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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頒布裁決後，支持和反
對墮胎的團體在最高法院外對峙，各自
高呼口號。目前，最高法院周圍已豎起
鐵絲網圍欄，防暴警察在國會山附近巡
邏戒備。

「我的權利比祖母更少」
許多美國女性高喊，這是美國歷

史的至暗時刻。支持墮胎權的人士表
示，女性將倒退回因為在黑市非法墮胎
致死的時代， 「我的權利將比母親和祖
母更少」 。反墮胎人士歡呼雀躍，他們
相信，現在千千萬萬嬰兒的生命將會得
救。統計顯示，限制墮胎對貧困及少數
族裔婦女衝擊更大。

63歲的森科維茲有三個孩子，她
說： 「在過去，女性為了流產，甚至要
拿衣架插進下體終止懷孕，現在我們將
再次回到那個時代。」 32歲的薩巴斯
說： 「這是我的身體，我的選擇，沒什
麼好說的。」

「羅訴韋德案」 被推翻後，全美
13個州的墮胎禁令可望立即生效，24
日當天就有至少8個州頒布禁令。亞利
桑那州24日已暫停提供所有墮胎藥物
和手術，數百名示威者當晚試圖闖入州
議會大廈。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圍堵的
抗議者，場面十分混亂。

示威者當街燒國旗
一輛貨車24日晚衝向艾奧瓦州錫

達拉皮茲市正舉行抗議活動的墮胎權支
持者，現場多人被撞倒在地，至少4人
受傷。在華盛頓特區有抗議者當街焚燒
美國國旗洩憤。美國國土安全部警告，
國內的極端及激進分子可能藉機訴諸暴
力，或觸發持續數周的衝突，美政府官
員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可能是 「處境最危
險的人」 。

一石激起千重浪，最高法院這一
判決恐怕只是個開始。保守派大法官托
馬斯在意見書中明確指出，這一裁定背
後的法律邏輯，也適用於推翻其他三項
得到憲法保護的重要權利，包括避孕、

同性戀和同性婚姻權。美國總統拜登表
示，托馬斯等保守派大法官主導的最高
法院正在將美國帶往極端和危險的道
路。

拜登24日怒斥最高法院犯下 「悲
劇性的錯誤」 ，讓美國倒退150年。他
同時敦促選民在11月中期選舉時把票
投給支持立法保護墮胎權的候選人。分
析指，已經被民眾對高通脹的批評壓得
喘不過氣的民主黨人在接下來的選戰中
將主打保障墮胎權這張牌，但一些共和
黨人認為，在高油價面前，選民無暇顧
及墮胎，主導議題必然還是經濟。

中期選舉黨爭加劇
前總統特朗普稱裁決是 「是上帝

的決定」 ，但私下承認墮胎權議題或許
「對共和黨不利」 。美媒稱，判決充分

顯示了特朗普將三名較年輕大法官送入
最高院的政治影響力，他勢必會期待更
多政治回報，比如2024年參選。

拜登25日將飛往歐洲，出席G7峰
會和北約峰會，最高院的新判決可能會
沖淡此行焦點。英國首相約翰遜稱，美
最高法院推翻了憲法規定的墮胎權，
「倒退了一大步」 。法國總統馬克龍強

調 「墮胎是所有女性的一項基本權
利」 。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憂慮會引
致更多非法墮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
專員巴切萊特稱，美最高法院的這一決
定剝奪了數百萬女性的自主權。世衞總
幹事譚德塞也表示極度失望。

美國剝奪墮胎權 多地爆示威潮2022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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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批女性自主權遭侵犯 民眾憂最高法院續向右轉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BBC、路透社報道：美國最高

法院24日推翻近半個世紀前在聯邦層面確立墮胎權的判例 「羅
訴韋德案」，意味着女性墮胎權將不再受美國憲法保護。全美

多個城市爆發抗議潮，亞利桑那州警方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批評該判決 「是對婦女人權

和性別平等的巨大打擊」。分析指，該判決影響深遠，可能打

開更多人權議題急劇 「向右轉」的潘多拉魔盒。此外，墮胎權

議題可能成為11月中期選舉的核心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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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州墮胎診所關門
孕婦孤立無援

【大公報訊】綜合BBC、
美聯社報道：美國最高法院24
日推翻憲法保護墮胎權後，至
少8個州當天頒布禁令，意味
着當地診所必須立即停止進行
墮胎手術，預計全美目前790
間墮胎診所中的四分之一都要
被迫關門。據悉，位於南達科
他州、威斯康星州等地的墮胎
診所，現在已經把工作重心轉
為協助婦女前往其他州墮胎。

阿肯色州一間墮胎診所的
護士亨特表示： 「無論我們多
努力為壞消息做準備，當它終
於來臨時衝擊仍然很大。我們
得打電話給這些女性，這令人
心碎。」 在診所外，反對墮胎
的示威者大喊，這是 「值得慶
祝的一天」 ，稱這些診所 「充

滿罪惡」 。
俄克拉何馬州一間墮胎診

所每天要接診40名孕婦，工作
人員稱， 「她們一直在乞求幫
助，這是毀滅性的」 。

據統計，最高法院的裁
決，意味着約有3600萬名育
齡女性將在她們居住的州失去
墮胎權。迪士尼、Meta、
Netflix等美國公司24日表示，
如果員工不得不前往異地墮
胎，公司將報銷差旅費。不
過，西雅圖一名Meta員工
稱，論壇管理員以禁止員工討
論政治話題為由，刪除了提及
墮胎的帖文。有法律界人士表
示，公司資助或協助墮胎，可
能會違反地方法例，有機會受
到法律挑戰。

接近全面禁止墮胎

對懷孕多久後墮胎有
嚴格限制

很可能通過禁止墮胎
相關法律

《每日郵報》

•美國至少26個州
預計禁止或嚴格
限制墮胎行為，
其中13個州的墮
胎禁令可立即生
效，預計3600
萬育齡婦女受影
響。

•保守派大法官托
馬斯在意見書中
提及應重新考慮
三個判例，外界
擔憂避孕、同性
戀、同性婚姻權
利不保。

•墮胎權將成為11
月中期選舉的核
心議題。民主黨
人試圖藉此議題
轉移選民對通脹
高企的注意力，
而包括特朗普在
內的共和黨人也
認為，墮胎權議
題將給共和黨造
成不利。



6月23日和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幹了兩件震驚全美的大事：一是23日
裁定紐約州1913年限制持槍的《沙利文
法案》違憲；二是24日宣布1973年的
「羅訴韋德案」 違憲。最通俗的理解：
前一項裁決的後果是，今後民眾在紐約
州可能不加限制地攜帶隱蔽性很強的手
槍，而不必取得事先的許可，意味着在
公共場合一言不和，人們隨時可能掏出
手槍進行火併。在槍支氾濫的今天，美
國最高法院的這紙判決完全與主流社會
民意背道而馳。美國參眾兩院好不容易
在本周通過了一項法案，對21歲以下的
青少年擁槍進行更嚴格的背景審查，也
算是對呼嘯的民意及最近幾起惡性槍殺
案作了一點積極的回應，但最高法院的
這紙判決瞬間抵銷了人們對控槍問題的
樂觀情緒。

後一項裁決的直接後果是，今後美
國婦女的墮胎權不再受憲法保護。這項
裁決認定，1973年的 「羅訴韋德案」 本
身就是錯誤引用了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
有關隱私權的條款，美國憲法從來就沒
有保護墮胎權這一項。即使是強姦和亂
倫而導致的懷孕也不能墮胎。在高院判
決生效之後，密蘇里州立即宣布墮胎非
法，接下來全美將有一半的州予以立法
跟進，約3000多萬育齡婦女將受到直接
影響。

美國最高法院的兩紙判決猶如兩顆
重磅炸彈，對美國的國家根基形成巨大
破壞，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社會在
墮胎和控槍等問題上已經到了水火不容
的地步。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社會加速
右傾，價值取向更趨保守。特朗普在任
期間任命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分別是
戈薩奇、卡瓦諾以及巴雷特，自此美國
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
變成了6：3，保守派復仇的機會終於來

到。
特朗普自詡為 「天選之子」 ，他種

下的禍根在2022年開出了 「惡之花」 。
在 「羅訴韋德案」 被推翻以後，特朗普
稱這是 「撥亂反正」 之舉，其支持者大
肆慶祝，也把他推上了神壇，認為他是
拯救美國最小生命的救星。但反對者認
為，婦女擁有自己子宮的決定權和選擇
權。即使憲法沒有具體涉及保護墮胎
權，但不等於這項權力可以被剝奪。更
何況在美國憲法起草的時候，美國還是
「奴隸社會」 ，婦女投票權也是在1920
年才得以落實。而墮胎權涉及到數千萬
美國婦女的基本權利，保障這些女性的
最基本尊嚴是社會進步的直接表現。
1969年懷有身孕的羅（化名）在 「羅訴
韋德案」 中於1973年打贏官司，被普遍
認為是美國女權的一次勝利。

2020年，美國自由派女大法官金斯
伯格沒能挺過這一年的冬天，在拜登當
選美國總統之前溘然長逝，給特朗普帶
來了難得的機會，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

康奈爾迅速啟動參議院快速審批程序，
把極端保守的巴雷特推上了大法官的位
置，而巴雷特作為七個孩子的母親，是
反墮胎的堅定支持者，有評論認為，巴
雷特正是 「羅訴韋德案」 被推翻的 「最
關鍵點穴人」 。

1857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了著名
的斯科特訴桑福特案，爭論的核心是，
「黑奴一旦獲得自由，是否永久獲得自
由」 的問題。黑奴斯科特隨主人到過自
由州──伊利諾伊及威斯康星，並居住
了兩年，隨後回到了蓄奴州密蘇里，主
人死後，斯科特提起訴訟要求獲得自
由，結果這紙判決推翻了 「自由身」 的
定義，讓主張繼續維持黑奴制度的南方
莊園主們興高采烈，而北方則憤怒之
極。史學家們普遍認為，1857年最高法
院的這起爭議判決，是美國內戰的導火
索。

2022年6月的兩起判決，會把美國
帶向何方，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擁槍權是美國憲法賦予的權利，對這項

權利的剝奪無疑將會讓一些州選擇分道
揚鑣。得克薩斯州已顯露出一絲的跡
象。而那些力主捍衛墮胎權的人怎麼
辦？這個周末，美國一些地區掀起了抗
議浪潮。國土安全部警告，美國的政治
暴力活動將迅速增加。前不久，美國的
一項民意測驗表明，一半以上的美國人
擔心自己在有生之年或經歷內戰。可見
美國社會的矛盾確實到了十分危險的臨
界點。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曾經有
一句十分流行的話： 「如果你喜歡一個
人，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天
堂；如果你恨一個人，要把他送到紐
約，因為那裏是地獄。」 最高法院對紐
約州持槍法案的否決，讓紐約州長霍楚
也感到了 「恐怖」 。無論是走在大街
上，還是在地鐵裏，人們不僅擔心打架
鬥毆，更擔心有人從懷裏掏出手槍。好
在紐約是自由主義者佔多數的城市，墮
胎權還是可以保障，或許與紐約擴大擁
槍許可權是一種對沖吧。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或點燃新內戰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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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26個州
禁止或限制墮胎

美國總統拜登
怒斥最高法院犯下 「悲劇
性的錯誤」，讓美國倒退
150年；敦促選民在11月
中期選舉時把票投給支持
立法保護墮胎權的候選
人。

聯合國人權事務
高級專員巴切萊特
批評美國最高法院此舉
「是對婦女人權和性別平
等的巨大打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吹噓自己履行所有對選民
的承諾，包括提名3位保
守派大法官 「保障人民權
利、捍衛國家」。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麥康奈爾
讚許最高法院做出 「勇敢
且正確的判決」， 「美國
人民奪回了他們的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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