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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穆斯林女遭警強摘頭巾「如被剝衫」
加州親以示威者強拆親巴營地爆衝突 受襲學生批警袖手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常春藤盟校之一布朗大學周二（4月30
日）宣布，校方與參與撐巴和平抗議的學生達成協議，校方同
意與學生磋商、考慮中斷「與以色列相關企業」的經濟往
來，學生們則要按時結束抗議、清除校內營地。布朗大學是
全美首間精英大學積極回應學生們的撤資訴求，許多該校學
生聽聞消息，紛紛歡呼高喊口號、主動拆除帳篷以示支持。

布朗大學10月投票決定
法新社報道，布朗大學校長帕克森當日表示，學生們同意
在當日下午5時前結束抗議，直到本學年結束，不會採取違反
學校行為準則的行動。作為交換，學生們可派出5名代表，本
月與布朗大學資源管理諮詢委員會的5名成員會晤，闡述他們
的論點，即希望校方從「助長加沙種族滅絕並從中獲利的企
業」撤回資金。帕克森要求委員會在9月30日前，就撤資事
宜向校方提供建議，並在10月投票決定是否撤資。
帕克森發表聲明稱，「巴以在衝突地區帶來的破壞和傷
亡，促使許多人呼籲作出有意義的改變。」帕克森也表示，
全美各地校園的緊張局勢正在加劇，令她擔憂，「布朗大學
對透過對話、辯論、傾聽來解決分歧感到自豪，我感謝學生
們為採取措施、防止局勢升級所作出的真誠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曾被視作「自由之地」的美
國大學校園，在掀起親巴勒斯坦和平抗議浪潮
後，卻頻頻面對警方粗暴清場。《衛報》專欄
作家、佐治亞大學國際事務教授穆德指出，共
和黨極右翼議員為首的極端勢力，頻繁利用所
謂「反猶太主義」形容和平抗議，甚至將校園
污衊作「恐怖主義溫床」，令事態愈演愈烈、
衝突不斷升級，體現了美國面臨的危機。
穆德稱，縱觀今次校園撐巴抗議，起初並無

大規模暴力事件，更沒有「反猶太主義」，極
右翼分子卻加大對大學的攻擊力度，「他們將
美國大學描繪成『恐怖主義同情者的溫床』，
形容大學的存在壓迫了『真正的美國人』，這
種做法威脅言論自由核心。」

威脅美高等教育前奏
穆德批評，「美國許多大學如今成為『教育
工廠』，高等教育被高度商品化，由專業管理

者按照市場原則運作。美國當代高等教育奉行
的『新自由主義原則』，令大學管理者愈來愈
屈服於政客和私人捐助者，他們當中多數正是
代表保守派利益。」
穆德認為，針對一場局部抗議的鎮壓，勢必

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興起、蔓延全國，「現
時針對大學的攻擊，是極右勢力的政治勝利，
當前的攻擊將是極右勢力的回歸、威脅美國高
等教育的前奏。」

《紐約時報》報道，UCLA最近一周多次
有親巴與親以抗議者對峙。周二晚

間，UCLA校方忽然宣布親巴抗議營地違反校
規，警告抗議者必須離開。一批親以示威者當
晚11時闖入校園，試圖拆除親巴抗議營地，雙
方爆發衝突。社媒畫面顯示，有懷疑親以示威
者手持棍棒，不斷攻擊親巴抗議營地的木板，
有親巴抗議者手持標語牌和雨傘抵擋攻擊，亦
有學生稱他們遭到「煙花、催淚彈和胡椒噴霧
攻擊」。

哥大清場 校方稱有「外部煽動者」
應UCLA校方要求，洛杉磯警方周三凌晨約1
時50分進入校園，在抗議營地外設置屏障隔離
示威雙方。洛杉磯警方稱，UCLA校園內的大
型營地發生「多宗暴力行為」。UCLA親巴抗議
學生群體UC Divest則批評稱，親以示威團體對
親巴學生進行「恐怖」攻擊，學生們卻未獲得校
方保護，「我們今晚面臨危及生命的襲擊，完全
是可怕且卑鄙的恐怖行為。但我們大聲呼救

時，執法人員只是站在草坪邊緣、袖手旁觀。」

紐約警方兩大學拘捕300人
紐約市警方周二晚派出至少50名警察，使用
雲梯爬進抗議學生佔領的學術大樓漢密爾頓堂
二樓。警方表示，漢密爾頓堂的一樓大門被桌
椅等雜物堵塞，且窗戶上貼滿報紙，警方因此
使用閃光彈驅散人群，但否認在行動中使用過
催淚彈。警方在不足兩小時內清空漢密爾頓
堂，據報無人受傷。清場結束後，多名學生被
雙手反綁，由警察帶離校園。哥大校長沙菲克
要求警方駐守校園，至少維持到5月17日。
紐約市警方在哥倫比亞大學以及鄰近紐約市
立學院的清場行動，共拘捕大約300人。
美國廣播公司（ABC）下轄電視台ABC15報
道，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抗議活動中，有4名
相信是穆斯林女子的頭巾被警員強行摘除。一
名女子批評稱，「這對於我們就像被除去衣衫
一樣，他們（指警察）拿走了我的頭巾，剝奪
了我的（宗教信仰）權利和尊嚴。我們會考慮

採取法律行動。」
紐約市市長亞當斯聲稱，警方知悉哥大學生

佔領漢密爾頓堂，是受到「外部煽動者」煽
動，但《衛報》指出，亞當斯和持同一觀點的
哥大校方，均未提供理據支持「外部煽動者」
一說。參與抗議活動的哥大學生代表、巴勒斯
坦學生哈利勒向路透社表示，他所知的抗議者
都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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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國大學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

抗議活動持續兩個多星期後，前晚各

地再次發生警方強硬清場及搜捕示威

學生的事件。如今這輪支持巴勒斯坦

的校園示威，已經愈來愈有 1960 年代美國校園反

越戰運動的影子，儘管不少大學管理層都試圖以引

入警方清場的方法去鎮壓示威，但歷史經驗顯示，

美國政界和學界一天不正視抗議浪潮的深層原因，

這場校園危機都不會得到解決。

要分析這次美國校園危機的深層原因，需要從

兩個方面去看：第一，是美國不同世代之間對巴

以問題的觀點的轉變，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巴勒斯

坦的同情遠高於對以色列或猶太民族的同情；第

二，是美國某些政客企圖藉着將示威抹黑成「反

猶」或「恐怖主義」來謀取政治利益，從而使危機

愈演愈烈。

先說第一點，美國民意向來以親以色列為主流，

但去年10月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YouGov進行的

一項民調顯示，在這輪衝突中有28%的18至29歲

美國人認為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更值得同情，高於同

情以色列人的20%，是所有人口中唯一較為同情巴

勒斯坦人的年齡組別。認為美國在這輪衝突中保護以色列是

「非常重要」的年輕人比率更只有14%，遠少過65歲或以上

的約六成多。

這反映了美國社會對巴以問題看法的「世代差異」：戰時

和戰後一輩美國人對納粹大屠殺及以色列立國過程中「以弱

勝強」打贏多場中東戰場的印象較深，令他們情感上較傾向

以色列一方；相反，年輕一代自懂事起對巴以問題的印象就

只有「加沙巴勒斯坦人如何被迫害」、「猶太殖民區如何侵

佔西岸巴人土地」，在他們眼中以色列從來都是處於加害一

方的「強者」，巴人才是被迫害的「弱者」，情感上自然更

傾向巴人，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大學校園會爆發類似反越戰

示威的親巴勒斯坦抗議浪潮，但同時又會遭到社會和政界大

部分人疏遠甚至反對。

事實上，這次親巴勒斯坦抗議過程大致非常和平，只要校

方和警方冷靜處理，應該不至於演變成當前的危機，問題就

出在第二點。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美國主流、尤其是老一輩民意仍然親

以，很多政客因此都會以「炮打反猶主義」來獲得所謂道德

高地和撈取政治資本，好在 11 月舉行的大選中爭取選民支

持，這次親巴勒斯坦校園示威正正給了他們一個好機會，就

像當年反越戰抗議浪潮中，示威學生被政客抹黑為「不愛

國」甚至「親共」，如今親巴勒斯坦學生也被部分政客蓄意

抹黑成「反猶」甚至是「恐怖分子」，並以此施壓要求大學

管理層強硬處理，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沙菲克上月中首次

要求警方進校清場，正正就是在眾議院聽證會上遭到議員圍

攻「處理校內反猶主義不力」之後。

可以說，只要美國民意對巴以問題看法的世代差異沒有出

現重大變化，在政客的挑撥和煽風點火下，這次美國大學校

園親巴勒斯坦抗議浪潮將難以有和平解決的機會，至於會不

會發展成當年反越戰示威中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國民

警衛隊鎮壓示威期間槍殺4名大學生），就看當政者是否懂得

汲取歷史教訓了。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學校園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已有逾1,000人被捕，部分校園內出現暴力衝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周三（5月1日）凌晨有數十名親以色列示威者闖入，試圖拆除親巴學生的抗議營地，雙方爆發衝突，有人投擲閃

光彈和催淚彈，洛杉磯警方進入校園維持秩序。而紐約市警方周二則派出數百警力，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學院清

場，拘捕逾300人。哥大校方和紐約警方均宣稱，抗議活動有「外部煽動者」介入。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行動蔓延至加拿大各
地大學，魁北克省麥基爾大學一批學生率先於
上周六（4月27日）在校園搭起帳篷抗議以色
列入侵加沙，並要求校方切斷與以色列公司的
商業聯繫和資助。麥基爾大學周二（4月 30
日）表示已經要求警方介入提供協助，另有兩
名學生入稟法院要求禁制校園抗議行動，免致
影響學生正常上課。

「不容忍抗議者校園內搭帳篷」
麥基爾大學發言人發表聲明指出，校方已經
通知學生在校園築營是未經授權，要求他們收
拾隨身物品離開。不過，校方指大多數人選擇
留守，當中有一些人並非麥基爾學生。大學曾
與抗議學生代表進行對話，但雙方未能達成解

決方案，校方在預期不能和解下請求警方協助
解決。麥基爾大學附近見到警方電單車派駐，
但未見行動。學生代表不滿校方求助警方，直
指大學不尊重學生的訴求。據悉，麥基爾大學
正在調查社交平台一段視頻，當中涉及有人在
大學內發表「反猶太主義」言論。
另外，位於溫哥華的卑詩大學亦出現支持巴
人的營地，參與者包括學生和溫哥華社區的成
員。卑詩大學發言人周一表示，抗議者沒有獲
得設置營地和路障的許可，而校方正在聯繫警
方監測抗議行動。約80名抗議者周一在大學運
動場搭起帳篷，並在營地周圍的圍欄掛起橫
額，列舉他們要求卑詩大學與以色列3間大學
斷絕關係，並且終止與以色列公司的商業聯
繫。直至周一，營地內已搭建了約30個帳篷，
其中一些帳篷內裝滿大量樽裝水、食物和床上

用品，更附設兩個流動廁所。學生表示，他們
會抗議直至校方答應全部要求。卑詩省省長伊
比呼籲大學當局與學生進行接觸，並在校園言
論自由權利與有需要確保各種背景人士人身安
全之間取得平衡。
在安大略省，多倫多大學和渥太華大學明確

表示校方允許學生抗議，但不會容忍他們在校
園搭帳篷和佔領大學建築物。多倫多大學學生
事務處在周日發出電郵指出，大學尊重言論自
由及合法和平抗議，但這些自由必定存着限
制。為了防止未經授權的抗議行動，大學已經
關閉一些設施，並且築起圍欄。渥太華大學也
發出類似的警告，說明校方不會容忍任何煽動
暴力、騷擾或仇恨行為。渥太華大學巴勒斯坦
學生協會周一在校園進行靜坐，要求校方與供
應武器給以色列的公司斷絕聯繫。

加國多地學生搭營 校方要求警方介入

極右污衊校園恐怖主義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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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間常春藤盟校
回應學生撤資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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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學生被親以示
威者毆打。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