自然資源豐富、經濟及金融體系強大，但民
主狀況堪憂，關鍵原因是政治領袖的支持度低
迷，導致政治體制的合法性遭受質疑。
文章指出，近期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總統

拜登的支持率約為39%，甚至低於前總統特朗
普任期第二年時的水平。物價飆升和犯罪激
增、美墨邊境的混亂情況，都可能導致執政的
民主黨在11月中期選舉慘敗。
國會僵局也是一個問題。重要法案雖然能夠

通過，但最近的國會暴動聽證會，以及聯邦最
高法院推翻女性墮胎權的裁決，再次凸顯美國
的政治撕裂進一步加劇，對政治體制的信心也
在下降。眾議院特別委員會雖提出新證據，證
明特朗普及其身邊多名親信有意在2020年總
統大選後發動「政變」 ，但華盛頓還是沒有
人確信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而且民調顯示，特朗普仍是共和黨在2024年
角逐總統寶座的有力候選人。七成共和黨選民
不承認拜登合法當選，他們當中很多人表示即
便特朗普再任總統也沒意見。這在其他國家看
來，美國的民主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2024年大選勢再爆騷亂
布雷默認為，無論2024年總統大選是誰人

當選，都會有大量國民不承認選舉的合法性，

大選期間再爆發嚴重騷亂一點都不奇怪。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國會批

准的終身制。最高法院6月推翻半世紀前保障
美國女性有權人工終止懷孕的判例，在過去
150年中，從沒有如此眾多的美國民眾喪失曾
經受到保障的重大權利，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反
對此次判決。更重要的是，這一判決帶來了將
國家一分為二的政治地震。
民主和共和兩黨由國民支持率不高的人率

領，在大量把國家撕裂的政治問題上煽動民
意，導致政治體制的合法性遭受質疑。前總統
里根曾經將美式民主稱為「山巔之上的耀眼之
城」，如今城池卻從內部被攻破。◆綜合報道

美國國會暴動事發至今已有
一年半，隨着保守派媒體不斷
淡化其嚴重性，令很多共和黨
人逐漸認為這次事件並非暴
動，而是合法進行的行為。蒙
莫斯大學上月作出的調查顯
示，61%共和黨人視去年初的
國會暴動為「合法抗議」，比
率多於去年6月的47%。《華盛
頓郵報》形容，共和黨人對於
國會暴動的認知逐漸脫離現
實，只會令社會分歧更難解
決。
蒙莫斯大學分別在去年6月

和今年6月向共和黨人進行調
查，去年有33%受訪者認為國
會發生的事件屬於叛亂，但這
個比率今年下跌至13%。62%
共和黨人去年視事件為「暴
動」，但現時下降至45%，相
反去年約47%人視之為「合法
抗議」，一年後卻增至61%。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民調亦

顯示，去年1月約有32%共和
黨人認為事件屬於叛亂，但比
率在12月已降至21%，認為示
威者試圖推翻政府的比例亦從
27%降至18%。 ◆綜合報道

前參議員批美民主處自殺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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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支持率低不得民心 衝擊政治體制合法性

◆拜登的支持率約為39%，甚至低於特朗普任
期第二年時的水平。 資料圖片

◆美國最高法院上月推翻女性墮胎權，加劇社
會兩極化。 資料圖片

◆美國朝野
漠視對民主
潛在威脅，
導致社會分
歧 難 以 彌
補。
資料圖片

◆◆任內兩度遭彈劾都未被定任內兩度遭彈劾都未被定
罪的特朗普罪的特朗普，，可能在可能在20242024年年
大選率領共和黨捲土重來大選率領共和黨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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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暴動
對「美式民主」影
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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