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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慈善機構Protection
Approaches與萊斯特大學仇恨研究中心在
4月發表的報告顯示，在過去一年間，英
國東亞和東南亞裔（ESEA）近半數人曾
經歷仇恨犯罪，由於對當局缺乏信任，僅
一成人報警求助。

首相無視黨內亞裔訴求
根據報告，ESEA社區在過去一年間，

有43萬人（約45%）曾遭受仇恨犯罪，其
中逾半數曾經歷不止一次，意味相關事件
數量或近100萬宗。研究還發現，對ESEA
的仇恨犯罪其中73%針對女性，在所有事
件中，超過四成由不止一人犯案。

此外，半數實施仇恨犯罪者的年齡低於
30歲，顯示出英國年輕人對ESEA的仇視
和敵意。逾七成受害者表示相關經歷令他
們焦慮，更有4%想過自殺。
工黨議員歐文表示，「由於缺乏針對仇
恨犯罪的策略，政策制訂者無法應對英國
面臨的這個新挑戰，社區將為此付出代
價。若我們要確保ESEA社區繁榮發展，
就必須傾聽他們的需求。」
然而英國首相斯塔默曾公開無視黨內亞
裔和其他少數裔提出的訴求。在工黨的非
裔、亞裔和少數族裔成員（Bame）會議舉
行前，有成員去信斯塔默，對領導層缺乏
代表性和增加多樣性的舉措提出質疑。信

中指出「許多少數族
裔成員認為，近年來
黨內沒有充分聽取我
們的意見或支持我
們」。然而斯塔默在
會議發言後，既沒有
回答Bame成員的提
問，亦未有對該封信
作出回應。工黨領導
層更不承認存在這封
信。
工黨非裔議員艾勃特批評斯塔默的表
現，認為工黨對非裔、亞裔和其他少數族
裔的態度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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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爆發大規模反移民、反穆斯林騷亂，但政客
不願將其稱為對伊斯蘭教的仇視，而是淡化為「極右暴行」和
「反移民抗議」。英國萊斯特大學教授沃爾希批評稱，英政客將
污名化穆斯林群體視為常態，助長「穆斯林恐懼症」蔓延，導致
問題不斷惡化。
英國自本世紀以來，極右持續煽動對伊斯蘭教的仇視和反移民

情緒，在2009年至2018年間出現的許多極右街頭運動中，都可以
追溯到類似意識形態軌跡，包括2010年的極右組織「英國防衛聯
盟」和英國優先黨等以「防衛」為名義，散播種族主義思想，最
初指為了防禦穆斯林「極端分子」的威脅，但有時亦指向所有穆
斯林。
然而部分主流政客不加以干預，反而將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極
右口號變為現實，例如現時騷亂中高呼的「停止移民船」（圖），
便與前首相蘇納克的政策非常相似。
另一方面，工黨、保守黨、英國獨立黨和英國改革黨都已將污

名化穆斯林視為常態。上議院議員沃爾希表示，「伊斯蘭恐懼
症」已成為日常對話一部分，民眾在交談時，經常都會涉及穆斯
林的話題，反而較少涉及其他少數族裔。
沃爾希認為部分原因是脫歐陣營對移民問題發表的惡意言論造
成，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公眾已接受「伊斯蘭恐懼症」和對移
民「妖魔化」，各黨派政客都避免談論「伊斯蘭恐懼症」，也極
少加以駁斥，更助長了這種現象。
此外，部分英國主流政治參與者意圖利用「伊斯蘭恐懼症」，
謀求個人和政治利益，且無需擔心受到譴責。前首相約翰遜曾將
戴面紗的穆斯林女性稱為「信箱」和「銀行劫匪」，不僅拒絕道
歉，不久後還當選首相。英國改革黨議員安德森曾公開指倫敦市

長薩迪克．汗被伊斯蘭分子控
制，卻未受到黨內人士譴責。
沃爾希稱英國此次大規模騷
亂，就是因政客拒絕解決甚至不
承認「伊斯蘭恐懼症」的後果。
政客愈是無視，問題便愈嚴重，
極右更覺得可逍遙法外。

近半東亞東南亞裔經歷仇恨犯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英國倫
敦市中心發生持刀襲擊件，造成兩人受
傷，一名男子被捕。
事發於遊客眾多的萊斯特廣場，一名

11歲女童及一名34歲女子受傷送院，女
童沒有生命危險，女子則受輕傷，一名
涉嫌行兇的男子被捕。警方稱相信沒有
其他疑犯涉案，亦沒有跡象與恐怖主義
有關，正調查犯案動機，目前未知刀手
與兩名傷者是否認識。

據英媒報道，鄰近一間商店的保安員
阿卜杜拉講述他阻止刀手的經歷，表示
當時聽到尖叫聲後走出店外，看到一名
男人持刀，對方臉上與胸口有血，年約
30多歲，「我立即捉住他的手， 把他壓
在地上，將刀從他身上踢開。」阿卜杜
拉說，當時有其他數名男子過來幫忙，
合力按住刀手4到5分鐘，形容自己從未
見過這樣的事情。
上月29日，英格蘭西北部紹斯波特一

個兒童舞蹈班發生持刀襲擊案，導致3
名兒童死亡。案發後有人散播消息指兇
手是外來移民，引發英國各地出現示威
及暴亂，反移民示威群眾與警方爆發衝
突。

倫敦爆持刀襲擊兩傷

◆遭遇仇恨犯罪的
亞裔男子展示傷
勢。 網上圖片

◆◆警方封鎖警方封鎖
血案現場血案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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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i
在《衛報》發表
的文章指出，政
客、檢察官和保安
部門通常將極右暴力歸類為「純粹的暴力事件」，但伊
斯蘭分子類似的行為，卻會被「迅速貼上恐怖主義的標
籤」。此種雙標削弱了民眾對極右威脅嚴重性的認知，
並阻礙對兩者採取同等行為的政治意願，這亦是造成英
國近年極右暴力愈演愈烈的原因。

「暴行」淡化騷亂存在的組織網絡
英國首相斯塔默針對今次騷亂的言論，也淡化了極右
出於政治目的之行為，將針對收容庇護者酒店的襲擊行
為描述為「極右暴行」。Rusi表示，「暴行」一詞淡化了騷
亂中存在的組織網絡和意識形態成分，以及參與其中的
個人和團體身份。

智庫籲確保所有形式極端主義受罰
Rusi強調，公共、政治和媒體話語中使用的措辭非常
重要，決定民眾如何理解和應對不同形式的暴力，從而
影響反極端主義措施的有效性。然而極右暴力的性質通
常被視為影響較小，再加上制度偏見和種族主義，意味

極右暴力在以往並未像伊斯蘭
分子暴力一樣，引起政客、安全
部門和媒體同樣的反應。
Rusi呼籲應重新定義極右嚴重暴

力，將其視為恐怖主義是符合更公平
的法律戰略，更能確保所有形式的極端
主義都受到應有的懲罰。
此外，今次騷亂應與近年英國一系列針對

移民和難民的襲擊聯繫起來，而相關暴力行為
的模式很大程度上被政客和公眾忽視。同時，
這些襲擊也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屬於歐洲各地右
翼極端主義興起的一環。2023年愛爾蘭都柏林和
2018年德國開姆尼茨均爆發因持刀傷人事件而引起的
極右騷亂，極右分子當時趁機煽動民眾，對移民和難民
作出暴力行為。

◆聲援巴勒斯
坦的穆斯林被

貼上「極端分子」
標籤。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時任保守黨政府於今年3月
重新公布對極端主義的定義，指任何宣揚或推進基
於暴力、仇恨及不寬容的意識形態，如果任何個人
或組織利用這種意識形態否定他人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將被視為極端主義分子。
這是自2011年以來英政府首次更新對極端
主義的定義，當局稱將會中止對極端主義組
織的資助並停止官方接觸。然而穆斯林組
織擔憂因此被針對，英國聖公會坎特伯
雷大主教韋爾比亦批評，更新定義或

不成比例地針對穆斯林群體，將加劇社會分化。
作家盧克斯在卡塔爾半島電視台撰文抨擊稱，此
次更新定義意圖讓許多穆斯林社區及捍衛巴勒斯坦
人人權和國際法的人噤聲，將他們邊緣化並定罪。
她亦擔憂任何不認同英國支持以色列立場的個人或
群體，會被貼上「極端分子」標籤。
英國最大穆斯林組織英國穆斯林協會的發言人亦
批評當局的定義無理且危險，他指英國當局在被指
宣揚「伊斯蘭恐懼症」後，竟反過來指責除他們以
外所有組織都是「極端主義」，非常諷刺。

重新定義極端主義 被指針對穆斯林組織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在7月29日發生兒童舞蹈班斬人慘劇，當時有謠言指是穆斯
林移民所為，各地因此連日爆發反移民及反穆斯林騷亂。英國利茲大學教授賽義
德指出，英國政客一向敵視穆斯林，在處理事件方面採取雙標行為，是騷亂真
正的「推手」。
騷亂中縱火、搶劫和襲擊的「肇事者」很容易識別，然而背後的「推動
者」才是真正的起因。賽義德指英國政客和輿論製造者之間勾結，為穆斯
林和難民營造一種敵對環境。
自1980年代以來，愈來愈多歐洲政客和輿論領袖將穆斯林和移民，
與「大替代」陰謀論聯繫起來，認為歐洲在人口和文化上都將被外
國人替代，其中針對穆斯林的敵意最大。數十年來，歷屆政府、
輿論領袖、媒體和社媒不斷重複，助長「伊斯蘭恐懼症」。
此次騷亂中，保守黨黨魁候選人詹里克受訪時揚言，任何高
喊「Allahu Akbar」（真主至大）的穆斯林都應立即被拘
捕。此外，新任工黨政府拒絕與英國最大的穆斯林代表組
織「英國穆斯林委員會」接觸，且不願明確將襲擊清真
寺、騷擾戴頭巾女性及攻擊穆斯林的暴力行為，視作
「穆斯林恐懼症」。
英國今次騷亂正值加沙民眾遭遇苦難之際，然而
自本輪巴以衝突以來，英國當局將支持巴勒斯坦
反種族滅絕的示威，描述為「仇恨遊行」，譴
責其為反猶太主義，並繼續為以色列提供軍
事和外交支持，盡顯其雙標本質。

學者：政客敵視穆斯林成騷亂真正推手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多地在過去一周爆發13年

來最大規模的騷亂，新納粹主義者和極右群體發起反

移民示威並引發暴力，瞄準收容尋求庇護難民的酒店乃至

清真寺發動襲擊。英國智庫皇家聯合研究所（Rusi）指出，

英國在處理暴力襲擊方面採取「雙重方針」，對打擊極右暴力襲

擊的力度，遠不及針對伊斯蘭分子暴力行為。

◆極右暴力被歸類
為「純粹的暴力
事件」。路透社

英打擊國內極端主義「另類雙標」
極右騷亂歸類暴徒行為 伊斯蘭暴力標籤恐怖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