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
◆2019 年反修

例事件期間，
暴徒分散闖入
多間大學，
肆意破壞持
續數月。

◆以警方最早
進入的哥倫
比亞大學計
算，由上周
三（4 月 17
日）起至今。

警方進校園 凸顯美雙標
學生做法

◆在校園內製造大量汽油彈，掘起磚頭及割斷
燈柱作路障，使用大量攻擊性武器及危險
品，向警方投擲汽油彈及硬物，打砸破壞公
共設施，堵塞癱瘓交通要道，惡意縱火破
壞。單是理大事件中，警方共檢獲6,500件
形形色色的致命武器。

◆學生在校園指定空地搭建帳篷營地，懸掛
抗議標語和巴勒斯坦旗幟等，組織和平演
說。部分學校抗議學生與警方時有糾紛。
耶魯大學稱，抗議活動出現恐嚇、騷擾、
推撞人群等行為。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洪堡
分校稱，部分學生把自己反鎖在一座建築
物內拒絕撤出。

警方反應
◆警方進入理大校園後，及時處理危險
品及攻擊性武器，就校園被破壞的情
況進行搜證，完成蒐證和移除危險品
工作後，解除對校園的封鎖。行動期
間，警方對未成年和有醫療需要的人
作特別安排，無即時拘捕。

◆全美各地警方拘捕數百名學生及至少
一名記者。至少兩名在紐約大學採訪
的記者稱，遭警方以胡椒噴霧攻
擊。兩名紐約警官表示人群中存在
「專業煽動者」資助抗議活動，理據
只是各校園抗議活動中的帳篷「看來
都一樣」。

西方傳媒反應
◆多間西方傳媒稱學生為應對「暴力鎮
壓」採取抗議行動。英國廣播公司
（BBC）在理大事件期間稱，「面對警
方日益嚴厲的鎮壓，抗議者拿起各
種各樣武器，包括可能在校園收集
弓箭和標槍」。

◆傳媒報道多數指抗議活動和平進
行，但稱校園內的緊張局勢「引發
人們對校園安全的擔憂」。

西方政界反應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發文稱，事件威
脅港人和外國學生安全，根本原因是所謂「港
人的民主自由被政府否定」。英國首相府發言
人表示，倫敦支持「和平示威權利」。歐盟委
員會發言人稱，香港警方行動亦必須合理及保
障民眾「和平集會及言論自由」。

◆總統拜登、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及多名政客
稱，校園內不能容忍「反猶太主義」。約
翰遜揚言實施暴力行為者應被捕，國民警
衛軍應「適時出動」。得州州長阿博特
稱，參與「充滿仇恨和反猶太抗議活動」
的學生應被革除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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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眾議院資深民主黨議員史密斯表示，
抗議人士呼籲以色列停火，擾亂美國的公共活動和基礎設
施，他們正進行「左翼法西斯主義」犯罪行為，應被拘捕。
史密斯說，「恐嚇就是一種策略， 恐嚇和試圖令反對
者噤聲，這就是左翼法西斯主義或左翼極權主義。」他提
到有示威者早前擾亂一場市政廳會議，要求以色列停止轟
炸加沙，「破壞性和激進的抗議活動屬於非法，且非常危
險。我理解他們的情緒，這是關乎生死的問題，但這不是
抗議者應做的行為。他們試圖壓制反對聲音及恫嚇決策官
員。我參加市政廳會議已有34年，即使如何激烈爭辯的場
合，我從來沒有遇過這種無法控制的場面。」
他批評示威者目的不是表達他們的觀點，而是讓任何
反對他們的人噤聲，確保只有一個聲音被聽到。而到公
職人員住所外抗議，屬於犯罪行為，這些人應被拘捕。

美議員稱抗議者
「左翼法西斯」

香港文匯報訊 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連日
席捲美國多間大學，在最初發起示威的哥倫比
亞大學，有學生批評警方進入校園拘捕示威
者，令情況變得混亂，強調示威和平進行，主
要目的是反戰，並非反猶。
部分聲援巴勒斯坦的學生本月17日建立「加
沙團結營地」，反對校方與以色列的商業往
來。紐約市警方翌日以非法侵入罪拘捕百多名
學生，大學及其下屬的巴納德學院勒令數十名
參與抗議的學生停學。
在現場參與抗議的華人留學生小草（化名）
說，「1968年越戰爆發時，哥大學生也曾舉行類
似抗議活動，當時的行動比這次更激進，但最後
學校同意學生們所有訴求。雖然我們無法透過這

次行動，改變美政府在巴以問題的立場和做法，
但在哥大帶頭下，其他大學的學生也加入我們的
行列，也有很多媒體開始關注這事。」

警拘學生引眾怒 反令事情擴大
在4月18日下午，全副武裝的紐約警察湧入
哥大校園，與搭建營地的學生對峙，其後展開
拘捕。小草對校方授權警方進校的舉動深感不
解，她表示雖理解校方的安全顧慮，但哥大作
為立場偏左的美國大學，時常舉行各種遊行集
會，此前也發生多次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這
次抗議活動並沒有產生滋擾路人或破壞校園秩
序等問題。在警察拘捕百多名學生後，感覺事
情突然擴大，因為引起了眾怒。

法學院講師卡瓦賈也持類似觀點，認為從各種
角度來看，這次活動並不屬於暴力抗議，「一群
學生在校園中央的草坪露營，與平時沒有什麼區
別。」小草說，和平的抗議示威不應涉及警方拘
捕，這是一種對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以及抗議示
威自由的侵犯。「我個人覺得，與同學們的示威
相比，校方及警方封校和控制人流的舉動更具破
壞性，更應被視為擾亂學校日常秩序的行為。」
對於外界認為的校園內已滋生反猶太主義的

觀點，小草並不認同，「我並非說這次行動完
全不存在反猶太聲音，在局勢混亂的情況下，
很可能會混進不同觀點的人，但可以肯定的
是，這次參與佔領行動的主流群體，都是持反
種族滅絕和反戰主張的學生。 」

學生：反戰非反猶 警方介入更混亂

全美多間大學聲援巴勒斯坦的和平抗議活
動，遭到警方衝入校園清場拉人，此情此景不
難令人想起 2019 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理大
等多間大學被黑暴分子當作「兵工廠」，香港

警方進行清場的情況。然而將黑暴分子形容為「抗爭
者」的西方傳媒和政客，如今卻話鋒一轉，手持標語的
普通美國大學生，成了所謂極端、暴力的「反猶太主義
者」，充分體現這些傳媒與政客扭曲事實、顛倒黑白，
已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今次的撐巴抗議浪潮，與極端似乎沾不上邊。縱觀全
美各間大學，學生們的訴求非常一致，就是要求校方暫
停與以色列相關企業的經濟往來。如果公然喊出煽動顛
覆口號的黑暴分子，可以被形容為所謂「追求自由的勇
士」，那麼呼籲學校更清晰列出資金來源和具體用途的
普通學生，與「煽動仇恨」又有何關聯呢？

今次的撐巴抗議浪潮，更說不上有任何暴力。現時在
美國各大學草坪紮營、豎起標語的場景，與香港修例風
波中校園內放滿汽油彈、攻擊性武器堆積如山的情形相
去甚遠。全美各地從學生、校方、警方到市政當局，都
證明學生們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政客們除扣上一頂混
淆視聽的「反猶太主義」帽子，似乎顯得別無他法。

美國政界和傳媒的雙標，不禁令人想起「鐳射筆事
件」，當時大批西方傳媒將浸大學生會前會長方仲賢購
買的高能量鐳射槍，形容為所謂「常用教學道具」。不
過就在2020年，美國波特蘭執法人員被示威者用強激光
武器照射受傷，國土安全部時任副部長庫奇內利趕忙利
用與香港警方同樣的方法，展示這種武器的威力。這時
的美國政界和傳媒已絕口不提「教學道具」，趕忙形容
「這是我們前所未見的暴力」。

須知雙標的本質，實則是政治利益驅動。香港修例風波
的黑暴分子背後，有大量外部勢力參與策劃。今次早在美
國校園掀起抗議浪潮前，國會大批政客已窮追猛打，用所
謂「反猶太主義」針對各間大學正常的抗議活動。

但真正的公平正義，不會被政治利益蒙蔽，民眾們都
希望擁有安定的生活環境，和平自由表達訴求。西方傳
媒和政界一貫的雙標做法，不可能平息學生們的怒火，
亦不可能將謊言包裝作真相。

暴力打壓和平集會
扭曲事實顛倒黑白

鍾卓儀

約翰遜周三在哥大與猶太學生和拉比
（猶太教神職人員）會晤，站在抗議

活動帳篷營地前演說。在連串響亮的噓聲
中，約翰遜聲稱不能容忍「仇恨和反猶太主
義」在校園盛行，「我和我的同僚（共和黨
眾議員）呼籲，沙菲克應當辭職。我離開後
會與拜登（總統）通電話，要求他採取行
動，如果威脅和恐嚇沒有停止，那麼國民警
衛軍進入學校就是適當的時機。」
約翰遜演說期間，台下不斷爆發噓聲，學

生們齊聲高呼「停止加沙種族滅絕」等口
號，以及早前被美國眾院定義為「反猶太主
義」的口號「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將獲
得自由。」在學生提問期間，部分學生更要
求約翰遜「滾出我們的校園！」

哥大允延長清理抗議營地
哥大校方與學生代表周三談判取得進展，

校方允許延長清理學生抗議營地時限48小
時，但局勢依然緊張。約翰遜發表演說後，
哥大發言人本．張當晚緊急表示，計劃派遣
國民警衛軍進入學校的傳言「不真實且未經

證實」。但他稱，現時的抗議活動違反大學
規定，校方重點是恢復學校運作秩序。

得大爆暴力衝突 警員推倒記者
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周三的抗議活動發生

暴力衝突，至少20人被捕，包括一名霍士新
聞台攝影記者。現場畫面顯示，學生們手持
抗議標語高呼口號走出課室，數名騎警與手
持警棍的警察排成一排，將抗議者推倒在草
坪上，被捕記者被警察打倒在地。得州州長
阿博特揚言，所有抗議者都應被送入監獄。
紐約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等學府均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在加州州
立理工大學洪堡分校，參與抗議活動的學生連
續3天佔據同一幢建築物，校方關閉校園，轉
為網絡授課。在南加州大學，警方多次與抗議
學生發生衝突，並拆除多個營地帳篷。
亞當斯周二稱，有「外部煽動者」在抗議

活動中搞局，「我們不能任由他們破壞秩
序」。亞當斯承認絕大多數抗議活動均和平
進行，他稱市政府會提供更多資源，協助哥
大平息抗議活動。

眾院議長威脅出動國民警衛軍 學生高呼「滾出校園」

警大舉拘捕學生記者警大舉拘捕學生記者
美大學撐巴抗議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各地大學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愈演愈烈，蔓

延至全國數十間大學，警方多次進入校園，與抗議者爆發衝突，大批學

生及至少一名記者被捕。眾議院共和黨籍議長約翰遜周三（4月24日）

前往最初爆發示威的哥倫比亞大學，其間揚言國民警衛軍應在適當時機

出動，進入校園控制局勢，並要求哥大校長沙菲克辭職。紐約市長亞當

斯亦聲稱有「外部煽動者」擾亂抗議活動，才導致破壞秩序。

◆◆得大爆暴力衝突得大爆暴力衝突，，有有
示威者被推倒示威者被推倒。。 美聯社美聯社

◆大批警員闖入得大拘捕示威學生。 美聯社

◆哥大限學生抗議營地48小時內清拆。 法新社

◆警方粗暴地將抗議者帶走。 美聯社

◆◆有抗議學生被推倒在地有抗議學生被推倒在地。。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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