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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國際

華盛頓的示威者約3,000人聚集在白
宮附近的拉斐特公園，該區域也是

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引發反種族歧視示
威時、當地抗議者的主要聚集地。抗議者
們手持橫幅，高呼口號抗議美國總統拜登
政府加碼對以色列軍援，更有人舉起寫有
「放棄哈里斯24」的標語，呼籲在大選
中不要投票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

指美媒體傳播錯誤訊息

抗議活動持續約兩小時後，一名男性
示威者試圖自焚，點燃了自己的左手臂。
多名抗議者急忙呼叫警察救援，向自焚男
子的手臂上澆水，再用巴勒斯坦傳統樣式
的圍巾撲熄火焰。自焚男子痛苦高呼，
「我是記者，我們忽視了一些東西、傳播
了錯誤的訊息！」警方證實該男子是亞利
桑那州居民梅納，他曾在鳳凰城擔任記

者，已送院接受治療，沒有生命危險。
在紐約時代廣場，大批示威者亦高呼

「加沙，黎巴嫩，你會崛起，人們在你身
邊。」等口號，還有示威者舉起繪有以色
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大幅頭像，在紙板的
臉上塗抹象徵血漬的紅色顏料。在英國倫
敦，約4萬名親巴示威者參與遊行，高呼

「停止轟炸平民」、「在黎巴嫩放手」等
口號，部分示威者與親以色列示威者有衝
突，合共17人被捕。

意6千人不顧禁令照上街

意大利羅馬當局早前以「安全問題」
為由，不批准舉行親巴抗議活動，約
6,000名抗議者不顧禁令依然走上街頭，
高呼以色列是一個犯罪國家等口號。部分
身穿黑衣的蒙面示威者向警察掟石，投擲
水樽等雜物，警方則向抗議者發射催淚煙
並使用水槍，最終驅散人群，至少30名
警察和3名示威者受傷。
在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

首都雅加達至少1,000名抗議者聚集在美
國駐印尼大使館附近，要求美國停止軍援
以色列。包括德國、法國、西班牙、瑞
士、愛爾蘭、希臘、澳洲、南非和菲律賓
等國家，都出現規模不同的親巴反戰示
威。
巴黎的黎巴嫩裔抗議者侯賽因表示：

「我們擔心中東地區爆發很多戰爭，目前
以色列與伊朗、或許還有伊拉克和也門的
關係也很緊張。我們確實需要停火，這樣
的局面已經令人難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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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宜主動示範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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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予涵 學研社成員、
傳媒人、政策分析師

最近，有外國機構發布報
告指出香港學術自由倒退，
但該機構的研究方法十分
稀鬆，論述建基於有選擇
性的簡單採訪，沒有實地調

查與數據支持，並不具備社會
參考價值，引起批駁。社會上一些

討論亦值得政府參考。
例如有學者向筆者透露，最近本地

有教授「放棄」了數百萬港元學術經
費，因其供職的大學有部門對接受這筆
來自外國機構的贈款有疑慮。最後，該
筆經費與研究項目轉去了東南亞某大
學。亦有教授向筆者講述，因擔心不必

要的麻煩，故刪去了過往課程中一些涉
及內地案例。當然，這些都不能證明香
港學術自由倒退，可能只是相關人士過
度解讀國安法條文的過激反應。在筆者
的採訪中，亦有學者拿着歐美機構的資
助在本地開設政治學相關課程，至今沒
有遇到任何問題。
從制度看，香港依然享有學術自

由。香港民眾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憲制
層面受基本法保障。然而自由不止在於
制度保障，亦在於社會信心與預期。近
年香港進行深刻變革，很多人不理解這
種變化，尤其一些特定行業從業者，為
求安全只得自我審查，這是十分正常的

社會心理。政府應當直面並化解這種心
理，光靠重申立場無助解決問題，包括
以更主動的姿態「示範」學術自由。
例如，參照盛事經濟的思維設立專

項學術活動基金，吸引更多世界頂級的
學術會議、行業峰會來港舉辦。其次，
政府應當鼓勵各類機構邀請世界知名學
者來港交流，即使在某些領域持批評態
度，也應有「請人來講自己壞話」的胸
襟。官員亦應盡可能出席有爭議話題的
學術活動，用行動表達支持學術討論自
由的姿態，要相信真理越辯越明，這樣
有利外界對香港學術自由的信心，進而
實現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目標。

巴以衝突一年 全球反戰
籲西方中斷對以軍援 美記者圖自焚

新一輪巴以衝突到周一（10月7日）已有一年，全世界多地數以萬
計抗議者周日紛紛走上街頭，發起反戰撐巴勒斯坦示威，呼籲結束在中
東地區蔓延的武裝衝突。美國等多個發達國家示威者，還呼籲西方國家
盡快中斷對以色列的軍援。美國首都華盛頓有抗議者一度嘗試自焚、點
燃自己的手臂，高呼美國傳媒傳遞了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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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一名記者在示
威期間，點火燒手自
焚，多名警員在旁戒
備。 法新社

■馬德里民眾舉起氣球，要求「停止與以
色列的武器貿易」。 法新社

■馬斯克（右）興奮跳上台，現身特朗普造
勢大會。 彭博社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周六（10月5日）重返在7月遭槍
擊的事發地點，在賓夕法尼亞州巴
特勒市舉行競選集會，億萬富豪馬
斯克也來撐場，號召支持者給特朗
普投票。
特朗普在演講中形容馬斯克是

一位「偉大的紳士」，稱他「拯救
了言論自由」。隨後，頭戴黑色
「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棒
球帽的馬斯克走上演講台，在現場
觀眾的歡呼聲中，他與特朗普握手
和擁抱。
馬斯克站在特朗普身邊發表了

講話，稱讚特朗普在巴特勒遭遇暗
殺事件後的鎮定表現，並對總統拜
登的健康狀況發出嘲諷。他說：
「對一個人性格的真正考驗，是他
們在遭到襲擊時的表現。現在我們
有一位不能爬樓梯的總統，還有一
位在中槍後揮舞拳頭的總統。」

賓州屬關鍵搖擺州

馬斯克自稱「黑暗MAGA」
（Dark MAGA），號召支持者在
下個月的美國大選中給特朗普投
票，「特朗普必須贏得勝利，以維
護美國憲法。他必須贏得選舉，才
能維護美國的民主。」馬斯克還宣
稱，如果民主黨獲勝，這將成為美
國「最後一次選舉」。
賓夕法尼亞州是關鍵的搖擺州

之一，如果特朗普想在大選中贏得
該州，就必須盡可能提高巴特勒縣
等保守派大本營的選民投票率。在
距離大選僅剩一個月之際，特朗普
試圖利用這次競選集會吸引選民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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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一艘花費1.03億新西蘭元（約
4.9億港元）購入的艦艇，周六（10月 5
日）在南太平洋島國薩摩亞外海擱淺起
火，最終沉沒，距離其正式服役僅過了5
年，艦上75人全數獲救。新西蘭軍方估計
軍艦觸礁，具體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
事發於當地時間周六晚間，軍艦「馬

納瓦努伊號」在薩摩亞兩個主島中、面積
較小的烏波盧島附近勘察珊瑚礁，不料觸
礁擱淺。新西蘭救援中心協調薩摩亞緊急
服務部門，以及澳洲國防部門參與救援，
派出幾艘船行駛到「馬納瓦努伊號」附
近，救起乘坐救生艇逃生的船員，新西蘭
皇家空軍一架P-8A直升機也參與救援。
「馬納瓦努伊號」擱淺後船身嚴重傾

斜，冒出滾滾黑煙，翌日早上9時完全沉
沒。新西蘭空軍將派出飛機接回獲救船員。

購近5億 服役僅5年
紐軍艦沉沒75人獲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