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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世界多世界多

地確診感染個案地確診感染個案，，加拿大至今共確診加拿大至今共確診33宗新宗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記者在多倫多發現記者在多倫多發現

數起因新型肺炎歧視亞裔情況數起因新型肺炎歧視亞裔情況，，例如有例如有

聯署要求禁止曾到訪中國的學生上聯署要求禁止曾到訪中國的學生上

課課。。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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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目前尚未錄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
診病例，不過當局已經警告疫情「非常可
能」傳播至當地，恐慌情緒籠罩當地社
會，甚至開始演變成針對亞裔的歧視，不
少民眾均不期然表達對唐人街或華人的恐
懼；有學校便預先發表指引，警告不容歧
視華裔學生。
就讀曼徹斯特大學的碩士學生薩姆．潘

(譯音)提到，近期在街頭上經常聽到針對華
人的排斥言論，例如在火車上有人說：
「我是你的話就不會去唐人街，他們有那
個肺炎。」亦有女性指自己曾與華人學生
一同工作，非常害怕自己會受感染。《倫

敦標準晚報》主編歐思邦在twitter轉發漫
畫，顯示一幅慶祝鼠年的漫畫中，老鼠亦
戴上口罩。不少東亞飲食習慣亦被當地人
指控為「噁心」，認為是導致病毒傳播的
源頭。
會員包括伊頓公學在內的英國寄宿學校協

會(BSA)前日發表指引，提到部分學校禁止
中國學生家長到訪學校、暫停報考的中國學
生參觀學校等，雖然屬必要防疫措施，不過
可能引起誤解。協會要求學校小心任何排外
情緒，無論是在學生之間或社交媒體上等，
並強調「絕不容忍」歧視中國學生，若出現
相關行為，將採取適當措施。

法國上周發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
案後，不少亞裔法國人均表示，近日遭其
他人標籤為「病毒」，網上亦湧現歧視亞
洲人的言論。有亞裔網民在 twitter發起
「我不是病毒」(#JeNeSuisPasUnVirus)標
籤，要求停止歧視。
一名亞裔女子周一透過朋友，在twitter
發佈長文及拿着「我不是病毒」字句的自
拍照，指出近日亞裔屢次遭不禮貌對待，
甚至有人當眾指着亞裔人士，向孩子表示
「小心中國病毒」。

「黃色警戒」報章認用字不當
《皮卡爾信使報》早前更在封面，以
「黃色警戒」形容新型肺炎，社論則寫上
「黃色危險」字眼，遭網民狠批可恥，該
報章最後道歉，承認用字不當。發帖的亞
裔女子批評，有系統的歧視才是「最惡劣
的病毒」。
該名女子的帖文發表後獲網民廣傳，更

多亞裔人士透露近日不愉快經歷，例如有
男子在體育館，突然被一群青年指着高呼
「冠狀病毒來啦！」也有人乘搭火車期間
無故被辱罵和趕下車。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最先在中國武漢爆
發，各界追尋病毒源頭時，發現可能與蝙蝠身
上的病毒同源，不少歐美傳媒隨即將矛頭指向
華人的飲食習慣，twitter上繼而出現大量歧視
言論。有評論指出，分析病毒源頭不存在任何
問題，但任由針對個別飲食文化的流言散播，
則絕對無助於控制疫情。
專家初步研究發現，新型冠狀病毒相信是經
人類接觸動物而傳播，同時病毒結構與蝙蝠身
上出現的病毒最為相似。社交媒體上繼而出現
不少針對中國飲食文化的帖文，其中流傳的一
段影片，顯示一名中國女網紅飲用蝙蝠湯，不
過後來已證實影片是2016年在帛琉拍攝。

《每日郵報》、《每日鏡報》、《紐約時
報》等歐美媒體，近期同樣刊登有關中國飲食
文化的報道，《泰晤士報》周六一篇報道中，
便聚焦中國進食野味的習慣，如獾、蛇等，並
引述生物學家奧利瓦爾指，此類動物便是新疾
病的源頭。
肺炎疫情傳播迅速，各種新資訊亦隨之在媒

體上爆發，甚至包括煽動恐慌情緒的謠言。新
聞網站Vice指出，美國其實亦存在不少外國為
之咋舌的飲食文化，例如壽司融合墨西哥卷餅
之類，強調辨認病源絕不構成種族歧視，不過
針對別國飲食文化、作出毫無根據的臆測，只
會造成恐慌。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後，韓國首爾明
洞有餐廳公然在門外貼上「中國人禁止出入」
字句，網上甚至有人流傳「No China」圖片。
部分網民直言這做法不當，「對因為疾病而受
苦的國家這樣做，令人無言」。
不少韓國人連日來把華人與新型病毒掛鈎，
例如有人表示考慮解僱華裔家務助理，形容感
到害怕，亦有外賣速遞員工會公開要求停止在

華人聚居的地區送餐。一名海鮮餐廳東主甚至
直言，不希望接待中國顧客，「人人都在談論
冠狀病毒……我有自由選擇服務什麼顧客。」
韓國疾病管理本部回應稱，韓國不會禁止人

際間的交流往來，不少網民亦反對盲目恐慌，
形容「仇恨情緒比新型病毒更危險」，也有人
表明現在已不是閉關鎖國的年代，對華出口對
韓國經濟亦非常重要。

「突然關心」華人飲食 歐美報道煽恐慌

首爾餐廳拒接華客 「仇恨情緒比病毒更危險」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繼續在
全球擴散，阿聯酋昨日公佈，當地
一個來自武漢的家庭中，一家4口全
數證實染上新型冠狀病毒，是中東地區
首宗個案。
阿聯酋未有公佈患者染病的細節，但稱

他們情況穩定，會繼續留院觀察。另外，馬
來西亞昨日亦公佈，當地新增3宗新型冠狀

病毒個案，使當地患病人數增至7人，巴西亦
有兩宗新增個案。
多個國家亦陸續安排包機，接載滯留武漢的

僑民回國，其中日本的首架專機昨日上午抵達
東京，機上206名乘客中，最少12人有發燒及
咳嗽徵狀，需送院接受治理，其中兩人證實染
上肺炎，暫被列為懷疑感染個案，等候新型冠
狀病毒測試結果。
澳洲和韓國則分別計劃，在偏遠地點隔離從
武漢接載回國的僑民，其中澳洲總理莫里森
稱，計劃把他們安置在距離澳洲本土1,500公
里、用於收容難民的聖誕島，隔離觀察14
日。
韓國政府則計劃把從武漢撤回的僑民，分別

安置在忠清北道及忠清南道的兩處政府建築，
兩處地點均與市區相距約10公里，且不受公
共交通網絡覆蓋。

中東首宗個案
一家4口中招

未失守先針對
英街頭聞「別去唐人街」

法亞裔反歧視 發起「我不是病毒」標籤

■網民在 twitter發
起「我不是病毒」
標籤。 網上圖片

■《皮卡爾信使
報》曾以「黃色警
戒」形容新型肺
炎。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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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以北的約克校區近日有近9,000名家長聯署，
要求任何在過往17日曾到訪中國的學生不要上

學，一名聯署人更留言指：「停止進食野味、不要再傳
染周圍的人，要麼自我隔離、要麼回去。」代表約克校
區208間學校的委員會周一發聲明，譴責聯署內容，表
示留意到針對華人家庭的擔憂及焦慮情緒有所蔓延，強
調任何人即使是出於正面的安全考量，而假定其他人構
成風險並要求隔離，均可界定為有偏見及種族歧視。

港移民：華人搭車被注意
部分華埠商戶生意亦開始減少，多倫多一個知名網誌

日前為一家新開業中餐館撰寫食評，竟引來大批網民發
表種族歧視言論。加拿大衛生部長豪伊杜則強調，民眾
不應把對疾病的恐懼，轉變成針對他人的行動。
2003年沙士疫情曾在加拿大造成44人死亡，並導致
當地華裔及東南亞裔被歧視，包括亞裔被解僱、威脅將
他們驅逐、杯葛亞裔商戶等。「加拿大華人社會公義全
國委員會」的署理主席埃米．高(譯音)提到，現時的歧
視現象與沙士期間一樣，他認為雖然新型冠狀病毒很可
能在兩三個月後受控，「但問題不單在於公共衛生、而
是加拿大的種族歧視」，呼籲各界不要被恐慌情緒控
制。
多倫多的香港移民第二代Michele表示，她日前在火
車上咳了兩聲，除了即時「被睥」之外，坐在對面的乘
客更立即轉坐其他座位。另外，Michele在WhatsApp亞
裔朋友圈中，大年初一互相祝賀中也有談及肺炎，但有
韓裔青年在言談中重複說新型肺炎，令她覺得是語言歧
視冒犯。

戴口罩亞裔居多
在年三十晚，多倫多華人大多按照傳統出外吃團年
飯，中菜餐館的生意非常旺盛，但當加拿大首宗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確診後，中菜食肆在初一晚上的人流明顯減
少，到初二出外晚膳的華人數目更大幅滑落，華人大多
留在家中過年避免中招。根據中餐業人士估計，中餐館
的生意在年初一後驟跌，其中一些減少七八成。
目前，多倫多街上只有很少數人戴口罩，主要是亞洲
人，在較多白人聚居的地區，則未見有人戴口罩。在華
人聚居的士嘉堡區華人超市，員工已戴上口罩，亦有少
數客人戴了口罩防備。至於有較多華人就讀的學校，校
方已經呼籲學生戴口罩上學。最近，多倫多的口罩已被
搶購一空，大多是當地居民代購口罩，速遞給在香港或
內地的親友。

■日本接送僑民回到東京。 法新社

■■多倫多唐人街多倫多唐人街
上上，，有亞裔人士戴有亞裔人士戴
上口罩上口罩。。 路透社路透社

■■中國遊客戴上口罩在日本旅遊中國遊客戴上口罩在日本旅遊。。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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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媒體最近聚焦華人飲食文化歐美媒體最近聚焦華人飲食文化。。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