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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王”大戏渐入高潮 众议院或将投票弹劾

特朗普“逃离”首都躲到“深红州”

特朗普暂避风头

国会的怒火正烧向白宫，除
了民主党人在步步紧逼，共和党
内也在背弃特朗普：曾在2016年
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新
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公开指
责特朗普煽动暴力的言行足以
被弹劾，要求共和党议员“按良
心投票”；好莱坞影星、曾代表共
和党在“深蓝”的加州拿下州长
宝座的施瓦辛格厉声指责特朗
普“将作为最糟糕的总统载入史
册”；共和党资深政客、前国务卿
鲍威尔宣布退出共和党；美国国
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
11日辞职，成为美国国会暴力冲
击事件后辞职的第三位政府
成员。

此时，特朗普却选择前往得
克萨斯州视察美墨边境墙。他
当然不是为了看风景去的，相比
于民主党势头正盛的华盛顿，被
称为共和党铁杆票仓的“深红
州”得克萨斯更容易给他日渐稀
缺的安全感。

在登机前，特朗普自国会暴
乱事件后首次公开露面。他否
认自己需为支持者闯入国会事
件负责，还表示相关弹劾对美国

“很危险”，是“政治史上最大‘猎
巫’行动的延续”。

同时，边境墙是特朗普备受
争议、却深得支持者赞同的移民
政策的象征。特朗普此行借机
邀功，缓解压力的意味明显。更
加别有深意的是，阿拉莫并非寂

寂无名之地。1836年2月，200
名得克萨斯民兵在面对超过
3000人的墨西哥军队时战到了
最后一刻，史称阿拉莫之战。这
被美国人认为是勇气和牺牲精
神的象征。可见，特朗普的“内
心戏”应该是相当丰富。

彭斯拒绝罢免特朗普

在启程前往得克萨斯之前，
特朗普与副总统彭斯见了一面，
这是国会骚乱后两人的首次会
面。连日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一直施压彭斯，要求后者援引宪
法第25条修正案迫使总统停职。
尽管彭斯与特朗普的裂痕越来
越大，但彭斯并未打算“落井下
石”。

美国国会众议院12日晚以
223票赞成、205票反对的投票
结果通过决议，要求彭斯援引宪
法第25条修正案，以特朗普无法
履行总统职责为由，解除他的权
力。如果彭斯在24小时内不行
动，众议院将启动立法程序，第
二次弹劾特朗普。

12日晚，彭斯表示，他不会
启动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将
总统特朗普免职，他表示，“不认
为这样的行动符合我们国家的
最佳利益。”

一心“倒特”的佩洛西当然
很着急。10日，佩洛西在美国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60
分钟》中高调展示了自己在国会
暴乱中一片狼藉的办公室，还表

示暴力分子在闯入办公室后寻
找自己。

佩洛西原本寄望于彭斯，但
彭斯不启动罢免特朗普的程序，
即便众议院通过弹劾案，休会至
1月19日的参议院也肯定没有足
够时间在1月20日总统权力交接
前进行审定。何况，审定需要参
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投下赞成
票，而改选后的参议院民主党只
占有微弱优势。

时间不等人。民主党11日
已向国会众议院正式提交了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指责
特朗普“煽动叛乱”“严重危害美
国及其政府机构的安全，威胁民
主制度的完整性，干涉权力的和
平过渡”，宣布最早于13日就弹
劾决议投票。

尽管据美媒报道，一些共和
党议员也在考虑投下赞成票。
但弹劾的难度可想而知。从这
个意义上来看，弹劾更像是一种
政治姿态的宣示，也是对特朗普
的羞辱。

美国“大片”未结束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沈丁立分析，民主党此举是
要彻底打压特朗普，迫使部分共
和党人与特朗普切割，既打压共
和党势力，又阻断特朗普再度崛
起的可能，以便民主党长期执
政，按自己的理念重塑美国。

众议院曾在2019年12月表
决通过两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

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
会，不过参议院最终否决了弹劾
条款。

根据美国宪法，即便特朗普
1月20日交权下台，国会仍可对
其审议定罪。一旦特朗普被定
罪，参议院有权剥夺其在未来担
任公职的权利，且只需简单多数
通过即可。但沈丁立强调，虽然
形势暂时对民主党有利，佩洛西
却并非稳操胜局。

一方面，特朗普似乎有意
“以退为进”，通过要求全美13日
降半旗向国会暴乱中遇难的警
察致哀，以及批准华盛顿进入紧
急状态，尤其是与彭斯修好关
系，来稳住共和党内的不满力
量。另一方面，特朗普虽然谴责
冲击国会的暴徒，但这并没有影
响到7000多万铁杆粉丝对他的
支持。沈丁立认为，部分特朗普
支持者会进行反思，但主体仍会
坚定支持特朗普。

对此，国会两党议员也并非
没有顾虑。一旦弹劾导致社会
形势进一步混乱，麻烦最终还是
拜登的。民主党内部基于这些
顾虑，也没有就弹劾案达成完全
一致。部分议员希望拜登出面
叫停弹劾程序，不过，拜登表示
此事取决于国会。

“这就是美国”，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CNN）主播唐·莱蒙在
报道国会骚乱后，这样无奈评
论。历史永远没有剧本，“勤王”
与“擒王”大戏现在看来都还没
有结束。据《新民晚报》、新华社

1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现身得克萨斯州，视察美墨边境墙。 1月11日，一名男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手举写
有“弹劾、罢免”等字样的标语。

印尼失事客机一个“黑匣子”打捞出水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印度尼西亚三佛齐航空公司失
事客机的一个“黑匣子”12日被
打捞出水。

电视新闻画面显示，“黑匣
子”被放在一个白色容器里，由
快艇运往印尼首都雅加达。

“黑匣子”是客机驾驶舱语
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的
俗称，对分析和判断客机失事原
因作用关键。印尼交通部长布
迪·卡里亚·苏马迪说，目前寻获
的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印尼国
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先前说，寻获

“黑匣子”后，有望3天内读取其
中信息。

这架客机9日下午从雅加达
飞往西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起
飞后不久坠毁在距离雅加达国
际机场约20公里的拉基岛附近
海域。客机残骸位于水下大约
23米处。搜寻人员10日锁定两
个“黑匣子”的位置。印尼军方
说，至少160名潜水员12日参与
搜寻“黑匣子”，有望很快寻获驾
驶舱语音记录仪。

机上有62名乘客和机组人
员，都是印尼籍，包括10名儿童。

超过3600人、13架直升机、大约
80艘大小船只参与搜救。警方
11日说，已经确认一名遇难者身
份，是29岁的客舱乘务员。12
日早些时候，搜寻人员在坠机水
域发现更多遇难者遗体以及私
人物品。

失事客机型号是波音737-
500，服役近27年。根据提供实
时航班飞行信息的“24小时飞行
雷达”网站数据，客机起飞后4分
钟内爬升至约3350米高度，然后
急速下坠并且与塔台失去联系。

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

主席苏尔扬托·贾约诺说，客机
残骸集中在坠落区域而不是大
面积散布，因而可以判断客机并
非空中解体后坠海。印尼交通
部发言人先前说，空中交通管制
人员曾询问飞行员客机为什么
偏离预定航线。

三佛齐航空公司是低成本
航空运营商，2003年成立，主要
运营印尼国内和东南亚地区航
线，此前安全记录良好。

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
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
参与调查。

当地时间11日，美国众议院以特朗普“煽动叛乱”为由，宣布最早于13日就弹劾决议投票。12日，特朗普在国会暴乱
事件后首次公开露面，否认需为该事件负责，而此前有消息称特朗普已私下承认“负部分责任”。

在特朗普任期仅剩一周之际，不仅将创下美国总统在一个任期内两度遭到弹劾的历史，华盛顿的政治交锋还会再
度升级。

但值此危机时刻，特朗普竟“逃离”华盛顿，远遁“深红州”得克萨斯的阿拉莫去了。
据新华社电 据美联社华

盛顿1月11日报道，美国地方和
联邦当局对当选总统拜登1月
20日就职典礼前和就职典礼期
间可能爆发暴乱日益感到担忧。
特朗普总统11日发布声明，宣
布首都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报道称，声明让国土安全部
和联邦紧急措施署根据需要与
地方当局协调。

在特朗普发布这一声明的
5天前，一群支持特朗普的暴民
冲击国会。当时国会开始正式
统计选举人团票，以确认拜登赢
得选举胜利。

报道指出，特朗普一直抱怨
因存在广泛的选票欺诈而导致
自己败选，但选举官员们说并不
存在欺诈行为。

特朗普宣布的紧急状态将
从1月11日开始，持续至1月
24日。

特朗普宣布

首都华盛顿
进入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电 日本广播协
会12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为40%，
不支持率为41%。这是菅义伟
内阁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支持
率首次低于不支持率。

日本广播协会自本月9日
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民意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菅义伟内阁支持
率比上月调查时下降了2个百
分点，而不支持率上升了5个百
分点。不支持的主要理由包括
没有执行力、对政策不抱期待以
及人品无法让人信赖等。

关于新冠疫情，有87%的受
访者对自己和家人可能感染新
冠病毒感到不安，另有41%的受
访者对政府实施的新冠疫情相
关政策表示不太满意。

目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支
持率仍然以37.8%高居首位，最
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率
为6.6%。

菅义伟内阁
支持率跌至四成

印度中央邦假酒
致死人数升至20人

据新华社电 据印度媒体
13日报道，印度中央邦一名警
官当天说，该邦因饮用假酒中毒
死亡人数升至20人，另有17人
住院接受治疗，其中2人病危。

中央邦首席部长希夫拉杰·
辛格·乔汉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
表示正对这一假酒案进行调查，
他宣布解职当地一名警察总监
和税务官。

此次事件发生在中央邦首
府博帕尔以北约434公里的莫
雷纳农村地区，受害者11日晚
饮用当地私造的假酒后陆续出
现中毒症状。中央邦一名政府
官员12日证实，该邦自11日晚
起至少有11人疑因饮用假酒中
毒死亡，另有8人住院。

印度农村经常发生不法商
人兜售假酒导致中毒死亡的案
件，这类假酒常掺兑工业酒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