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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早前發表一名哈佛大學歷
史學家的文章，標題為「悼念

女王，而不是她的帝國」，指出英國在
殖民統治肯尼亞、也門和愛爾蘭等地期
間，曾殘暴鎮壓反殖民運動，結果引起
右翼媒體和社媒紛紛圍攻，《每日電訊
報》撰文怒斥「《紐時》非常仇恨英
國」，著名金融界人士戈德史密斯亦發
表文章，形容《紐時》的言論令人震
驚，揚言要取消訂閱。此外，法國部分
政府建築物未有下半旗哀悼英女王，同
樣受到炮轟。

「這幾天要做什麼才正確？」
英女王靈柩日前在愛丁堡進行移靈儀

式時，大批民眾夾道送別，當時一名民
眾出言批評陪伴靈柩的安德魯王子，被
警方以擾亂公眾秩序為由拘捕，英國
《太陽報》報道此事時，竟形容該名抗
議人士為「又老又病的人」。
英國在這10天哀悼期內，勞工為爭
取自身權益舉行的罷工需要讓路，醫院
預約和葬禮也因「以示對女王尊重」而
取消，對公眾自然造成不便，但他們都
不敢公開表達不滿聲音，擔心被視為對
女王不敬，是「大逆不道」，不少人不禁
問到「這幾天要做什麼才是正確的？」

「取消文化」扼殺言論自由
《衛報》專欄作家湯恩比指出，所有
與哀悼稍有不同的聲音，一律都被噤
聲，形容是「取消文化」扼殺言論自
由，徹底揭露了英國的欺凌文化根深柢
固，右翼媒體和社媒若發現有不同聲
音，往往一窩蜂圍剿，令他們再不敢張
聲。
「取消文化」是網絡時代一種社群抵

制文化，近年在網上引起熱議，當發現
一些有別於自己立場的言論，便發動輿
論討伐，務求令這些聲音無法繼續存
在，最終「被取消」。部分取消行為被
人以「行使言論自由」或「促使人們為
自己言行負責」之名辯護，但亦有批評
認為取消文化會製造寒蟬效應，可能造
成公審。
湯恩比以足球壇名宿杜利華洗佳亞為

例子，指女王逝世後，對方在Twitter
發文說：「種族歧視在1960年代英格
蘭已被列為違法，但種族主義卻繼續被
縱容，為何有色人種要悼念女王？」結
果引來一片謾罵，他不久後便刪除帖
文，其後更關閉賬戶，他任職的電台也
譴責杜利華洗佳亞，並準備解僱他。

◆綜合報道

英女王逝世後，全球許多地方的政府和民眾均表達哀悼，但亦引

起部分人士反思英國曾在全球多地進行殖民統治，卻招致英國右翼

媒體和網民口誅筆伐，彷彿在這段期間只能哀悼，少許不同甚至反

對的聲音都不能容下，例如《紐約時報》早前藉悼念女王批評英國

的殖民主義，結果成為右翼的箭靶。有英國專欄作家慨嘆這是不折

不扣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與自己觀點稍有不同，便要

壓制噤聲。

英女王國葬將於明日在倫敦
西敏寺舉行，屆時幾乎所有英
國電視台都會直播，業界預計
全球將有多達41億人收看。
有傳媒人士表示，已就今次工
作「綵排」了30年，希望能
作出最專業的報道。
英國各大電視台連日馬不停

蹄，就直播女王國葬作全面部
署，包括設置大量拍攝鏡頭，
以及租用許多廣播衛星，投入
巨額資金，以確保能全面覆蓋
國葬每一個場面。主要電視頻
道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
獨立電視台（ITV）和天空新聞
台，都已就直播工作協調，以
便集中資源，向全國提供單一
廣播來源，屆時觀眾將在電視
上看到劃一的影像。
業內人士預測，觀看今次葬

禮的人數將達到41億，打破
拳王阿里1996年在亞特蘭大

奧運開幕禮演出、吸引35億
觀眾收看的紀錄，亦超過廣播
界以往直播盛事的收看人數，
包括2005年的Live8音樂會、
2010年澳洲悉尼新年煙花匯
演，以及查爾斯和戴安娜的世
紀婚禮。
天空新聞台主持人穆爾納漢

表示，他明天將被派駐溫莎堡
直播，會盡量長時間使用單一
鏡頭，以便「讓畫面說話」。

◆綜合報道

英女王靈柩停放在國會西敏宮供公眾瞻仰之際，一名男子前
晚突然推開排隊的民眾包括一名7歲女童，衝上前觸摸靈柩，
隨即被警方拘捕。
事發於當地時間前晚近10時，這名男子在人龍中衝出，爬上台
階並觸摸靈柩，並一度掀起覆蓋靈柩的王家旗幟。現場民眾一度
被嚇得尖叫，警員即時將他制伏在地上，其後拘捕並帶走。警方
稱，涉事男子因違反公共秩序法被捕，目前遭到拘留。
英國廣播公司（BBC）每天24小時現場直播畫面，事發時一度
中斷，改成播放國會外的景色。涉事男子被帶走後，民眾繼續
排隊等候瞻仰。在場目擊事件的群眾形容該名男子行為怪異，
在排隊長達14小時期間，一直沒有與其他排隊人士交談。
英王查爾斯三世及其弟妹前晚在靈柩旁進行守夜儀式，歷時
約15分鐘，其他王室成員則在長廊遠觀。昨日則由英女王的8
名孫輩為靈柩守夜，包括王儲威廉及其弟弟哈里王子。國會外
仍有數以萬計民眾排隊等候入內向女王作最後致敬，預計可能
需要排隊24小時才能進入。 ◆綜合報道

男子衝前觸摸靈柩被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昨日
宣布，應英國政府邀請，國家
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國家副

主席王岐山將出席9月19日在
倫敦舉行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
葬禮。 ◆新華社

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
王岐山出席英女王葬禮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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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逝世後，許多西方國家民眾紛
紛哀悼，但在一些曾受英國殖民統治的
非洲國家，不少民眾在悼念的同時，也
認為女王要為英國過去殖民主義的錯誤
承擔責任。
肯尼亞、南非和尼日利亞都曾受到英
國殖民統治，這些國家有部分民眾，指
英國殖民歷史對非洲國家造成傷害和破
壞，討論到英女王應負上什麼責任。南
非作家隆萬認為，西方國家民眾認為
「殖民主義在西方是歷史」，但對一些
曾受殖民統治的國家而言，殖民主義卻
是遺禍至今。他指出南非種族隔離時代
的許多做法都沿自英國，如今南非不少
窮人都是黑人，正是當時遺留下來的禍
害，而現時在南非，英國人仍控制着大
部分利潤豐厚的礦場。

指責英發動種族滅絕
肯尼亞作家帕特爾在英女王離世當

天，便知道西方將大事宣揚女王的貢

獻，她決定在Twitter發文「對抗」，
宣傳當地一個傳聞，指出英女王當年在
阿伯代爾國家公園內的樹頂酒店，得悉
其父親去世的消息，而該酒店其後被英
軍用作槍殺反對殖民統治人士的刑場，
認為人們應揭穿英國的謊言。
在尼日利亞出生的安雅，其祖先在尼

國內戰中被殺，她指責英國君主監督下
的政府，在尼日利亞發動「種族滅絕」。

◆綜合報道

在英女王逝世後，英國進入10天
哀悼期，加上明天的國葬日定為公眾
假期，令當地不少事項需要叫停，包
括各大體育賽事、醫療手術和商界會
議等，同時傳媒鋪天蓋地報道女王逝
世和移靈消息，漸漸令很多英人感到
吃不消，抱怨日常生活受阻。《衛
報》評論指出，全國在國葬當日如同
陷入停擺，不少貧窮人士亦會失去收
入，形容基層要為悼念女王付出代
價。

49%人指女王離世報道過多
民調機構 YouGov 訪問近 3,000

人，顯示49%受訪者認為女王離世的
報道過多，41%的人則認為篇幅恰
當。馬迷佩恩表示，他日前為觀看賽
馬評述而收看BBC電視台，但節目
改為跟進英女王移靈的最新情況，形
容傳媒如同將新聞灌進他的喉嚨，令
人感到窒息，稱作為馬迷的女王也不
會願意見到這情況。在一間烘焙店工
作、僅賺取最低工資的邦蒂表示，在
哀悼期停工期間，自己需選擇放無薪
假或扣除年假，她對此感到不滿，認
為這並不公平。
國葬日亦影響醫療等各民生範疇，

有醫護人員表示，需重新為手術排
期，令國家醫療服務（NHS）壓力
增加。皇家婦產科學院原本明日為接
受培訓的醫生舉行考試，現時則要延
期，代表受訓醫生的團體表示，延期
考試只會帶來更大心理壓力及影響訓
練進度。 ◆綜合報道

殖民統治遺禍至今
非洲民眾討論女王責任

明「世紀直播」
料破紀錄41億人收看

國
葬
阻
日
常
生
活
如
停
擺

窮
人
手
停
口
停
惹
民
怨

◆英國在非洲的殖民主義遺禍至今。
網上圖片

◆◆英王查爾斯三世與排隊等候瞻仰英英王查爾斯三世與排隊等候瞻仰英
女王靈柩的民眾握手女王靈柩的民眾握手。。 路透社路透社

◆◆威爾斯有民眾舉起反君威爾斯有民眾舉起反君
主制標語主制標語，，公然表達對英公然表達對英
王室的不滿王室的不滿。。 路透社路透社

◆穿上軍服的查爾斯三世（前）與愛德華王子（左一）、安德魯王子
（左二）及安妮公主（右）前晚在女王靈柩旁進行守夜儀式。美聯社

◆民眾瞻仰英女王靈柩後悲從中來，需由旁人安慰。 法新社

◆有傳媒人士指已就今次工作
「綵排」了30年。 資料圖片

▲◀ 男子在人
龍中衝出，爬
上台階並觸摸
靈柩（上圖），
即時被制伏在
地（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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