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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眾議院周三（5月1日）
以320票贊成、91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
「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以打擊大學校園的
反猶太主義行為。

耶魯等校長出席聽證會
紐約州共和黨議員勞勒提出這項法案，大部
分投反對票的均為民主黨人，部分溫和派民主
黨人則支持法案。該法案將要求
教育部在執行反歧視法時，使用
「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對反猶
太主義的定義。該法案後續將提
交參議院進行表決。
勞勒指出，每一代猶太人都被
當作替罪羔羊受到騷擾，更被逐
出家園和遭到殺害，猶太人現在
需要美國以行動支持。然而民主
黨眾議員賈亞帕爾指責共和黨人
視反猶太主義為政治手段，批評
法案定義過於概括。民主黨眾議

員雅各布斯亦強調，把言論自由和仇恨犯罪混
為一談，不會令猶太學生更安全。
眾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周二宣布，將傳
召耶魯大學校長蘇必德、密歇根大學校長小野
三泰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長布洛克，於5月
23日出席聽證會，回應校園的反猶太主義問
題。今年以來，美國國會已多次就校園反猶主
義問題，傳召頂尖學府的校長。

眾院通過法案打擊校園「反猶」行為

范鴻達表示，自新一輪巴以衝突去年
10月爆發以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

威活動在美大學校園時有發生，但紐約哥
倫比亞大學校長讓警方進入校園，導致
100多名參與挺巴集會的學生被捕後，這
場美國大學反戰活動宛如踩了油門，愈來
愈多學校加入行動，形成一片燎原之火。

撐巴衡量一個人公平正義
范鴻達稱，由於網絡普及發達，在加沙

發生的戰爭慘狀迅速傳遍全世界，並在全
球範圍內冒起一種廣泛的聲援巴勒斯坦活
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聲援巴勒斯坦已
上升至用以衡量一個人是否公平正義的程
度。
他指出去年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時，發現那裏有師生舉行抗議活動，撐巴
一方是主流，以色列支持者屬少數。這跟
如今正在美國各大學進行的抗議活動情況
類似。他表示，儘管這兩周美媒蜂擁報道
大學抗議事件，但在他的感受中，實際事
態並不如美媒描繪得那麼嚴峻，例如柏克
萊分校過去數天的抗議活動，都表現得非
常平靜、理性，而現時大部分正舉行抗議
的大學校園，主要是進行一種有序的意見
表達，像哥大發生激烈衝突屬少數。而觀
察這些抗議活動升級的學校可以發現，校
園裏基本上都出現警方介入情況。校方報
警的舉動讓師生認為其言論自由的權利被
侵犯，在這個過程中校方站到師生的對立
面。
范鴻達表示，許多人將抗議升級歸咎校
內親巴勢力和親以勢力兩派對抗，其實不
然，事實上之前的派別之爭，已進一步演

變成師生和校方之間的矛盾。無論
是親巴團體或親以團體，任何一方
都反對學校請求警方進入校園。

「甩鍋」中國成美慣常操作
此次抗議也顯示出其背後各方
政治力量的暗湧，尤其隨着今年
大選將近，這種角力也慢慢顯
現。《國會山莊報》曾報道，大
學抗議活動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後，「哥倫比亞大學成為國會朝
聖地」，當時至少8名議員包括眾
院議長約翰遜趕到哥大，且無一
例外地表達對猶太學生處境的擔
憂，「現在美國高層較統一的思
想，就是把校園抗議與反猶太主
義扯到一起，包括總統拜登政
府也是這樣，這就是大選帶來
的影響之一。對美國的政治選
舉候選人來說，他必須作出明
確表態，拜登政府現在就是兩
難，一邊他得罪不起以色列的
院外游說勢力，另一邊又要爭
取阿拉伯裔的選票。
除了給大學連串抗議貼上「反
猶」標籤，在這敏感時刻，還有不
少美國政客趁機顯示「存在感」，稱活
動中存在「外部煽動力量」，甚至故技
重施「甩鍋」中國，無中生有指責中國
「資助」抗議組織。范鴻達認為美方的
這一慣常操作，一方面是為今年大選服
務，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美國的自信心下
降，在內部政治緊張局勢下，須樹立一
個「最大的競爭對手」以轉移矛盾。

親歷示威中國學者：警介入致校方師生矛盾大爆發

警加強鎮壓力度 30大學拘逾1600人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校園示威日趨激烈，年輕群體
不滿總統拜登偏袒以色列。然而自4月22日評論校園
示威為「反猶抗議活動」後，拜登一直保持沉默。他的
競選對手特朗普周三（5月1日）嘲諷說，「拜登應是我
們國家的聲音，但肯定不是很大的聲音，因為沒有人
聽見。」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分析，若示威失
控、拜登在年輕選民中失去支持，他試圖尋求連任將
受重大打擊。

年輕群體支持率落後11個百分點
年輕群體是民主黨的重要票源，然而據CNN民

調，拜登在18歲至34歲年輕群體的支持率，落後

特朗普11個百分點。民調負責人阿吉斯塔表示，拜
登在每個問題上都陷入困境，其中最糟糕是對巴以
衝突的處理，整體反對率達71%，在年輕群體中更
高達81%，連民主黨人的反對率都過半。此外，
65%受訪年輕人認為拜登在總統任期間是失敗的。
《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布雷克指出，民眾情緒
高漲、民主黨內支持巴以各半，拜登被迫在衝突中
保持謹慎態度。然而隨着動盪加劇，拜登無法沉默
太久，愈來愈多民主黨人開始反對校園示威。若拜
登無法利用總統職位引導重要議題的論述，反而任
由情況惡化、分歧加劇，將對拜登帶來真正的危
機。

眾議院議長約翰遜
◆4月24日到訪哥倫比亞大學，表示「反猶太
主義病毒在全美大學蔓延，若情況不能迅速得
到控制，國民警衛軍就應在合適時機出動。」

美國總統拜登
◆4月22日在弗吉尼亞州參加世界地球日活
動後說，「我譴責反猶主義的抗議，這就是
為何我設立一套程序來解決這問題。」

共和黨眾議員伯利森
◆聯同多名眾議員於4月26日向常春
藤聯盟捐助者發公開信， 「敦促哥倫比亞
大學的捐助者和校友停止對該校的所有支
持，直到校長沙菲克辭職，以及該校證明能
保護猶太學生並反對反猶主義。」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曾於任內簽署行政命令打擊校園反猶太
主義，他5月1日在造勢活動上，稱
撐巴示威者是一群「憤怒的瘋子」，
「看到紐約警察突襲撐巴學生
佔領的哥大建築物，是一件
非常美好的事。」

共和黨眾議員勞勒和
民主黨眾議員托雷斯
◆於 4月 26 日提出《哥倫比亞法
案》，規定接受聯邦資助的大學和學
院須設立反猶太主義監控員。

政客一致指責「反猶」

美朝野美朝野爭貼爭貼「「反猶反猶」」標籤標籤為大選角力為大選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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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學校園示威持續升級，去年底以訪

問學者身份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上海外國語大學中

東研究所教授范鴻達，講述他親歷的示威活動，認為大致

和平進行，但警方採取強硬行動激化示威，還指出美朝野

一致為抗議活動貼上「反猶」標籤，為臨近的大選角力。

香港文匯報訊 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周三（5月1
日）在首都波哥大宣布，哥倫比亞周四起與以色列
斷絕一切外交關係。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盛讚
此舉動是一大「勝利」。
佩特羅在波哥大舉行的一個集會上說，之所以與

以色列斷交，是因為以色列領導人「搞種族滅絕」。
他強調，「我們不能回到種族滅絕一整個民族的時
代。」
以色列外長卡茨當天在社媒發文，譴責佩特羅宣

布與以色列斷絕外交關係，並稱以哥關係不會被改
變，他說「以色列和哥倫比亞的關係一直良好」，
佩特羅「無法改變這一點」。

自去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輪衝突爆發以來，哥倫
比亞與以色列關係一直非常緊張。佩特羅多次抨擊
以色列，並呼籲其他拉美國家與哥倫比亞一起，對
以色列作出譴責。去年10月底，佩特羅宣布召回哥
駐以色列大使。去年12月29日，南非向國際法院
提出訴訟，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今年
1月26日，國際法院發布具有約束力的「臨時措
施」，要求以色列遵守《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
約》，防止在加沙
發生針對巴人的種
族滅絕行為。

批以發動種族滅絕 哥倫比亞與以斷交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學校園撐巴示威浪潮已
持續逾兩周，各地警方不斷加大鎮壓力度。據
美聯社統計，當局至今在至少30間大學合共拘
捕逾1,600人。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周二爆發親巴
親以抗議者兩方衝突，數小時後警方才到場分
隔兩批人。校方取消周三全日課堂，並承諾徹
查此事。加州州長紐瑟姆批評警方未有及時介
入，要求解釋。校報《棕熊日報》的記者表示
在衝突中遭到暴力襲擊，包括被跟蹤、掌摑和
噴灑刺激物。學生編輯戴柳（Anna Dai-Liu，譯
音）向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稱，自己受
到催淚氣體攻擊，還有一名記者被送院治療。
逾100名來自不同機構的執法人員周三晚進入

UCLA，宣布撐巴示威為「非法集會」，並於周四
凌晨開始拆除營地外圍的擋板及拘捕抗議者，其
間現場響起閃光彈聲音。現場影片可見來警員身
穿防暴裝束、戴着頭盔及防毒面具，帶同防暴裝

備進入營地。CNN記者看見警員發射疑似橡膠
子彈驅散群眾。一些被捕抗議者跪在地上，雙手
被綁，許多抗議者被警員帶走。
在亞利桑那大學，警方周三使用胡椒彈和橡膠
子彈驅散示威者，事件有4人被捕，包括兩名該
校學生。同日晚達特茅斯學院有約90人被捕，福
特漢姆大學和布法羅大學分別有10多人被捕，福
特漢姆大學要求警員持續駐守校園至5月22日。

特朗普借示威淡化國會騷亂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就紐約警方進入哥倫比亞
大學清場並拘捕約 300 人，表示「真是太好
看」。他對被捕撐巴示威者可能獲較「寬容」
對待表示遺憾，將此事與參與2021年1月國會
騷亂的暴徒所受待遇比較，認為被捕的撐巴示
威者應面臨與國會騷亂中「撐特」者相似的懲
罰。美媒分析稱，特朗普的言論再次表明他及
共和黨人企圖淡化國會騷亂對美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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