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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面對席捲全美多間大學的撐巴勒

斯坦及反戰的和平抗議浪潮，美國政客均拒絕回

應學生訴求。在共和黨主政的「紅州」，多名政客

強硬對待所謂「反猶太示威」，揚言要讓參與抗

議的學生坐牢。民主黨主政的「藍州」政客則避

而不談抗議主題，將其歸咎於所謂「外部勢力煽

動」。國際事務專家指出，美國政界一味支持以色

列的政策，已經與美國民眾態度出現明顯分歧，

加上不少政客為撈取個人政治利益攪局，愈演愈

烈的抗議浪潮凸顯美國面臨嚴峻的管治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白宮記者協會年度晚宴於上
周六（4月27日）晚在華盛頓一間酒店舉行，數百名
抗議者在酒店外舉行集會，表達對新一輪巴以衝
突、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等問題的擔憂，同時譴
責美國總統拜登對這場衝突的處理方式，以及西方
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拜登罕有地「走後門」進
場，但仍被示威者爆粗辱罵。
在晚宴舉行前，20多名巴勒斯坦記者發表一封公

開信，敦促他們的美國同事抵制晚宴，引起外界關

注。美聯社稱，有抗議者向酒店外準備參加晚宴的
人員高喊「你們真可恥」、「你們手上沾滿鮮血」。

拜登演講未提加沙
抗議者表示，「美國媒體延續反巴勒斯坦的敘

事，無視以色列戰爭罪行。記者晚宴只不過是對美
政府行動的慶祝和認可，並不是新聞報道，這是共
謀。」還有抗議人士從酒店一個房間的窗戶，掛出
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旗幟。

報道還稱，拜登的車隊當天從白宮前往舉辦晚宴
的酒店時，選擇了與往年不同的路線，基本上避開
示威人群。拜登經酒店後門前往晚宴現場，避開酒
店前發生的抗議活動，但在他抵達酒店後門時，仍
被一群抗議者辱罵，呼籲拜登施壓以色列停火。
拜登在晚宴上發表約10分鐘演講，但隻字不提巴

以衝突或加沙日益嚴重的人道危機。美國記者協會
主席奧唐納是為數不多提起巴以衝突的演講者，她
簡短地提到，約100名記者在巴以衝突中喪生。

數百人踩場白宮記者晚宴 拜登走後門進場

華盛頓警抗拒清場要求

華盛頓警抗拒清場要求

◆與會人士被示威者辱罵。 美聯社

學生回擊反猶批評
「這裏200多人是猶太人」
香港文匯報訊 位於紐約曼哈頓的哥
倫比亞大學，是美國最早爆發抗議活
動的大學。在草坪廣場設置的帳篷抗
議區內，有記者問學生「這種抗議行
為受到反猶太主義的批評」時，一名
學生感到憤怒，對此表示反對。
學生阿里表示，「在這裏走來走去
的人中，有200多人是猶太人」。被問
到是否擔心被拘捕或被開除時，他表
示「與加沙民眾面臨種族滅絕的情況
相比，我們被開除算不了什麼」。

留學生憂被捕後果嚴重
據媒體報道，在哥大抗議營地內，

夜間的活躍度明顯高於白天，說明部
分學生並非全日駐紮，而是白天離
開，正常上課和學習。也有學生在集

體交流時透露自己的顧慮，擔心由於
參與抗議活動而被校方秋後算賬，影
響畢業甚至學業。一直關注這場抗議
的留學生蕭同學表示，雖然很有興趣
參與這歷史性的事件，但自己留學生
的身份是個障礙，一旦被捕或被處
分，後果不堪設想。
同樣在曼哈頓的紐約大學，每幢建
築都有保安人員確認出入人士的身
份，並對人員出入進行嚴格控制。隨
着紐約大學的廣場被封鎖，學生和市
民開始在大學對面的公園繼續舉行抗
議。一名派發傳單的市民表示，「因
政府害怕我們的聲音被傳開來，所以
拘捕學生。」學生艾肯表示，「拜登
政府應停止向以色列提供金錢或武器
支援，因為這太噁心了。」

《國會山報》報道，在屬紅州的佛羅里達州和得克薩
斯州，州政府均揚言嚴肅處理撐巴抗議活動。佛

州州長德桑蒂斯威脅稱，如果學生參與抗議違反校規，
可面臨停學處分、長達3年不能返校。德桑蒂斯不忘對比
稱，「在（藍州的）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等地，
『哈馬斯抗議者』佔據統治地位，軟弱的大學不敢採取
行動，即使這些『暴徒』騷擾猶太學生和教職員。」

州長可擺布大學領導層懲罰學生
得州當局則派出警力，闖入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等學

校拘捕參與抗議的學生。州長阿博特上周三（4月 24
日）稱，得州不容忍所謂「反猶太主義」，「所有抗議
者都應被關進監獄」。諷刺的是，就在阿博特發聲翌
日，當地大批參與抗議學生便被釋放，當地檢方承認沒
有足夠證據，不會對學生們提出任何指控。
民主黨人則在藍州反覆宣稱抗議活動有「外部勢力」
滲透。紐約市長亞當斯上周二稱，作為抗議活動中心的
哥倫比亞大學有「外部煽動者」攪局，「我們不能任由
他們破壞秩序」。南加州大學超過90人被捕後，州長紐
瑟姆急忙撲火，稱當局會維護學生「和平且不帶仇恨進
行抗議的權利」。
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教育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格林

表示，各州州長雖無權直接懲罰學生，但可以設法影響
大學領導層、尤其公立大學的決定。德桑蒂斯今年已出
手、否決佛羅里達新文理學院一項理事會任命，透過控
制理事會間接影響大學管理層人事任命，確保學校發展
方向「與佛州政治優先事項同步」，「共和黨人不太同情巴
勒斯坦，他們需要『掌控局勢』來吸引保守派選票。」

大學生重要票倉 民主黨陷兩難
智庫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埃爾金迪形容，在美國政

界，軍援盟友以色列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然
而對於民主黨而言，軍援以色列政策已受到許多選民反
對，「這種選民態度與政黨政策的巨大差距總會收窄，
除非民主黨希望與選民永遠態度不和，我無法想像他們
願意這樣。」
美國智庫昆西研究所副所長帕西稱，大學生是民主黨的
重要票倉，「他們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提出新的質疑、施
壓民主黨盡快為加沙採取行動。大規模校園抗議活動無法
平息，對一面口頭批評以色列、一面堅持對以軍援，明顯
言行不一的拜登政府而言，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香港文匯報訊 全美大學掀起抗議活
動，要求校方排除所有與以色列有關
的資金，但是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
學已明確拒絕學生提出的要求，令這
場示威浪潮未有平息跡象。
據彭博社報道，包括哈佛大學、哥
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和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等學府，參與抗議的學生揚
言若不達目的，將不停止抗議。柏克
萊加大法學院學生、抗議活動領導人
阿法內表示，「我們寧願冒着被停
課、開除和拘捕的風險，我認為會給
（校方）壓力。」
報道指出，若依照抗議學生的訴
求，意味着貝萊德、Google與亞馬遜
Amazon雲端、洛歇馬丁的資金都得排
除。不過數十年來，從大學到國會皆

反對對以色列採取「抵制、撤資、制
裁」（BDS）行動，全國逾半數州份包括
紐約州和加州的法律，也不鼓勵對以
色列採用BDS行動。加州眾議院民主
黨核心小組主席茲布爾表示，「我向來
就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太主義，包括
透過BDS行動歧視以色列人或將其妖
魔化。」
然而去年10月巴以衝突發生以來，
數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反以色列聲
浪席捲全美精英學府，據哈佛的學生
報報道，哈佛校園出現30個帳篷打算
長期抗爭，校方稱全力維護言論自由
與學生安全，但在撤資方面完全不妥
協。報道指出，哈佛是全美獲得捐款
最多的大學，校方明確表示「反對抵
制以色列及其學術機構的呼聲」。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學生支持巴勒
斯坦的示威浪潮愈演愈烈，類似的抗
議活動也向海外蔓延。英國《泰晤士
報》等多家媒體報道，華威大學、倫敦
大學學院、愛丁堡大學等英國學府，
也發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抗
議者向所在大學提出多項要求，包括
「斷絕與參與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企
業之間的聯繫」，以及承諾幫助重建
加沙被破壞的學校。

「從紐約到巴黎再到悉尼」
多名學生在華威大學舉行抗議活
動，有抗議者還搭起帳篷（圖）。這場
抗議活動由一個名為「華威與巴勒斯
坦站在一起」的組織發起，該組織在
社媒發文稱，「我們與世界各地的大

學生團結一致，從紐約的哥倫比亞大
學到巴黎再到悉尼」。
澳洲悉尼大學的學生也效仿美國學
生的做法，在校園內的草坪上搭起帳
篷，懸掛出巴勒斯坦旗幟，並拉支持
巴勒斯坦建國及聲援美國大學學生的
橫額，寫上「哥倫比亞大學第一，悉尼
大學下一間」。在墨爾本大學，逾百名
學生在校園內舉行抗議，要求校方切
斷與美國洛歇馬丁公司等軍火生產商
的關係。

示威浪潮蔓延英澳學府

哈佛哥大拒斬纜涉以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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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 美國大學聲援

巴勒斯坦的示威浪潮逐漸蔓
延至全美，警察再進入多間大學清

場，拘捕約200人（圖），連日來已有逾700
人被捕。據報有警隊憂慮再涉入干預和平示
威的衝突場面，拒絕應校方要求清場。
在波士頓的東北大學，警員上周六（4

月27日）進入校園清場，在試圖帶走被捕
示威者時，被其他示威民眾包圍，他們批
評警方是種族滅絕的幫兇。馬薩諸塞州警
方表示，他們協助東北大學校方清除示威
者在校園的營地，行動中拘捕約100人。
東北大學發聲明稱，示威受到與大學無
關的「專業示威者」滲透，又指有示威
者呼喊反猶太口號，決定請求警方介
入。參與示威的學生反駁稱校方抹黑學
生，漠視學生要求加沙停火及斷絕與以
色列有關企業來往的訴求。
警方同日在印第安納大學和亞利桑那

州立大學全副武裝進入校園清場，共拘

捕近百人。

憂慮影響觀感
美國大學抗議浪潮至今逾

700人被捕，部分人其後已獲
釋。《華盛頓郵報》報道，華盛
頓警察局憂慮警員干預和平示威的
場面，影響對警隊的觀感，暫時拒
絕應喬治華盛頓大學要求進入校園清
場，只在大學外戒備和架設路障，阻止
更多人加入留守。
有關注警察執法的智庫表示，警方過去

較少拒絕大學要求驅散示威者，但校方
應向警方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讓警察
有充分理據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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