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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會下議院
前議長白高漢近日接
受《觀察家報》採訪
時，批評現時的保守
黨反動、奉行民粹主
義和民族主義，有時
甚至會展現仇外情
緒，因此他已在數周
前轉投在野工黨，希
望協助工黨推翻首相
約翰遜的保守黨政
府。
白高漢表示，他不認為約翰遜有建立

一個公平社會的願景、增加社會流動性的
渴望，抑或協助有需要民眾改善生活的熱
情，指出雖然約翰遜一直揚言要「提升英
國」，但實際上他對於改變弱勢社群的命

運並不感興趣，「我
相信愈來愈多人厭倦
了他（約翰遜）的謊
言、空談和未能兌現
的承諾。」
對於工黨，白高

漢表示他認同工黨支
持平等、社會公義和
國際主義的價值觀，
指出現時的政府需要
被取替，而只有工黨

可以做到趕約翰遜下台。
現年58歲的白高漢，在17歲時加入保

守黨，1997年當選下議院議員，並在2009
年至2019年出任議長，期間多次協助議員
挑戰前首相文翠珊和約翰遜提出的脫歐法
案，被保守黨批評不夠政治中立。

白高漢投工黨望助推翻約翰遜

■白高漢批評保守黨變得反動、民粹及民
族主義。 網上圖片

美國前日迎來紀念黑奴解放
的六月節（Juneteenth），總統
拜登近日簽署法律，將「六月
節」正式定為聯邦假日，全美多
地前日均有民眾遊行紀念。然而
距離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
員跪頸致死僅過去一年，非裔民
眾希望在慶祝「六月節」時，亦
能呼籲聯邦政府採取行動，解決
根深蒂固的種族不公。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時任總

統林肯1862年發表《解放黑人奴
隸宣言》，正式廢除美國奴隸制
度。受戰爭影響，直至1865年6
月19日，得州加爾維斯頓最後一
批黑奴才獲知宣言內容，擺脫奴
隸身份獲得自由。6月19日自此
成為標誌黑奴解放的「六月節」
沿襲至今。
在「六月節」發源地加爾維

斯頓，當地前日展覽一幅面積達
464平方米、名為《絕對平等》的
壁畫作為紀念。94歲高齡的非裔
女活動家歐帕爾．李也帶領民眾
步行2.5英里（約4公里），紀念
最後一批黑奴時隔兩年半才知悉
獲得自由。在非裔居民佔總人口
約80%的底特律，民眾重新粉刷
去年在市中心道路繪製、名為
「民眾力量」的宣傳標誌。藝術
家梅西稱，力量（power）一詞的
「o」繪製為一個拳頭，用於紀念
弗洛伊德等警暴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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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萊默特公園廣場「六月節」紀念活
動中，人們拿着相框擺姿勢慶祝。 美聯社

處理校園打鬥施狠手 視頻網上瘋傳

加警跪頸非裔少年惹公憤

美國46歲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去年5月25
日涉嫌使用偽鈔購買香煙，在明尼阿

波利斯市被捕。一名白人警員為了制服
他，跪壓弗洛伊德頸部接近9分鐘，導致他
無法呼吸死亡。弗洛伊德窒息前曾表示自
己無法呼吸，但警員沒有理會。在弗洛伊
德遭跪壓致死後，蒙特利爾曾舉行示威，
要求警察停止使用窒息和其他可能阻礙呼
吸的手段制服疑犯。
加拿大這宗引起軒然大波事件發生於6

月10日，蒙特利爾警方聲稱接到911報警
電話，得知在維勒雷附近的喬治—瓦尼爾
高中發生學生打鬥事件。警方指稱這場打
鬥涉及來自不同學校的大約15名年輕人，
兩名未成年人士被捕，涉嫌分別擁有一瓶
驅熊劑和一支電擊槍。
社交媒體曝光的視頻片段顯示，兩名

警員制服一名躺在地上的黑人少年，其中
一名警察用膝蓋壓着少年的頸部和肩部。
警員在制服少年後把其翻身至側面，但另

一名警察仍用膝部壓住少年頸部進行搜
查。一名警察則手持一個黑色方形物件，
並透露該名少年因擁有電擊槍被逮
捕。視頻全長大約90秒，由一名匿
名的旁觀者在公車站拍攝，上周開
始在社交媒體上流傳。

14歲少年嚇至不敢出街

視頻沒有顯示這名少年被
壓在地上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情，但警方發言人對加拿大廣
播公司稱這名少年和另一名男
童拒絕透露自己的身份。警方
同時逮捕後者，並且發現他攜
帶防熊噴霧劑。被跪壓的少年似
乎驚慌失措，伸手從包裏掏出
一些東西，並試圖推開警察。
警方表示，他們正在審查

事件，如果他們確定警員不合理使用武
力，將對跪壓少年的警員採取行動。

該名疑被警察跪壓頸部的14歲少
年因未成年，不獲准公開身份。他據
稱未因遭警方粗暴制服而身體受到傷
害，但他的母親向加拿大廣播公司透

露，她的兒子仍然感到驚恐，現
在不敢離開住所。魁北克黑人
聯盟在一份聲明中指出，加拿
大皇家騎警幾十年來一直禁止
使用約束頸部裝置，並質疑
蒙特利爾警方採用不同的標
準。而10名加拿大非裔及
原住民警暴受害人的家屬代

表，前日聚集在首都渥太華的總理
杜魯多辦公室前抗議。有家屬強
調他們並不想要道歉，而是希望
政府保障少數族裔權益。

加拿大蒙特利爾一間中學10天
前發生一宗涉及15名青少年的校園
打鬥事件，警方接報後趕往事發現
場進行調查，事後公布拘捕兩名妨
礙執法人員執行職務及攜有武器的
未成年黑人少年。不久，一段在社
交媒體瘋傳的視頻顯示，一名警察
以左膝跪壓黑人少年疑犯的頸部，
立即觸發廣泛憤怒，要求當局和政
界人士介入調查，掀起另一場「黑
人的命也是命」風暴。魁北克省長
勒戈對這段顯示警方逮捕疑犯的視
頻感到極度困擾，並保證進行深入
調查。

■■一名非裔少年遭警員一名非裔少年遭警員
跪頸制服跪頸制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警察制服少年警察制服少年，，有另一少年有另一少年
在遠處觀看在遠處觀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少數族少數族裔前往杜裔前往杜
魯多辦公室前抗魯多辦公室前抗
議議。。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總統拜登上
周結束 8 日訪歐之
行，完成向歐洲盟友
宣傳「美國回來了」
的任務，但長遠而言
美歐雙方是否可以重
建互信仍有待觀察。
雖然拜登在行程間多
次強調民主國家合作
的重要性，但美國國
內社會仍然撕裂，仍
有相當一部分人深信「選舉舞弊」論，難
保在下一次大選，民粹主義不會再次佔上
風，令歐洲國家決定不能再倚賴美國，
《華盛頓郵報》等美媒均質疑今次歐洲之
行的成效，形容拜登在美國對內仍面臨極
大挑戰，美式民主無法獲得信任，更遑論

能 對 外 推 銷 「 民
主」。
拜登在與歐洲盟

友會面時，多次提到
要讓民主戰勝專制，
喬治敦大學的歷史學
家卡津指出，美國前
總統特朗普的政治影
響力猶在，社會分化
勢必阻礙總統施政。
在今次歐洲之行期

間，拜登並非沒有觸及特朗普或1月6日國
會暴動等議題，但他往往只強調過往4年是
「特例」，或索性盡量迴避話題。風險諮
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認為，如美國
期望在海外成為「民主的道德領袖」，就
必須在國內重建信譽。

《華郵》質疑拜登如何外銷民主

■拜登展開上任後首次歐洲之旅，但成果
受到質疑。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