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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近日接連發生白人針對
非裔的歧視風波，先是紐約女
子竟因放狗糾紛，聲稱非裔男
子「威脅我生命安全」而報
警，再有明尼蘇達州白人警員

不顧非裔疑犯無法呼吸，以膝鎖頸致後者慘死
的「我不能呼吸2.0」事件，再次暴露美國種
族歧視問題從沒真正解決，華府掛在口邊的基
本人權，在本國竟恍如空話。

非裔美國人經過上世紀的民權運動，各項
權益漸跟白人看齊，2008年更選出首名有非
裔血統的總統奧巴馬，但社會文化的歧視早
已深種，奧巴馬在任期間，美國亦出現
「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抗議黑人遭不公
平待遇。

說到歧視，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謂「專家」，
他參政以來，即不斷公然散佈種族歧視言論，
墨西哥人被他抹黑是毒販和強姦犯、非裔議員
被他喝令「滾回家鄉」、華裔記者向他發問則
反被要求「去問中國」。美國白人至上主義亦
隨着特朗普的渲染，勢力愈來愈龐大，極端思
想更引發多宗白人針對其他族裔的槍擊案。

新冠疫情期間，美國社會對亞裔的歧視亦惡
化，不斷有亞裔居民遭當面直呼「病毒」和指
罵，亦有人被吐口水甚至被毆打。特朗普不但
沒為歧視降溫，反而火上加油，屢次以「中國
病毒」稱呼新冠病毒，加深美國人對亞裔的偏
見。

對屬於「自己人」的公民，美國白人的歧視
觀念尚且如此根深柢固，美國對外國人更無善
待可言，華府政客口中的民主人權，往往只是
干涉別國、攫取利益的藉口，絕非真正為該些
國家着想。

以中東為例，美國當年宣稱推翻伊拉克薩達
姆政權，可為伊拉克帶來民主，又大力支持
「阿拉伯之春」，但對於被認為實施專制統治
的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則視而不見。

亞洲的情況也類似，美國無論是出兵支援南
越、駐軍日韓，莫不以捍衛華府的地緣政治利
益為先。如此種種，都反映外國人在美國眼中
絕不可能是「手足」，而只會是榨乾利益後棄
如敝履的一片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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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病毒式歧視黑人
「無疫苗可救」

白人女違規放狗掀口角 報警詆毀正義男

事發在紐約的中央公園，受辱非裔男
子克里斯蒂安．庫珀在facebook(fb)

提到，他當時正於公園內觀鳥，目睹一名
女子於附近放狗，而該區規定放狗時必須
綁好狗隻，但這位名為埃米．庫珀的女子
未有這樣做，故此克里斯蒂安要求對方前
往公園其他區域。

亂噏生命受威脅 被炒道歉
克里斯蒂安形容，當時埃米的狗狗

「在植物之間亂衝」，自己便拿出狗零
食，希望讓狗狗安靜下來，埃米此時突然
大叫，阻止克里斯蒂安靠近。克里斯蒂安
和埃米沒有親屬關係。
克里斯蒂安拍下事發片段上載fb ，片

段可見埃米當時警告克里斯蒂安停止錄
影，否則便會報警，稱「我會對他們(警
方)說，有個美國非裔男性對我的生命構
成威脅」，當時她更拉下口罩，狗隻雖已
綁好狗帶，但近乎不受控。克里斯蒂安回
應說「請你報警」，埃米隨即報警，稱有
非裔男子「拍攝我，威脅我和我的狗
隻」。警員接報後到場，兩人均已離開。
美國近期發生多宗黑人男性遇襲甚至死

亡事件，令克里斯蒂安的片段成為網絡熱
話。埃米所屬的投資公司富蘭克林鄧普頓
其後公佈，已將女事主辭退，聲言不會容

忍任何歧視行為；埃米則透過公關公司向
克里斯蒂安公開道歉，稱自己的反應情緒
化，對克里斯蒂安的意圖作出錯誤假設，
同時透露已將狗隻交還動物收容中心。

黑人男屢被標籤涉犯罪
美國白人的文化中，經常將黑人男性與
犯罪扯上關係，這種觀念根深柢固，以致
即使受過訓練的警員，在對待黑人時亦帶
有偏見。休斯敦大學社會學教授謝恩．李
形容，他作為一名身高達1.9米的黑人男
性，在過去10年，每一日都會有人見到他
時面露驚恐神情。
類似心態甚至在黑人間亦存在，黑人

民權領袖傑克遜在1993年曾稱，「對我
而言最痛心的是，在街上聽到腳步聲時，
便憂慮會被搶劫，轉頭見到是白人時卻鬆
一口氣」。

教育難改偏見 治本需共處
謝恩．李等人曾提出以教育改變對黑

人的偏見，不過他亦承認作用或不大，因
為人類的大腦在見到一個「局外人」時，
自然會產生恐懼；更有效的方法可能是讓
白人孤身與黑人群體共處，讓他們全面理
解黑人的為人，不少白人爵士樂手或運動
員便是例證。 ■綜合報道

美國近日再掀起種族歧視爭議，紐約

一名黑人男子於公園內，要求一名白人

女子將寵物狗綁好時，兩人發生口角，

女子一度報警，稱被一名「非裔男人」

威脅，片段在社交媒體瘋傳，女事主被

網民狠批種族歧視，更被任職的投資公

司辭退，她其後為事件致歉。當地媒體

在探討黑人歧視問題時，形容黑人男性

長期被標籤為犯罪分子，社會對黑人男

性的恐懼如「病毒」一樣，且「並無疫

苗可救」。

執法制度利白人
黑人需靠現場片證清白
美國一名白人女性與一名

黑人男性在紐約中央公園發
生口角，因片段在網上廣傳
而引來議論紛紛，男事主克
里斯蒂安倚靠手機錄下的片
段，得以證明自己清白。然
而事實上有不少涉及黑人的
案件，因缺乏影片佐證而令
黑人蒙上不白之冤，反映現
行執法制度如何醜惡。
佐治亞州一名黑人於本月

初外出緩步跑時，被兩名白
人男性槍殺，其中一人為前
警員，在事發片段公開前，
兩人完全無須面對任何刑
責，直至片段曝光引起公
憤，當局才被迫採取行動。
同類例子在美國屢見不

鮮，當黑人成為案中受害
者，若沒有影片作為實據、

或影片沒有引起公眾關注，
執法機關經常愛理不理。
但若當局嚴正執法，根本
無須依靠社交平台彰顯公
義，而即使所謂「有片有真
相」，有時亦未必可傳達完
整的真相。
在今次中央公園事件中，

從影片或克里斯蒂安的帖文
可見，道理絕對在克里斯蒂
安一方，不守規矩放狗的是
女事主埃米，克里斯蒂安與
對方溝通時保持冷靜，埃米
卻不斷大叫大嚷，更揚言要
報警指克里斯蒂安威脅她。
當地媒體指出，即使埃米報
警的用意並非要克里斯蒂安
被捕，她亦知道執法制度對
她這位白人女性更有利。

■綜合報道

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發美國社會震驚和憤怒，尤其當事
人呼救時說出「我無法呼吸」，幾乎是2014年紐約市黑人
男子加納被警員鎖喉致死一案的翻版。有民眾強調要為弗
洛伊德討回公道，亦質問為何相同的悲劇總是一再發生。
加納因有販賣私煙和藏有大麻的前科，一直被紐約警方
監視。在2014年7月17日，加納在街上被白人警察搜查和
拘捕，警員以手掐住加納的喉部，導致他窒息致死，涉事
警員最終被判無罪，引發黑人社群強烈憤怒。加納求救時
曾11次說出的「我不能呼吸」，成為此事的象徵，也成為
往後美國有色人種民權運動中常見的標語之一，加納的死
亡亦催生席捲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加納的母親卡爾表示，她看到弗洛伊德被壓頸死亡的影
片後，憶起兒子的悲劇，形容是「反覆發生的噩夢」，
「用膝蓋壓着別人的頸，令人無法呼吸，我看不到有任何理
由要這樣做」。 ■綜合報道

美國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因被警察壓頸而無法
呼吸，最終不治，事件激起當地群眾的怒火，
數千名群眾前日上街抗議，其間搗毀警車，並
向警員投擲水樽和雜物，警方發射橡膠子彈和
催淚彈驅散，群眾在入夜後陸續散去。
示威者高舉寫上「我不能呼吸」、「別殺
我」、「起訴警察」等標語抗議，一度包圍
涉事警員隸屬的警局，他們抨擊警方過度執
法，根本沒有必要用膝蓋壓着已被制伏的疑
犯頸部長達5分鐘，一名黑人說，「我一定

要站出來，我怎麼知道下一個不能呼吸的
人，會否是我或我的兒子？」
儘管當地仍未全面解除防疫封鎖，但聚集

的群眾愈來愈多，有人在警局外的廣場與防
暴警察對峙，並包圍多輛警車，警察發射催
淚彈和橡膠子彈，現場煙霧瀰漫，部分群眾
被驅散後重新聚集，但衝突未有升溫。
儘管4名涉事警員已被革職，但有抗議人
士認為，直至他們被起訴和定罪，才能真正
彰顯公義。 ■綜合報道

紐約鎖喉致死案翻版
「噩夢反覆發生」

美國明尼蘇達州4名警員周一拘
捕一名黑人男子時，一名白人警察
將對方壓在地上，並用膝蓋壓住他
的頸部長達5分鐘，黑人男子送院
後最終不治。現場群眾拍下的事發
片段在社交平台廣傳後，輿論狠批
涉事警員的行為，有網民形容警員
的行為邪惡，要求起訴各人謀殺
罪。該4名警員已被革職，聯邦調
查局(FBI)已展開調查。

涉偽造文書拒捕
事發於明尼阿波利斯市，據

《紐約時報》引述當地警方
稱，警方以涉嫌偽造文書

罪名，拘捕46歲

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他懷疑受酒精或
藥物影響而拒捕。然而民眾拍下的影
片卻顯示，上身赤裸的弗洛伊德被警
察壓在地上及鎖上手銬，一名白人警
員用膝蓋壓着對方頸部，男子不斷哀
求「拜托，拜托，你的膝蓋壓着我的
頸，我不能呼吸了」。數分鐘後弗洛
伊德的身體不再移動，但頸部仍被壓
着，在場群眾向警員大叫，指黑人男
子的鼻子出血。

4警革職 FBI調查
弗洛伊德被送院急救，其後證實
不治。院方表示，至少要3周時間
才能得知弗洛伊德的真正死因。
明尼阿波利斯市長弗雷在twitter

發文，表示已將 4名涉事警員革
職，形容整個事件中沒有任何一件
事做對，「在美國身為黑人，不應
等同被判死刑」。當地警察總長表
示，警方正進行內部調查，檢察官
會決定是否提出刑事起訴，案件並
已轉交FBI調查。警方未有披露4名
涉事警員的身份，但傳媒報道用膝
蓋壓着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為加爾
文，已入職19年。
獲弗洛伊德家屬委託的民權

律師克倫普稱，偽造文書通
常是指行使假鈔等非暴力
罪行，警方拘捕時卻濫用
武力，導致一名男子死
亡。 ■綜合報道

數千人圍警局抗議 警橡膠彈驅散

「我不能呼吸」
黑人男遭白人警膝壓頸亡

■■ 示威者為弗洛伊示威者為弗洛伊
德爭取公義德爭取公義。。美聯社美聯社

■■警方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驅散示威警方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驅散示威
群眾群眾。。 美聯社美聯社

■■ 弗洛伊德被壓弗洛伊德被壓
倒在地倒在地。。 美聯社美聯社

■■ 帶着狗狗的帶着狗狗的
埃米埃米．．庫珀向克庫珀向克
里斯蒂安叫嚷里斯蒂安叫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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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蒂安原本在克里斯蒂安原本在
公園觀鳥公園觀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中中))與親友與親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