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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警射橡膠彈 電擊被捕學生
全美大學援巴集會拘逾500人 警暴升級有色人種成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學反戰示威浪潮蔓延至全美及至加拿大，合共逾40間院校都有親巴勒斯

坦的大批學生示威，抗議美國一邊倒支持以色列濫殺無辜。而美國警方介入程度明顯升級，全副

武裝的警察衝入多間校園，大規模拘捕並暴力毆打學生，至當地時間周四（4月25日），過去一

周內已有超過500人被捕。在佐治亞州埃默里大學，警方使用電擊槍拘捕抗議者，發射橡膠子彈

和催淚彈驅散人群，是抗議活動爆發以來首次。南加州大學的抗議學生也與警方發生衝突，近

100人被捕，校方宣布取消原定下月10日舉行的畢業典禮，採取新安全措施。國際問題專家對

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事態一發不可收拾，根源在於巴以衝突爆發以來，美國當局一邊倒力挺以

色列，對以軍無差別攻擊導致加沙平民死傷視而不見，國際正義沒有得到伸張（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國多地大學因巴以局勢
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甚至引發暴力事件。中國
駐美國使領館提醒在美的中國留學人員，注意校
園抗議活動和當地安全形勢，增強風險防範意

識，加強自我保護，避免前往有關抗議區域和人
員密集場所，確保人身、財產和出行安全。如遇
危險或突發情況，請及時報警並與中國駐美國使
領館聯繫。

中國駐美使館提醒留學生注意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多間大學親巴勒斯坦示威學生在
今次抗議活動中都提出訴求，呼籲校方與支持以色列
的企業斷絕資金往來，包括停止接受相關企業的捐
贈，以及不再利用大學信託基金投資這些企業獲得回
報。美英媒體指出，與過去校方處理類似事件不同，
多間大學今次以種種理由堅決拒絕學生們的訴求，相
當於降低迅速解決大規模抗議的可能性。
在耶魯大學，學生們呼籲校方從支持以色列的軍用

武器製造商處撤資。然而校方表示，只有當企業業務
造成「嚴重社會傷害」，校方才會撤資，揚言企業為
已授權的軍售製造武器，不會達到撤資門檻，「這種
生產軍火是用於支持社會必要用途，例如執法行動、
維護國家安全。」
哥倫比亞大學信託基金諮詢委員會，早在今年2月就
拒絕學生們的訴求。委員會聲稱，哥大有多個附屬機
構和校友都支持以色列，校方在撤資問題上「未有廣
泛共識」。相較之下，哥大過往從石油及天然氣公司
撤資時，幾乎暢通無阻、未受任何反對。

紐約大學學生呼籲校方全面披露信託基金投資去
向，但學校發言人貝克曼辯稱校方投資目的是為「最
大限度提高回報」。對於學生們不滿亞馬遜、
Google、微軟和洛歇馬丁等公司與以色列政府合作，
許多美國的大學也以「要求不盡相同」、「涉及範圍
過廣」等理由駁回。
英國《衛報》指出，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美國
許多學生成功施壓校方，切斷與支持種族隔離政策企
業的經濟聯繫。另外，在學生們的抗議下，約250間美
國教育機構都承諾中止對化石污染企業的投資。不過
對於今次抗議浪潮，美國《華爾街郵報》引述加州大
學「打擊校園反猶太主義組織學術參與網絡主席」尤
多辯稱，「要做到準確與公平地撤資，會非常困
難。」
耶魯大學捐贈基金投資委員會前主席艾利斯則認
為，撤資運動即使成功，也很難改變相關企業的政
策，「如果學生們改為向相關公司致函、雙方召開特
別會議，或許效果會更好。」

學生促撤涉以資金 校方諸多理由拒絕

短短數天之內，從哥倫比

亞大學開始，親巴勒斯坦抗

議活動遍地開花、席捲全美

數十間大學。復旦大學中東

研究中心主任孫德剛與多名國際專家指

出，看似短時間的抗議爆發，背後是美

國政府一昧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國際正

義未得伸張，在美國社會長期積累的不

滿情緒集體宣洩。而美國皮尤中心早前

一項調查顯示，美國18歲至29歲年輕人

在巴以衝突中更同情巴人，年輕世代呼

聲陣陣，料為局勢帶來更大不確定性。

孫德剛指出，「美國大學的抗議者並

不一定是在政治上支持巴勒斯坦，他們

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同情巴勒斯坦平民

的遭遇，反對拜登政府對以色列軍事行

動的支持。今次示威抗議會產生怎樣的

影響，能否改變美國政府一貫、無底線

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從而對以色列形成

更大壓力，將取決於抗議活動後續的發

展和蔓延情況。」

他分析，現時美國總統拜登正努力在

支持以色列、與緩和抗議浪潮之間尋求

平衡，陷入兩難境地。今年 3 月民調顯

示，拜登對巴以衝突的處理正引起年輕

選民不滿，「拜登嚴重依賴年輕選民，

但可能最終會被年輕選民拋棄。如果事

態進一步惡化，不排除美方會採取更多

鎮壓措施，但此舉或對拜登競選連任造

成沉重打擊。」

鎮壓嚴厲程度難以理解
《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普立茲獎

得主麥克納馬拉亦撰文表示，美國大學

抗議活動日增，體現愈來愈多美國年輕

人對以色列採取的行動、美國對以色列

源源不斷的軍事援助，以及加沙人道主

義災難被忽視的現狀感到不滿，「我們

可以看到，示威活動是針對這些問題的

和平抗議。對加沙戰爭的分歧，不僅限

於學生。是學生們利用他們的行動，反

映了更廣闊的社會爭議。」

麥克納馬拉指出，當美國政界頻頻搬出

「反猶太主義」形容和平抗議的學生，當

警方的拘捕變得隨意，抗議浪潮只會愈演

愈烈，「這種鎮壓的嚴厲程度令人難以理

解，除了給這場想要平息的抗議活動加深

不滿情緒、製造新的分歧，我不知道當局

究竟還想實現什麼目標。」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貝拉凡特則指，

作為今次抗議活動爆發的導火線，哥大校

長沙菲克貿然要求警方進入校園、驅散和

平抗議學生的做法，引起了

極大的不滿情緒，「沙菲克

花了24小時，才發現被捕者

是一小群學生，他們只是在

學校草坪搭帳篷營地、聲援

巴勒斯坦。就連警察都顯得

困惑，警方形容學生們是和

平的，他們面對警方的突襲

沒有任何抵抗。」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美盲撐以積累不滿
國際正義未得伸張

專家專家
分析分析

◆◆持槍警員準備發射橡膠子彈持槍警員準備發射橡膠子彈。。 法新社法新社

◆◆巴黎學生佔據主要通道巴黎學生佔據主要通道，，舉舉
起手勢表達訴求起手勢表達訴求。。 美聯社美聯社

◆◆抗議學生手拉手展示決心抗議學生手拉手展示決心。。 美聯社美聯社

◆◆警員制服黑人學警員制服黑人學
生後生後，，仍向其施以仍向其施以
電擊電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至少至少66名警員合力制服手名警員合力制服手
無寸鐵的女士無寸鐵的女士。。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各間大學撐巴抗議活
動浪潮正蔓延至歐洲。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
生周三（4月24日）發起校園靜坐抗議，要
求校方對支持以色列的企業切斷經濟往來。
有參與抗議活動的學生稱，法國的政治環境
「對親巴聲音懷有敵意」，他們相信自己
「站在了歷史的正確一邊」。
法媒《國民報》報道，與美國校園抗議佔據

草坪紮營的習慣不同，法國學生通常聚集在
一幢校園建築內表示抗議。巴黎政治學院的
學生今次在聖托馬斯校區內佔據一條主要通
道，舉起標語表達訴求，亦有教職員工加入
其中。其中一名匿名學生表示，「不論是哥
倫比亞大學還是哈佛大學，美國校園發生的
事情都為我們帶來啟發，我們會留下來。」
巴黎警方表示，警方當晚和平疏散了約60

名參與靜坐抗議的學生。有學生稱，他們會
繼續表達自身訴求。
此外，比利時、德國、葡萄牙亦有親巴學

生舉行活動。葡萄牙一名國際關係專業大學
生貢薩爾維斯稱，她希望葡萄牙大學校園也
能出現類似抗議活動，「我認為如果巴勒斯坦
不自由，世界上便沒有人能夠自由，如果我
們能做到更多，便可以實現這一目標。」

抗議浪潮蔓延歐洲 法學生「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埃默里大學連日有學生組織和平抗議，警方周四進
入校園，強行拘捕多人。《華盛頓郵報》引述社

媒片段顯示，多名警察將一名抗議者推倒在地，掏出
電擊槍電擊他的腿。多名學生和教職員證實，警員發
射了橡膠子彈和催淚彈。白人女學生貝拉表示，「大
批警察包圍抗議學生在校園內的營地，有色人種學生
明顯成為攻擊目標，受到電擊和催淚彈攻擊，當我試
圖離開現場，我也被催淚彈擊中。」

南加州大學取消畢業典禮
南加州大學抗議學生當地時間周三晚與警方發生衝

突，洛杉磯警方稱，合共93人被捕，無人受傷。校方
隨後宣布取消畢業典禮，改為其他方式慶祝學生畢
業。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警方於當地時間周四晚驅散
抗議者，學校發言人約翰遜稱拒絕離場者將被拘捕、
被控刑責。在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手持盾牌和
警棍的大批警員衝入抗議人群，拘捕33人。

哈佛淋濕帳篷 學生低溫中驚醒
哈佛大學多名參與抗議學生批評，校方周四凌晨兩

次開啟草坪灑水器，將學生們的營地帳篷淋濕，多名
學生在攝氏2度的低溫中被驚醒，慌忙分發水桶、轉移
被水浸濕的標語和物資。校方已張貼警告，稱禁止未
經許可在校園內搭建帳篷。
在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抗議的學生提出新要
求，希望校方撤銷去年11月參與親巴集會被捕的數十
名學生相關處分。該校環境政策博士生麥考伊質疑，
過去校方因應環保問題和俄烏衝突，主動與相關企業
斷絕資金往來，「我認為這（斷絕與以色列相關企業
資金往來）可以實現，校方過去都做到了，為何現時
不能呢？」
在抗議中心的哥倫比亞大學，校方周四稱暫無計劃
取消畢業典禮。不過該校猶太裔大四學生希爾斯感到
擔憂，「我們進入大學第一年起，因為疫情只能遙距
授課。現時我擔心畢業典禮受阻，尤其是很多人都在
關注此地。」
希爾斯稱，他在校園內感到不安，但目睹親巴朋友

的可怕經歷更讓他擔憂，他回憶在上周六的一次衝
突，親巴學生的頭巾被粗暴扯下，還被稱作「恐怖分
子」，「我擔心校園內不人道的文化已經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