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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恩霆

弗林，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特朗普遭遇的“通俄门”，要
从去年美国大选说起。

2016年7月，民主、共和两党
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形成希
拉里与特朗普终极对决的局面。
与此同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以及希
拉里竞选团队的电脑系统先后
遭黑客入侵，大量电子邮件内容
经由“维基揭秘”网站公之于众。

在总统选举中，“黑”希拉里
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帮特朗普上
位，而偏偏特朗普“亲俄”——— 毫
不掩饰对普京的赞誉，于是“俄
罗斯是黑客攻击的幕后主使”、

“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
甚嚣尘上，而特朗普胜选更“坐
实”了这些说法。

2016年12月9日，时任总统
奥巴马下令彻查。20天后，奥巴
马以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为由，
宣布驱逐35名俄外交官，关闭两
个据称用于情报收集工作的俄
方在美办公地点。俄方随即表示
将会报复，俄外长拉夫罗夫还撂
下狠话：“来而不往非礼也。”

第二天，俄方什么都没做，
普京只是发表声明，希望基于特
朗普新内阁的政策，采取更进一
步举措建设俄美关系。几小时
后，特朗普发推特回应道：“我一
直就知道他（普京）特别聪明！”

而就在奥巴马驱逐俄外交
官的前一天，已被特朗普提名出
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弗
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
克通了一次电话。据报道，在电
话中，弗林暗示特朗普政府将软
化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
甚至可能暂停制裁。

或许，正是弗林的这颗“定
心丸”，最终促使俄方没有报复
奥巴马驱逐俄外交官的举动。特
朗普今年1月上台后，弗林的“通
俄”往事浮出水面。美国司法部
掌握了弗林与基斯利亚克的通
话记录，并报告了特朗普。

不料，特朗普1月30日将司
法部代理部长耶茨解职，却对弗
林“通俄”只字不提。但纸里包不
住火，半个月后弗林辞职。随后，

《纽约时报》爆料称，特朗普团队
成员在竞选期间曾多次与俄情
报机构联系，弗林“通俄”演变成
了特朗普政府的“通俄门”。

5月9日，力排众议加快彻查
此事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突
然被特朗普解职，但代理局长仍
誓言彻查“通俄门”，司法部还任
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为特
别检察官负责调查“通俄门”。

除了弗林，特朗普内阁多名
要员都被爆“通俄”。司法部长塞
申斯被指去年4月、7月和9月间
多次私下与俄大使基斯利亚克
会面，眼下正被国会和联邦调查
局调查；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
级顾问库什纳被爆去年12月在
特朗普大厦私会基斯利亚克，并
提议与克里姆林宫建立秘密沟
通渠道。虽然这一提议没成型，
但库什纳也正面临调查。

巧合？
演变酷似“水门事件”

仍在发酵中的“通俄门”，越
来越像45年前的“水门事件”。

同样是在大选年，1972年6
月17日晚，共和党人尼克松竞选
团队安全问题顾问麦科德等人
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
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安装窃
听设备和偷拍文件时被捕，触发

“水门事件”。只不过，到了2016
年大选时，入侵对手阵营的方式
换成了第三方黑客的网络攻击。

当年，《华盛顿邮报》最先凭
借“深喉”——— 时任联邦调查局
副局长费尔特——— 提供的内幕
爆出“水门事件”。如今，最先爆
出弗林“通俄”的还是《华盛顿邮
报》——— 今年1月12日的一篇评
论中提及弗林与基斯利亚克通

话，并要求其就是否谈及对俄制
裁作出澄清。

随后，《华盛顿邮报》又在2
月9日援引9名美国现任和离职
官员的话爆料，弗林在通话中谈
到了对俄制裁，并暗示特朗普就
任后将暂停制裁。4天后，刚当了
24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
弗林宣布辞职。

弗林以及特朗普团队对“通
俄门”的态度，经历了从矢口否
认到不断改口的变化。《华盛顿
邮报》最先爆料后，弗林一开始
坚决否认，特朗普也曾力挺弗
林，副总统彭斯、白宫办公厅主
任普里伯斯等人更是称“通俄
门”子虚乌有，否认弗林与基斯
利亚克通话谈及制裁问题。

然而，《华盛顿邮报》的第二
次爆料，狠狠地打了彭斯等人的
脸，证明弗林撒了谎。弗林的发
言人也随即改口，称弗林“记不
清了……不确定是否谈到了制
裁话题”。由于猛料迭出，白宫也
不再否认并且不断改口辩解。

“否认—打脸—改口”，与45
年前尼克松政府应对“水门事
件”时如出一辙。但这还不够，与
这种失败的媒体公关更类似的，
是前有1973年10月20日“水门事
件”调查处于关键时刻之际，尼
克松执意解职特别检察官考克
斯，被媒体称为“星期六之夜大
屠杀”；后有今年1月26日接司法
部报告弗林撒谎后，特朗普在1
月30日解职代理司法部长耶茨，
被称为“星期一之夜大屠杀”。

影响更大的是，特朗普5月9
日突然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

米，彼时后者正力主加速推进对
特朗普政府“通俄门”的调查。事
后，有媒体爆料称，解职科米前
特朗普曾对其施压，要求联邦调
查局“放‘好人’弗林一马”。

那么，问题来了：“总统知道
多 少 ？他 是 什 么 时 候 知 道
的？”——— 1973年6月25日“水门
事件”听证会上共和党籍参议员
霍华德·贝克向时任白宫律师约
翰·迪恩提出的问题，弗林辞职
后就有记者如是向白宫发问。

目前来看，无论是弗林，还
是塞申斯或库什纳，“通俄”似乎
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目前尚未
证明有特朗普授意。但当年约
翰·迪恩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语惊
四座：尼克松参与讨论了“水门
事件”的善后，以及封口费的筹
措发放工作。显然，尼克松知道
很多，却撒谎否认了一切。

面对国会准备发起弹劾的
重压，尼克松辞职下台，成为美
国历史上首位任期内辞职的总
统。那么，与“水门事件”有诸多
惊人相似之处的“通俄门”会否
成为压到特朗普的那根稻草？

弹劾？
特朗普不是尼克松

弗林作为候任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去年12月与基斯利
亚克接触的行为，涉嫌违反了禁
止美国公民与外国政府协商外
交纠纷的《罗根法》。5月底，弗林
一改拒绝配合国会调查的态度，
转而同意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提供相关文件。

对于女婿库什纳“通俄”指
控，特朗普在推特发文力挺女
婿，称有关报道是假新闻。然而，
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
克马斯特虽然没直接回应秘密

“通俄热线”一事，但说这种备用
热线很正常。

而司法部长塞申斯去年多
次会见俄大使基斯利亚克时，只
是参议员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成员，并非特朗普竞选团队成
员。塞申斯的回应是：作为参议
员，去年会见了25位外国大使。

就在对“通俄门”所涉官员
的调查进行之际，5月10日，特朗
普在白宫会见了俄外长拉夫罗
夫以及俄大使基斯利亚克，并在
会见时向对方分享了与打击“伊
斯兰国”有关的高度机密情报。

这下炸了锅，美国国内已经
传来要求弹劾特朗普的声音。5
月17日，民主党籍众议员阿尔·
格林在众议院呼吁弹劾特朗普。
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弹劾特朗普
的比例较上周上升5个百分点达
到43%。不过，仍有54%的人希望
特朗普继续工作。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种观点
的分化在党派上得到明显体现：
71%的民主党支持者希望国会
弹劾特朗普，76%的共和党支持
者称特朗普应继续留在白宫。显
然，就算走弹劾程序，也必然遭
遇民主、共和两党激烈的党争。

按照美国联邦法律，弹劾案
由国会众议院发起，过半数众议
员支持才能获得通过并提交至
参议院，三分之二参议员支持弹
劾案才能通过对总统的弹劾。目
前，众议院议席数共和党对民主
党是241席对194席，通过弹劾案
至少需有23名共和党众议员反
水支持；参议院议席数共和党对
民主党是52席对48席，通过弹劾
案需有19名共和党参议员反水
支持，这种可能性很小。

历史上，三次针对美国总统
的弹劾危机——— 约翰逊“重建南
方”案、尼克松“水门事件”和克
林顿“拉链门”，都是在共和、民
主两党分别控制参众两院的情
况下发生的。目前，国会都由共
和党掌控，除非“通俄门”调查出
现逆转，弹劾特朗普绝非易事。

最近，特朗普打算效仿克林
顿应对“拉链门”的方式，准备在
白宫成立“作战室”进行危机公
关。不过，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
主任杜布克却在此时辞了职。联
想到此前白宫混乱的应对表现，
特朗普恐怕得破釜沉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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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俄俄门门””
有有始始无无末末

从去年大选期间的“亲俄”倾向，到今年就任以来深陷“通俄门”风波，美国总统特朗
普及其竞选团队核心成员与俄罗斯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渐渐
演变成为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

与美国大选相关、直接或间接“入侵”竞选对手、《华盛顿邮报》最先爆料、白宫先矢
口否认又不断改口、媒体质问“总统知道多少？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通俄门”的
发酵像极了当年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特朗普会重蹈尼克松的覆辙吗？

库库什什纳纳 基基斯斯利利亚亚克克

特特朗朗普普 弗弗林林

塞塞申申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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