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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經歷國會暴動事件、兩度遭到彈劾，卸任總
統後又官司纏身，更成為美國歷來首名被刑事起

訴的前總統。不過面對連串指控，特朗普似乎每次都能
「逃出生天」。前德國駐美國外交官、討論國際安全政
策的「慕尼黑安全會議」領袖伊申格爾形容，「如果特
朗普真的成為歷史，歐洲許多人都能睡個好覺。但萬一
特朗普的『孤立主義病毒』感染了共和黨其他候選人，
甚至讓其贏下大選又該怎麼辦？」
盟國外交官對美國的擔憂似乎不無道理。報道指出，

特朗普的民望仍在共和黨內領先，被視為其最大黨內挑
戰者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也堅定奉行「美國優
先」政策，在對烏克蘭軍援、國防開支和外交支援上與
不少歐洲盟國態度相左。即使特朗普在黨內被擊敗，未
來潛在的共和黨籍總統行事作風料也會與他相近。

任內宣稱要退出北約
特朗普混亂的4年任期，對地緣政治的衝擊近年也在
浮面。在明年同樣面臨大選的英國，執政保守黨內不少
右翼政客都極力鼓吹特朗普的主張，為英國脫歐背書。
在一眾歐盟成員國中，以法國總統馬克龍為首的多國領
袖也開始推行「歐洲戰略自主」，嘗試在國防等領域更
獨立，特朗普在任內宣稱要讓美國退出北約，相信也是
歐洲盟友考量背後的影響因素之一。

與沙特阿聯酋等關係密切
美國駐以色列前外交官安迪克還表示，美國總統拜登
的外交重心轉向印太地區時，中東地區盟國正時刻關注
美國政壇動向，例如同樣官司纏身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
亞胡，就不排除歡迎特朗普的回歸。沙特阿拉伯、阿聯
酋和卡塔爾均已投資特朗普女婿庫什納有份創辦的私募

基金，顯示他們與特朗普家族的關係仍相當密切。
前英國駐美國外交官達羅克坦言，特朗普治下的「美

國優先」政策，已經深遠影響美國政壇，「他是一種現
象，且不再是獨一無二，他催生出整整一代『迷你特朗
普』。如果你認為孤立主義在美國會愈演愈烈，你完全
可以不必全部押注特朗普，你會有非常多的選擇。」

遭刑訴無阻選總統 「美國優先」勢損歐利益

紐時：西方盟友憂特朗普回朝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面臨刑事起訴，但在美國現行選舉制度下，特朗普即使被

定罪入獄，也無阻他參選總統。《紐約時報》指出，西方多國的外交官對美國保守派可能重掌

政權憂心忡忡，更對特朗普幾經司法挑戰都能全身而退感到不可思議。還有外交官私下形容特

朗普的回歸如同「宿命論」，認為美國現時政治生態環境，以特朗普為首的右翼勢力遲早會捲

土重來，對其他國家的外交等政策構成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阿肯
色州前州長哈欽森（圖）2日
宣布，他將角逐2024年總統
大選的共和黨初選。哈欽森於
上周特朗普被起訴時曾發聲
明，指特朗普不應成為下任總
統，認為共和黨應取消其參選
資格。
哈欽森是繼特朗普和前美
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後，第
三名公開宣布參選的共和黨
人。

他認為，特朗普被起訴事件
增加了美國政治進程的「不可
預測性」，堅稱特朗普應退
選，「雖然我一直強調受到調
查的人不必離開公職，但若已
到被刑事起訴的地步則不
同。」
與不少共和黨人的表態不
同，哈欽森認為今次特朗普被
起訴並非出於政治動機，他相
信大陪審團已找到符合刑事起
訴標準的證據。

共和黨前州長宣布參選 促特朗普退選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與屬保守派的霍士

新聞台，一直被視作美國右翼勢力的代表性力量。不過繼
特朗普成為美國史上首名遭到刑事起訴的前總統後，霍士
新聞台也因涉嫌誹謗美國大選投票機製造商Dominion，
或面臨賠償多達16億美元。

多次播出特朗普無根據言論
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霍士新聞台曾多次播出特朗普毫
無根據的指控，稱Dominion投票機被用作操縱選舉結
果。該公司因此控告霍士新聞台誹謗。資料顯示該電視台
內部早已知悉所謂「選舉舞弊論」純屬虛構，但仍故意散
播虛假信息以提高收視率，特拉華州法院上周五駁回霍士

新聞台的辯護，認定其關於Dominion操縱選舉的報道屬
虛假消息。
《紐約時報》指出，特朗普與霍士新聞台的案件雖然並

無共同點，卻釋出有力訊號：公道自在人心從來源自法
庭，而非由輿論操縱。美國政府道德律師艾森就表示，「總
有一些人會拒絕接受裁決，但在社會動盪期間，司法裁決會
打破盲目崇拜的熱潮，讓右翼勢力僅餘下極少數的信徒。」
屬保守派的律師波普也強調，他雖然認為起訴特朗普可

能與政治目的有關，但美國司法程序依舊完善，「特朗普
的律師團隊必須就指控作出回應，而非藉政治手段嘩眾取
寵，一項指控不會因它可能出於政治目的就被駁回，法官
會作出裁決。」

霍士新聞被控誹謗 美右翼勢力再受挫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的法律團隊據報正考慮，要求將特
朗普的刑事訴訟由曼哈頓改往斯塔
滕島行政區進行。美媒分析指出，
特朗普過往的法律戰術向來是「拖
字訣」，今次料也不例外，若能將
訴訟程序拖到明年總統大選期間，
情勢可能對他更有利。
斯塔滕島是紐約州傾向共和黨的
「紅區」，2020年大選特朗普在當
地得票率達57%。彭博社引述消息
人士稱，特朗普的法律團隊擬提出
若案件在曼哈頓審理，特朗普將
「得不到公平審訊」。政治新聞網
站 Politico 也指出，特朗普團隊的
「拖字訣」預計包括要求在紐約市
以外出庭，試圖取消案件檢察官或
法官資格、將案件轉移到聯邦法
院，磋商特朗普出庭的安全協議
等，還可能提出將指控從重罪減為
輕罪。
特朗普的律師還表示，團隊不排

除設法讓法官追究大陪審團的裁定
程序，指大陪審團「缺乏合理依
據」便同意對特朗普提出刑訴，或
是曼哈頓地方法院甄選陪審員時程
序不當。特朗普團隊甚至可能辯
稱，曼哈頓檢方時隔6年才就今次
「封口費案」提出指控，是有意拖
延時間。

主審法官或加快審訊程序
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前金融檢
察官克里斯汀解釋，特朗普法律團隊
相信會利用每個機會施展「拖字
訣」，但主審法官梅爾尚也會留意特
朗普團隊的刻意舉動，必要時會加快
審訊程序，避免被無限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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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南部及中西部多個
州份近日遭受龍捲風吹襲，造成至少27人
死亡、多處地區大規模斷電。記者索特
（圖）在Twitter發文描述其恐怖經歷，
「當我的車在田納西州被龍捲風捲起時，
我以為會死掉。」照片中的索特面部流
血，駕駛的車輛被吹翻。
據美國風暴預測中心的數據顯示，在3

月31日至4月1日期間共接獲62宗龍捲風
報告，其中伊利諾伊州、阿肯色州均出現
10宗以上。 龍捲風造成伊利諾伊州貝爾

維迪爾的阿波羅劇院屋頂坍塌，事發時約
有260人正觀看音樂會，1名50歲男子當
場死亡，逾40人受傷，至少兩人情況危
殆。
田納西州的卡溫頓是重災區之一，當

地警方發布的照片顯示，道路被倒下的
電線杆阻塞， 大量樹木坍塌。警方稱，
該市的道路無法通行，呼籲民眾遠離道
路，注意安全。美國風暴預測中心提
醒，得州北部料發生雷暴，並可能落下
冰雹。

美龍捲風肆虐27死
記者連人帶車「捲上天」大難不死

香港文匯報訊 即將正式加入北約的北歐國家芬蘭2日舉行大選，
選前民調顯示，芬蘭聯合政府中由總理馬林領導的左翼社民黨，支持
度為18.7%，落後中右翼國家聯合黨19.8%，以及在野右翼正統芬蘭
人黨的19.5%。由於支持度差距微弱，預料任何勝選政黨都需磋商籌
組聯合政府，據報國家聯合黨不排除與正統芬蘭人黨合作，意味芬蘭
或會首次出現右翼聯合政府。
37歲的馬林在任內推動芬蘭轉變防務策略，申請加入北約，被視為

年輕進步派領袖代表。然而左翼政府主打的退休金和教育補貼等社會
福利政策需要巨額財政支持，但芬蘭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比
例在馬林任內，已由64%驟增至73%，經濟壓力和政府債務問題均影
響社民黨選情。
正統芬蘭人黨則將退出歐盟視作長期目標，並以鄰國瑞典幫派暴力
問題作警示為由，主張實施強硬移民政策，尤其收緊對來自歐盟以外
發展中國家移民的限制。該黨還主張削減政府開支，推遲芬蘭原定到
2035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非牟利組織「E2研究中心」政治研究員拉赫科寧指出，芬蘭經濟
增速近年放緩，俄烏衝突亦導致當地通脹率居高不下，能源價格上漲
及民眾整體購買力下降，都促使保守派政黨支持度急升。芬蘭歷史學
家海奇歐也認為，芬蘭債務水平已攀升30年，「下一個30年，芬蘭
不可能再承受更多債務。」
歐洲政壇近年陸續掀起右翼浪潮，意大利和瑞典均先後選出右翼政

府，分析認為芬蘭若「向右轉」，不排除會影響北約防務政策，歐盟
成員國之間就債務及移民議題的討論亦可能出現更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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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英法兩國邊境近
日在復活節假期前夕出現非常嚴重的
交通擠塞，從英國多佛爾港前往法國
的邊境出現長長車龍，數以千計乘客
被困在車內長達16小時，有前往法國
度假的英國旅客直呼情況不可原諒。
據英媒報道，在上周五晚，汽車響

號聲響徹連接多佛爾港和法國的邊
境。50歲的環保分子皮爾森與家人被
困在巴士上足足16小時。他們原定1
日下午2時許抵達法國阿爾卑斯山的
瓦勒迪澤爾，但由於在多佛爾港受阻
延，到2日早上6時才能抵達目的地，
「最糟糕的是在整整16小時裏，沒有

人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
還有部分學童被困在噩夢般的車龍
中超過16小時未有進食，並因此出現
身體不適。一名司機也抱怨說，「我
們都感到非常憤怒。如果幸運的話，
我們也要遲14小時到達度假村。自
1998年以來，我為學校、家人和朋友
組織了各種前往法國的旅行，約有50
次，但從未遇過這樣的狀況。我們下
次會選擇乘搭飛機。」
自英國脫歐以來，法國加來港和英
國多佛爾港邊境的情況就變得相當複
雜，雙方港口在近年加強邊境管制，
進一步拖延了車輛通關的時間，近日

惡劣的天氣狀況更影響渡輪和道路交
通。

英法邊境大擠塞 數千乘客困車內16小時

◆支持者向特朗普座
駕致意。 法新社

◆特朗普在車
上豎起拇指。

法新社

◆芬蘭總理馬林向支持者發表演說。 法新社

◆部分乘客下車等候。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