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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佩洛西丈夫疑犯為「特粉」

保羅今次遇襲，只是美國近期連串政治暴力事件的最
新個案。今年6月，一名持槍男子便在最高法院大

法官卡瓦諾的住所外威脅要殺死他。短短一個月後，又
有人在民主黨籍自由派眾議員賈亞帕爾住所外，對她進
行種族誹謗。紐約州共和黨籍州長候選人澤爾丁7月發
表公開演說期間，還險遭施襲者利器刺傷。甚至就在保
羅遇襲前數小時，加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斯沃維爾的辦公
室也收到「持槍殺人」的死亡威脅電話。

3個月內逾1800宗暴力事件
從2017年起，美國針對國會議員的政治暴力事件連年

攀升。國會警察局統計顯示單是去年，全美就錄得9,625
宗此類個案，較2017年的3,939宗幾乎多出1.5倍，在今
年頭3個月，類似個案更有超過1,800宗。
在這些政治暴力事件中，很多都涉及極右翼分子。美
國公民權利組織「反誹謗聯盟」研究發現，美國過去10
年的450宗政治相關謀殺案中，多達75%由極右翼分子
策劃施襲，極左翼分子相關個案則佔4%。時至今日，仍
有大批共和黨人鼓吹前總統特朗普的「選舉舞弊論」，
有些甚至有望在中期選舉中當選國會議員。

保羅被打凸顯保安盲點
負責執法事務的眾議院警衛官今年7月致函所有眾議

員，為他們提供每人1萬美元安保升級補貼。然而加強
安保應對威脅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由於國會議員需
頻繁往返首都華盛頓和所在選區，各地協商調派警力挑
戰極大，施襲者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獲得議員辦公
地點和聯絡電話等公開資料。保羅的遇襲更顯示就算針
對關鍵人物升級安保，也很難涵蓋他們的身邊親友。

傳媒社媒營造「政治泡沫」
英國廣播公司（BBC）分析稱，在分歧加劇的美國社

會，民眾陷入傳媒和社交媒體營造的「政治泡沫」，立
場愈趨偏激，將政見不合的政治人物全數視作「國家公
敵」或「民主威脅」。愈來愈多人受極端主義驅使，最
終會找上政治人物，用襲擊宣洩憤怒。
美國《大西洋月刊》專欄作家格雷厄姆感嘆，美國針

對選舉民主的系統性威脅遠未消失。大批政客鼓吹暴
力，恐怕只會煽動更多支持者成為施襲者，「1月6日打
響的戰鬥，如今似乎依然如火如荼。對美國憲法和民選
官員生命的威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與我們同在。」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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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去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事件震驚全

球，眼下距離中期選舉僅有9天之際，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的丈夫保羅28日在住所遇襲重

傷，令各界進一步擔心中期選舉前後會再爆嚴

重暴力事件。美國政治分歧近年不斷加劇，社

會撕裂難以彌合，敵對情緒愈來愈多轉為訴諸

暴力。有美媒形容在現時環境下，美國政治暴

力頻發問題幾乎不會得到解決，「1月6日的

夢魘彷彿永遠不會結束。」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丈夫保羅遇襲案更多細節曝
光，據報保羅事發時曾以去廁所為由報警，讓警方得
以及時趕到制止疑犯。至於被捕疑犯則證實為42歲的
德佩普，報道指他近年經常在網上發表反猶及反LG-
BTQ的極右翼言論，信奉「匿名者Q」（QAnon）陰
謀論，也是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

篤信「選舉舞弊論」
報道指，德佩普闖入佩洛西的寓所後，保羅向對方
表示要上廁所，並趁機利用正在廁所充電的手機報
警，保羅當時並沒有直接說他遭到了襲擊，而是用
「暗號」報警。警方稱，他們接報後迅速行動，兩分
鐘內就趕到案發現場，進入屋內後發現82歲的保羅正
和疑犯爭奪一把鐵鎚，最終保羅不敵，被後者用鐵鎚
猛烈襲擊，警察身上的執法記錄儀記錄下了兩人打
鬥。

保羅顱骨骨折
警方以涉嫌蓄意殺人、使用致命武器襲擊、虐待老

人和其他幾項重罪拘捕德佩普。報道指德佩普在加拿
大長大，20年前移居加州，他早年曾是裸體運動主義
者，並在選民登記中報稱是左翼綠黨支持者，但網上
帖文顯示，德佩普的政治立場近年向右轉，發布大量
「2020年總統大選被竊取」等極右翼內容，例如揚言
任何說2020年大選沒有選舉舞弊的記者「都應該直接

拖到街上槍斃」，還有「新冠疫苗致命」「新冠病毒
是一場騙局」等陰謀論。
至於保羅事後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證實顱骨骨
折、右臂和雙手嚴重受傷，醫生成功為他進行修復手
術，並表示他有望完全康復。 ◆綜合報道

美國常年自詡作「民主燈塔」，但
在中期選舉臨近之際，全美上下卻是
一片風聲鶴唳：不論是國會議員還是
平民百姓，美國人對政治暴力的擔憂
都有增無減。美國民眾對選舉的擔憂

背後，象徵的正正是美國社會嚴重撕裂，所謂「美式
民主」陷入功能失調的問題。

愈來愈多美國選民開始擔憂人身安全，正是「美式
民主」根基遭到侵蝕的體現。正如日前在選情膠的
亞利桑那州，當一眾持槍的「抗議者」長驅直入，將
票站團團包圍，宣稱要確保計票工作「合理合法」。
試問面對跟蹤、恐嚇甚至生命危險的選民，又如何能
夠安心投出自己的一票？

縱觀美國近年選舉，從聯邦到地方選舉結果，似乎
都在日漸偏離真實的民意訴求。民主黨政客連串「改
善民生」的承諾，如今已被高企的通脹打回原形。共
和黨政客又操弄「傑利蠑螈」（扭曲選區劃分以製
造有利己方的選舉結果）等選舉手段，讓更多選舉結
果符合自身利益。普通選民無力改變現狀，投票意願

自然受阻，被煽動的極端選民的聲音又被放大，當然
會讓選舉一步步走向失衡。

近期民調顯示，只有38%美國民眾認為在未來總統
大選中，落敗一方願意和平承認選舉結果。更有54%
美國人認為，下一代人將不再生活在一個「民主的美
國」。各種民調結果足以說明「美式民主」亂象叢
生，只會加劇民眾的不信任，更多民眾都只願接受、
甚至要用暴力捍衛自己喜歡的選舉結果。

放眼全球，美國也絕非所謂「民主象徵」，反而因
本地政治暴力事件有增無減，成了極端主義的輸出
國，「領導變革」當然也無從談起。美國如今還能吹
噓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自家頑疾未解，又該如何
面對盟友與日俱增的不滿情緒？

隨着政治分歧日漸加劇，國會暴動事件很可能還會
在美國重演。當選民的人身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當
選舉結果的合法性和真實性都會受到質疑，當愈來愈
多的民眾都對選舉制度感到失望，相信不論政客們如
何粉飾太平，都將無法掩蓋「美式民主」搖搖欲墜的
真相。

美國多個安保部門28日向全國執法人員發出警告，
提醒中期選舉臨近，針對候選人和選舉事務人員的極
端暴力事件將會增加。警告指出，美國民眾對「選舉
舞弊論」的印象，以至對選舉結果的不滿，都可能讓
政治暴力問題愈演愈烈。

「社會環境最不穩定的時候」
今次警告由美國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國會警

察局和國家安全反恐中心共同發出。各部門聯合評估
顯示，美國民眾對「選舉舞弊論」的印象源自前年大
選，現時任何類似的全新報道，都或讓部分極端主義
者更趨相信選舉「存在貪腐問題」，甚至推動選舉前
後暴力事件「正當化」，襲擊者騷擾選民、破壞票
箱、持槍在票站外徘徊等行為都會增加。國土安全部
前情報負責人兼反恐協調員科恩形容，中期選舉發生
在美國「威脅最多、情況最複雜、社會環境最不穩定
的時候。」
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26日亦在會議上表示，網絡
安全、虛假信息和人身安全，是安保部門現時最關心
的3個主要威脅。馬約卡斯透露該部門已收到部分選舉
官員的報告，提及他們擔憂自己的安全，「我必須說
在2022年還會出現這種情況，實在讓人難過。」

◆綜合報道

投票如犯險的「美式民主」
鍾卓儀

路透社與民調機構Ipsos日前一項最新民調顯示，多
達43%美國選民擔心中期選舉期間，自己會在票站遭
到威脅恐嚇。67%選民擔心對選舉結果感到不滿的極
端分子，很可能在選舉後展開暴力襲擊。報道指出，
民調結果進一步顯示美國民眾對「美式民主」的信任
正在下滑。

1/3民主黨人認同有選舉欺詐
今次民調合共訪問全美4,413名合資格選民。結果顯

示51%民主黨人和38%共和黨人擔心親身投票時，或
會受到暴力威脅。還有約20%選民認為計票可能不準

確，包括10%民主黨人及25%共和黨人。民調還發
現，約有三分之一的民主黨人和三分之二的共和黨人
認為選舉欺詐問題普遍存在，更有多達三分之二的共
和黨人相信前年總統大選的「選舉舞弊論」。
報道稱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兩大政治陣營之間
互不信任情緒日趨嚴重，不但表現在政壇上，更逐步
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例如愈來愈多的家長就表示，
如果子女希望與其他黨派人士結婚，自己會感到不
滿。賓夕法尼亞州前高級選舉官員布克瓦爾坦言，對
政治暴力的擔憂似乎與美國的傳統背道而馳，「我們
本應為選舉感到興奮。」 ◆路透社

民調：43%美選民憂在票站遭恐嚇

全國執法者接警告：
選舉期暴力事件勢增加

▲佩洛西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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