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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殖民血債 德或開先例
10萬原住民遭屠殺 納米比亞入稟追討

根據紐約曼哈頓地區法院收到的入稟
狀，原告是代表全球赫雷羅族及納

馬族人的人士，向因為德國殖民政府屠
殺而受苦的族人，尋求賠償，但未有透
露實際金額。此外，他們又希望確保在
目前正進行的德國與納米比亞政府之
間、就當年大屠殺的談判，在達成任何
協議前需先得到他們的同意，赫雷羅族
及納馬族人後裔亦必須是協議簽署方之
一。

女被姦男變苦工
入稟狀稱，自1885年至1903年，赫
雷羅族及納馬族人共有數以千計平方公

里、即他們當時所佔約1/4的土地，遭
德國殖民政府強行奪去，但對方未作任
何賠償。此外，殖民政府對當時赫雷羅
族及納馬族人女性遭強暴，以及族人被
強徵成為勞工視若無睹。

餓死渴死 遺體做科學實驗
赫雷羅族及納馬族人於1904年及1905
年先後反抗，希望推翻殖民統治，遭到
德國鎮壓，德軍將數以萬計的族人囚禁
在集中營，令他們過着非人生活，最終
活活渴死及餓死，部分遺體更被運往德
國，進行科學實驗。聯合國1985年一份
報告指出，對赫雷羅族人的血腥行徑絕

對稱得上是大屠殺。
2012年起，德國及納米比亞就當年德

軍屠殺赫雷羅族及納馬族人展開談判，
納米比亞尋求德國作出官方道歉及金錢
賠償。兩國原先計劃在去年年底達成共
識，但雙方仍有分歧，現時預計談判工
作在今年6月底前才能完成。

德認責未賠償 談判拉鋸
德國在二戰後已就屠殺猶太人致歉及

賠償，但對納米比亞卻未有任何行動。
去年11月，納米比亞土地部副部長斯沃
爾波伊受訪時提到，這顯示德方認為黑
人生命不值一提，但他同時指德國仍未

拒絕向納米比亞賠償的方案。不過，德
國首席談判員波倫茨上月強調，承認大
屠殺不代表德國有責任作出賠償，這導
致雙方在談判上一直處於拉鋸。
漢堡大學非洲歷史教授齊默勒表示，

即使德國殖民活動的規模不及英法兩
國，但這始終是德國歷史黑暗一頁，尤
其是在納米比亞進行的屠殺，成為後來
納粹德國清洗猶太人的「藍本」。由於
英、法和比利時都曾在非洲進行殖民活
動，齊默勒認為若德國向納米比亞賠
償，可成為歐洲國家仿傚的先例。

■路透社/法新社/今日俄羅斯/
《國際商業時報》

納米比亞的赫雷羅族及納馬族
人，於1904年發起反殖民起義時，
德國特別調派曾參與鎮壓中國義和
團運動的馮特羅塔將軍，赴納米比
亞平定亂事。馮特羅塔甫抵納米比
亞(當時稱作德屬西南非)便下達格殺
令，最終使赫雷羅族及納馬族人面
臨血腥大屠殺，險遭滅族。
德軍於19世紀末佔領納米比亞

後，大肆充公土地、牲畜，又對原
住民萬般凌辱，迫使赫雷羅族及納
馬族人先後於1904年及1905年起
義，逾100名德國人被殺。
面對原住民起義，德軍選擇強硬

應對，將數以萬計赫雷羅族人送到
沙漠，在他們的井水下毒，實行斷
水斷糧。馮特羅塔又實施格殺令，
下令殺死「任何赫雷羅族人，不論
他們有沒有槍或牲畜。婦孺同樣不

留活水，把他們趕回族人身邊或射
殺。」
倖存的原住民後來被送到集中

營，遭到毒打或勞役至死。結果到
了1908年，半數的納馬族人遭殺害
或在集中營病死，10萬名赫雷羅族
人更只有1.6萬人生還。

■《衛報》/《紐約時報》

■納米比亞10萬原住民遭屠殺。
網上圖片

納米比亞民間向德國討回公道的運動，
可說始於2004年，亦即大屠殺百周年紀
念。當年德國仍然未完全在官方上承認大
屠殺，不少遇害原住民的後裔為此感到非
常憤怒，他們當中有些曾親身聽過受害人
訴說慘況，於是決意發聲，爭取百多年前
的公義，不讓德國把此事永埋塵土。
51歲的赫雷羅族領袖坎巴真比，曾祖
父母在大屠殺時成功逃難。他稱：「德國
人認為他們可以永遠隱藏此事，而全球都
會無從得知，但我們現在就要發聲。」坎
巴真比續指，德國人願意向猶太人道歉，
全因對方是白人，但對黑人的納米比亞人
置若罔聞。
43歲赫雷羅人卡維塔坦言，他的祖母

在大屠殺時只是小童，逃到現今的博茨瓦
納。卡維塔指，每當他問及有關大屠殺的
事，祖母都只能說出片言隻字，然後便會
痛哭流涕，「當你看到一名老婦哭成這

樣，可以想像到她當時的心情。」
現年79歲的德什比則指，他的祖父憶

述當年被囚禁在集中營時，猶如遭禁錮的
動物般，又指有不少人死在營內，「祖父
向我講述德國人如何兇殘，當他提到時會
極具侵略性地跳起，面色赤紅，惱怒非
常。」 ■《紐約時報》

「不讓德把慘況永埋塵土」 冷血格殺令 困沙漠井水落毒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帝國

主義風氣正盛，歐洲列強為擴大

勢力範圍，紛紛到全球尋找殖民

地，較遲起步的德國便來到非洲

南部西岸，亦即今日納米比亞一

帶開始殖民，更在 1904 年至

1908年間，屠殺多達10萬名原

住民。德國在過去一世紀未曾就

此事道歉或賠償，受害原住民後

裔前日於美國入稟，就這宗20

世紀首場大屠殺向德國索償。有

學者指出，若德國同意賠償將成

為先例，促使英國和法國等前殖

民國家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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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今年舉行國會大選，大部
分選民均把焦點放在內部安全、
醫療福利等議題上，對外交關注
不足。不過總理默克爾在德國去
年底出任20國集團(G20)輪任主
席國後，揚言要令非洲在這個平
台獲得更多照顧，除了繼續提供
發展援助，也要促進當地經濟發
展。分析認為，這反映德國愈來
愈重視非洲，但真正考驗是如何
付諸實行。

柏林今年 6月會舉行特別會
議，專門討論如何與非洲合
作，並會在7月漢堡G20峰會公
佈更多細節，外界預料可能包
括改善當地私人投資環境、增
撥資金發展基建、擴展衛生服
務等。但德國之聲指出，即使
德國有意幫助非洲，關鍵是有
沒有決心實行。在2005年 8國
集團(G8)峰會中，各國答應最遲
在2010年，向非洲提供總值250

億歐元(約 2,043億港元)發展援
助，不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發現，非洲實際上只獲
得 110億歐元(約 899 億港元)，
德國根本沒有信守承諾。
德國正尋求與納米比亞簽署

協議，就殖民歷史道歉，為雙
方進一步合作掃除障礙，但談
判必須趕在今屆國會會期完結
前完成，否則可能再添變數。

■德國之聲

打開世界地
圖，目光移向

非洲，一道道筆直的國界線是帝國主義抹
不去的痕跡。隨着二戰炮火聲遠去，包括
非洲在內的獨立運動席捲全球，新國家紛
紛從殖民者的枷鎖掙脫出來。西方向前殖
民地提供大量金錢援助，美曰其名是協助
它們發展，實則淡化侵略罪行，試圖把歷
史巨債一筆勾銷。
歐洲殖民活動開始於15世紀，列強為

了掠奪天然資源和霸佔奴隸貿易，在全
球展開瘋狂軍事侵略，先是葡萄牙、荷
蘭和西班牙，後有號稱「日不落」的英
帝國和法國。德意志於1871年統一，
1884年才加入「瓜分非洲」之列，勉強
趕上殖民的尾班車，奪取了納米比亞等
地。現時德國人後裔佔納米比亞人口僅
1%，但也是最富裕和具影響力的一
群。德國政府對屠殺猶太人直認不諱，
可是在殖民問題上則總是顧左右而言
他，即使承認種族屠殺，卻始終不肯賠
償，僅提供發展援助。
西方政府每年都會撥出一筆「政府發

展援助」(ODA)給予發展中國家，當然
不只是為了扶貧，更多是一種外交手
段，支持重要的地緣戰略和反恐國家，
諸如阿富汗、埃及、約旦、敘利亞和土
耳其，它們所獲援助遠多於其他貧窮
國。2013年德國ODA金額為106億歐
元(約866億港元)，頭兩個受援國是阿富
汗和印度，各佔4.5億歐元(約37億港
元)，納米比亞僅有2,750萬歐元(約2.2
億港元)。對於黑奴和殖民受害者遺屬而
言，所謂「發展援助」代表了什麽，是
真心贖罪，還是打發了事？

即使在標榜民主和人權的今天，西方仍未能坦然
面對殖民史，甚至把前殖民地的貧困和貪腐等社會
弊病，完全歸咎於其內部問題。而西方興盛則全因
為自身勤奮、良好的價值觀和政府政策。這表述隱
含了種族優越論，把殖民罪行偷偷推卸得一乾二
淨，並用「發展援助」進行自我包裝，試圖從「加
害者」的角色巧妙地轉變為「提攜者」。
愈是迴避則愈是逃脫不了，英國去年就有「債主

上門」，印度國會議員塔魯爾在牛津大學演講，直
指英國經濟繁榮是殖民者掠奪印度資源得來，敦促
英方賠償。如今納米比亞
向德國追討，再次警醒西
方，若不正式賠償道歉，
「發展援助」只會淪為新
殖民主義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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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承諾助非洲發展 曾走數捱批

■德國民眾參觀有關納米比亞屠殺的展
覽。 網上圖片

■納米比亞原住民當年
被勞役，反抗時更遭到
鎮壓。 網上圖片

■德國今
年舉行大
選，但對
外交關注
不足。圖
為默克爾
拉票。
資料圖片

■■當年在納米比亞的當年在納米比亞的
殖民者殖民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族人受苦族人受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