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4
責任編輯：齊明喆 美術編輯：賴國良 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國際

大公報記者 公孫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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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
綜合路透社、德國

之聲報道：德國聯邦議院
選舉將於本月26日舉行，由於德國總

理默克爾已表明不會尋求連任，誰將接班
默克爾受到關注。最新民調顯示，社民
黨總理候選人、現任聯邦政府副總理
兼財長肖爾茨目前最受選民青睞，支
持率為25%。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
總理候選人拉舍特支持率為22%。
默克爾21日特地出席拉舍特在斯特
拉爾松的競選集會，為他拉票。

德國今年7月遭遇百年不遇洪
水，拉舍特在視察洪災現場時，被
媒體拍到他與身邊人談笑，引發輿
論嘩然，支持率一路下滑。綠黨總理

候選人貝爾伯克7月下旬在採訪中使用
種族歧視詞語，其學術背景也遭到質

疑，支持率從5月的25%跌落到20%以
下，目前只有17%。而社民黨的支持率則
穩步上升，從8月的第三位升到第一名。

分析人士認為，疫情和氣候變化議題
是影響德國選情的兩大因素。去年5月，德
國政府採取封城等嚴格社交限制措施後，
疫情逐漸減緩，執政黨聯盟黨的支持率有

較大幅度提升。今年3、4月疫情較為嚴重
時，聯盟黨的支持率走低。

今年5月，默克爾宣布進一步提高減排
目標，至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較1990年減
少65%，實現碳中和時間也從2050年提前
到2045年。這被認為是聯盟黨布局選戰的
重要舉措。現階段，德國各政黨在如何實
現2045年目標上仍存在分歧。綠黨提出設
立氣候部、加速淘汰煤電、鼓勵鐵路交通
等更為激進的主張，聯盟黨注重增加對可
再生能源的投資，社民黨則重點關注排放
交易以及電動汽車和清潔供暖系統的補貼
等。

黨友選情落後
默克爾上陣拉票

▲海雯娜9月再次接受
《大公報》專訪。

視頻截圖

▲海雯娜8月5日在推特表示，她贏得了與《世界
報》的訴訟勝利。 網頁截圖

大公報整理

•德國媒體集團施
普 林 格 （Axel
Springer） 出 版
的報章包括在德國
發行量最大的八卦
小報《圖片報》及
《世界報》等，現
時業務涵蓋全球
40多個國家。

•施普林格近年加
快擴張步伐，接連
出巨資收購 「商業
內幕」、政治新聞
網站Politico等美
國知名媒體機構。

•美國私募公司
KKR目前擁有施普
林格約48%的股
份，希望打造全球
數碼媒體巨頭。

•施普林格旗下媒
體觀點極為親美，
一些獨立觀察家指
該公司至今仍 「屈
從於美國的地緣政
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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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7月遭遇特大暴雨，
海雯娜在推特上傳有序救
援視頻。 網頁截圖

海雯娜接受《大公報》專訪：拒向網絡暴力低頭

狀告德媒誹謗 為華發聲女孩勝訴
熱愛中國文化的德國女生海雯娜，近一年多來在推

特等社交平台上，駁斥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抹黑式報道，
而她也因此被知名德媒《世界報》盯上，被歪曲成一個幫

中國政府做 「政治宣傳」 、 「滲透和影響」 德國的危險分子。
《大公報》7月曾專訪海雯娜，她當時稱準備對《世界報》提起訴
訟，但一時找不到律師。海雯娜9月再接受《大公報》專訪，她表
示已將《世界報》告上法庭，並贏得了勝利，法院要求《世界
報》修改污衊海雯娜的內容，並禁止《世界報》今後再發
表任何關於海雯娜的誹謗性文章。海雯娜稱，自己
不會向網絡暴力低頭，今後會繼續在社交平
台上為中國發聲。

海雯娜在上次的採訪中提到，由於她
在推特上致力展示 「真實的中國」 ，不僅
招致 「仇視中國者的惡意攻擊」 ，也引起
德國主流媒體《世界報》的注意。《世界
報》5月主動聯絡海雯娜，對她進行了一次
視頻採訪。然而，《世界報》最終刊發出
來的內容與採訪本身相去甚遠，將海雯娜
抹黑成了中國政府的 「秘密宣傳員」 。

法院勒令下架誹謗報道
文章刊出後，海雯娜認為記者的文章

充斥着不實內容，她說，這種做法 「明顯
違反（德國）法律和媒體準則」 ，這樣的
報道 「無疑損害了我的形象和聲譽，可能
會影響今後求職，甚至摧毀我的人生。」

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海雯娜決定
向法院起訴《世界報》。經過多番周折，
海雯娜日前告訴《大公報》，她已經在8月
贏得了初步勝利。法院要求《世界報》記
者修改誹謗文章，並禁止再發表任何關於
海雯娜的誹謗文章。雖然《世界報》拒不
接受法院判決，但由於他們無法拿出更有
力的新證據，海雯娜認為，法院改判的可
能性非常低。

海雯娜的律師表示，《世界報》的母
公司德國媒體巨擘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經常肆意捏造和發表不實信
息，他們手頭上有很多這類案例，但是很
少有人打贏官司，因此海雯娜今次的成功
在德國社會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它表明
個人對抗這種媒體巨頭並非不可戰勝。

官司取得階段性勝利後，海雯娜在網
絡上沉寂了一段時間。她表示，《世界
報》認為 「判決不公」 ，最近整天像狗仔
隊一樣到處翻看她在網絡上的留言，因此
她不得不小心行事， 「我認為他們是在垂
死掙扎。」

繼續對抗媒體不公
雖然海雯娜這次被《世界報》陷害，

但她並沒有被嚇倒。她表示，如果今後有
媒體要採訪她，即使明知對方來者不善，
她還是會接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繼續發
聲，但是會更加謹慎，一定要保存好雙方
交流的書面證據；另外就是要及時諮詢律
師，獲取專業意見；最後還要考慮打官司
所需要的資金，她目前已經花了約7000歐
元。身為一個學生，海雯娜根本負擔不起
這麼高的費用，她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她
發起眾籌後，包括中國網友在內的很多人
慷慨解囊，幫助她渡過難關。

海雯娜
表示，因為支
持中國而被自己國家媒
體污衊的外國友人遠不止她一
個 。 她 提 到 了 斯 洛 伐 克 女 孩 馬 佳
（Matta），馬佳2019年起在B站發布有關
中國的視頻，被斯洛伐克影響力最大的媒
體《斯洛伐克日報》（Dennik N）抹黑說
她收了中國的錢，幫中國做宣傳。海雯娜
稱： 「如果你受到媒體傷害，那麼你應該
試着反擊。有時我覺得人們不反擊是因為
覺得會輸，但我的經歷清楚表明，你其實
是有機會戰勝他們的。」

談到未來的計劃時，海雯娜說她會繼
續活躍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平台上，說自己
認為是對的話， 「不僅關於中國，還會談
論很多不同的話題。我沒有做錯任何事，
我也有很多支持者，我不再害怕威脅。」

▲海雯娜7月接受《大公報》專訪。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中國網報道：海雯娜
的經歷引發廣泛關注，德國黑森州歐洲
及國際事務司前司長博喜文（Michael
Borchmann）早前表示，德媒網暴海雯娜
是悲劇，一些德媒對與中國友好的人士窮
追猛打，甚至在反華議題上完全和美國站
在同一條陣線。

博喜文稱，他非常理解海雯娜在網上
反駁針對中國不公正報道的做法， 「我年
輕的時候也為生活中的不公感到憤怒，這
也是我選擇法律專業的初衷。」

博喜文觀察到，在《世界報》的文章
中，受到攻擊的還有德國基社盟成員、聯
邦議會副議長弗里德里希，他被稱為是
「中國的幫手」 。2019年底，弗里德里希
與政商界人士共同建立了 「中國之橋」 協
會，這是一個與 「大西洋之橋」 對等的組
織。然而， 「中國之橋」 卻很快就被懷疑
是 「中國的幫兇」 。

無論是在歐錦賽上打廣告，還是在孔
子學院教授漢語和中國文化，不管中國做

什麼，都會被一些德媒指責，說中國想要
操縱和破壞德國的政治自主權。博喜文指
出，真正試圖大規模操控德國政治的影響
者卻從未被提及。這些人並非來自東方，
而是來自美國，例如美國智庫 「德國馬歇
爾基金會」 （GMF）。該智庫每月發布
「中國在歐洲」 的博客，所發文章不僅大

肆渲染基金會和德國綠黨在反華議案上的
勾當，還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德國總理默
克爾即將卸任的喜悅，僅僅因為默克爾在
執政期間與中國保持着理性的關係。

專家斥部分德媒淪美國打手

掃一掃有片睇

▲德國總理默克爾21日出席拉舍特（左）
在斯特拉爾松的造勢活動。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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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就是這麼
虛偽和盲目。

@chikyingtan

•資本主義政權難以
容忍中國，或是任
何其他和美國利益
不符的國家。

@LordPist65
•西方小國為了生存
只能跟着美國或其
他大國走，比如立
陶宛。悲哀！

@mik46515526

•西方社會要求民眾在他
們的語境中保持 「政治
正確」 ，我建議他們去
看看真正的中國。

@JackieL00064932

大公報整理

•你是對的。有些人
有眼睛，但他們是
「盲人」 。

@cxy1234511

網友力撐海雯娜

▲施普林格集團旗下有《圖片報》、
《世界報》等媒體。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