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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紐約市警方指出，哥倫比亞
大學校園裏的反戰示威其實遭到滲透，有職業的
「外部煽動者」介入，在學生之間挑起混亂與暴
力。
警方高層周三（5月1日）在記者會上指出，與
哥大無關的抗議分子，令校內暴力氣氛不斷升
高。市長亞當斯則說，「我知道有人會說『絕大
多數抗議者都是學生』，然而若要在某項行動裏
造成影響、主導局勢，不一定是多數人才做得
到。」他指出將保護紐約市免受全球掀起的破壞
行動影響， 又說有一股運動正讓年輕人變得激
進，「我不會坐視不管，等到木已成舟才承認問
題的存在。」
亞當斯早前說，顯然不是哥大學生的外部分子出
現在校園抗議活動裏，已觸犯哥大校規，「這些人
其實另有目的，不是倡議和平或團結，也不允許和
平表達聲音，他們到這裏是想製造紛亂與分化。」
他說，示威群眾佔領校內漢密爾頓大樓的行動，是

由與哥大無關的抗議者率領。

「部分人曾參與佔領華爾街」
根據紐約市政府周四公布的數據，本周在哥大被

捕的逾280名抗議群眾中，近半數並非該校學生或
教職員。然而當局沒有明確表示多少被捕示威者符
合「煽動者」的標準，亦拒絕透露疑似煽動者身
份。
紐約市警方情報與反恐局副主任韋納指出，某些

抗議人士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2020年
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自治區」抗爭或亞特蘭
大「廢除警察城」抗議活動的活躍分子。韋納播放
一段兩分鐘目擊影片指出，「外部煽動者」被拍到
對學生面授機宜，講解抗拒拘捕的技巧，還鼓勵學
生破壞物品。
警方表示，抗議群眾的紮營區被拆除後，若哥大

校方有安全需求，警方可能部署15至20名警員在
校園，確保畢業典禮前的整體秩序安全。

紐約警稱「外部煽動者」滲透哥大示威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學生發起的撐巴示威浪
潮，至今已有近2,200人被捕。紐約警方周四（5
月2日）證實在哥倫比亞大學清場過程中，一名
警察曾意外開槍。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有抗議者指警方發射橡膠子彈。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證實，一名警

員於4月30日在哥大漢密爾頓大廳清場時不慎開
槍，現場沒有學生，只有數名警員，涉事警員似
乎並未對任何人瞄準，事件中無人受傷。

加州警發射橡膠子彈
英國廣播公司（BBC）則報道，在UCLA，大

批防暴警察在羅斯堂與逾千名示威者推撞，警員
其間曾使用閃光彈和橡膠子彈，行動中至少200人
被捕，有示威者大喊「警察正向我們發射橡膠子
彈」。報道稱，抗議者當時正拆除一些路障，並
試圖將這些路障移到其他地方，現場傳出巨響，
相信是警方使用閃光彈及示威者點燃煙花，有示

威者被警方帶走，營地周圍的路障也被拆除，之
後再有閃光彈聲音響起，警察進一步進入營地。
部分學生表明會抗爭到底，直至校方切斷與以色
列相關機構的聯繫。工作人員周四早上開始清理校
園，出動拖車運走雜物，包括帳篷及示威用品等。
校長發聲明稱，示威衝突嚴重擾亂校園秩序和運
作，形容過去一周是學校有史以來最痛苦時期。

拜登首就示威講話「不影響中東政策」
美國總統拜登此前對校園示威浪潮一直保持沉
默，他周四（5月2日）在白宮首次就此發表全國
講話，強調美國並非沒有法律的國家，校園必須恢
復秩序，同時表明示威不會影響他的中東政策。美
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副主任米切爾表明不同意拜登
立場，批評他「態度模糊、兩面討好」，未有反省
或譴責那些親以的騷亂者，又或對抗議學生暴力相
向的執法人員，「白宮急於譴責反猶主義，卻未有
公開批評反巴的種族主義與伊斯蘭恐懼症。」

近2200人被捕 警清場誤開槍

美媒雙標報道
港修例風波 美校園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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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報道，涵蓋多個長篇
報道及訪談內容。

◆逐漸減少相關報道，《華盛頓郵
報》周四（5月2日）網頁以前總
統特朗普掩口費案續審等新聞
放首頁，未提大學抗爭最新進
展。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
首頁僅有兩行不顯眼連結指向
相關報道。

◆稱學生為應對「暴力鎮
壓」抗爭，包括「抗爭者
不得不採取創新手段與警
對抗」、「拿起各種各樣
武器」等。

◆試圖形容抗爭涉及極端言行，
《華盛頓郵報》稱「抗爭者會表
達極端觀點，包括呼籲消滅猶
太國家，高呼『只有一個解決方
案：起義、革命』等口號」；該媒體
形容「抗爭活動擾亂學校生活，
許多猶太裔學生感到不安全」。

◆極力否認修例風波有幕後
黑手。《紐約時報》誣稱
「中國官媒說法是粗製濫
造的虛假信息，有些指控
背後足以編造陰謀論：美
國暗中指揮活動，破壞中
方控制」。

◆在沒有證據下，暗中迎合幕後
黑手說法。《華盛頓郵報》以
「紐約警察局稱134名被捕者與
學校沒有關聯」為標題。該媒
體社論形容「學生們經常受到
專業左翼團體引導」。

◆不斷抹黑香港執法部門。
《紐約時報》與《華盛頓
郵報》引述所謂「人流管
控專家」說法，形容「香
港警方過度使用武力，令
香港民眾能包容抗爭者對
警暴的報復行為」。

◆試圖淡化警方暴力壓制。《華
盛頓郵報》引述部分大學生
稱，「全國各地一些學生表
示，能感受到警方的保護，警
方正限制抗爭營地範圍擴大、
確保他們安全。」

◆專訪問極端示威者。《紐約
時報》訪問「街頭抗爭者」，稱
「他們嘲笑中方指控，貶低香
港人的不滿情緒。」CNN形
容，「一小群抗爭者脫離了警
方的批准遊行路線，這是抗
爭活動常見現象。」

◆選擇訪問親以人士。《華盛頓郵
報》專訪一批猶太人，以「抗爭
活動在猶太裔學生中激起了恐
懼、憤怒和疑問」為標題。MS-
NBC等亦以「猶太人對抗爭感害
怕、學生擔心影響畢業」等為
題，暗示抗爭擾亂校園秩序。

報道引述一間自稱追蹤網絡虛假信息的非牟利組織
「NewsGuard」統計顯示，過去兩周，中俄伊3國的官

方媒體發布近400篇有關抗議活動的英文報道，社交媒體上
亦有眾多相關討論。另一間自稱非牟利組織的「美國保衛民
主基金會」，還將這些報道形容為「外國對手積極利用美國
持續的國內危機的明顯例子」。

多以特朗普審訊等作頭條
然而即使轉移焦點，《紐約時報》也不得不承認沒有證據表

明有所謂「外部勢力」，支持美國大學生發起和平抗議活動，
報道重點是強調巴以衝突在美國公眾輿論中的分歧，以及對
美政府政策的潛在影響。參與統計的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
大學傳媒中心主任林韋爾直呼，「我們的對手會試圖在傷口撒
鹽，因他們做得到。」

抹黑港經濟法治不遺餘力
全美數十間大學的撐巴抗議浪潮，已蔓延至全球多地，不過對於

這一大事，《華盛頓郵報》與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主要美
國媒體，似乎並未專注持續報道，反而經常以前總統特朗普審訊或
其他新聞作為網站頭條。多間美媒對今次抗議的關注度，與其對香

港修例風波鋪天蓋地的報道，顯出非常鮮明的對比。
至今美西方傳媒仍不遺餘力，不斷試圖抹黑中國內

地及香港的經濟和法治。彭博社早前公然刊登錯誤報
道，訛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立法將禁止部分
社媒在港運作，直至特區政府嚴厲譴責，彭博社才承
認犯錯並更正；亦有不少美媒以計時炸彈、債務陷阱
等無理說法，試圖唱衰內地經濟。
埃及政治學者馬哈利夫指出，美媒透過配合政府

所需宣傳，將推行所謂「民主」作為干涉他國內政
的工具。常見的套路包括智庫選擇性使用或歪曲捏
造數據和案例，冠以「債務陷阱」等毫無理據的說
法，美西方媒體再撰文故意配合、全盤接受、大肆
炒作相關說法，從而嚴重誤導讀者和國際社會。
英國《金融時報》坦言，應對今次和平抗議活動，美

國從政界到傳媒都表現矛盾，「實際上，美國各行各業的成年
人：共和黨人、民主黨人、傳媒和校方，都展現出他們對年輕
人歇斯底里的教條主義態度，抗議活動愈演愈烈不足為奇。」
新加坡《聯合早報》副總編輯韓詠紅指出，美國抗議浪潮無法平
息的根源，是巴勒斯坦人道主義危機仍在持續，美國一面強調
所謂人權，一面又做不到言行一致。

港黑暴肆虐時煽風點火
如今指責中俄伊放大報道如今指責中俄伊放大報道

美媒淡化校園示威報道顯雙標美媒淡化校園示威報道顯雙標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各間大學聲援巴勒斯坦抗議浪接浪，美國傳媒卻試圖混淆視聽、轉移焦點。《紐約時

報》周四（5月2日）報道，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放大」報道了美國的大學的撐巴抗議。多名國際事務專家

指出，美媒試圖轉移話題，無法掩飾試圖暴力壓制學生和平抗議的做法，美媒對其他地區類似情況，例如

香港黑暴肆虐問題煽風點火，卻刻意淡化自家校園抗議活動相關報道，只會凸顯美媒的雙重標準。

◆警員在加大洛杉磯分校發射
橡膠子彈。 網上圖片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紐約城巿大學紐約城巿大學

喬治華盛頓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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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