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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黑人因警暴致死一案觸發席捲全國的示威

浪潮，其間多名採訪示威的媒體記者，遭示威者

和警察攻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位於亞特

蘭大的總部，更遭示威者衝擊和破壞。關注言論

自由的專家認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總統

特朗普自上任以來不斷抹黑主流媒體，肆意貶低記者，已大大損害媒體

的公信力，令部分民眾不再信任傳媒的報道，如今示威浪潮中屢次有記

者遇襲被捕，便是特朗普鼓吹反媒體思想種下的禍根。

特反媒體種禍根
記者遭雙面攻擊

不斷貶低傳媒損公信力 CNN被破壞竟發帖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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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3名記者早前在明尼阿波利斯
直播示威時無故被警方拘捕，

當中兩人為黑人記者，事件惹起公憤。然
而記者被針對事件陸續有來，多地均有電
視台或通訊社的記者，被民眾掟石攻擊，
明尼阿波利斯有記者的大腿被警方橡膠子
彈擊中；肯塔基州電視台採訪隊被警員用
槍瞄準發射胡椒球彈。甚至最得特朗普
「歡心」的霍士電視台，同樣有記者在示
威現場被群眾追打。

傳親口承認蓄意攻擊媒體
回顧特朗普從政以來的言論，針對媒體
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曾在造勢集會上鼓吹
民眾高呼「CNN超爛」，或將所有對他不
利的新聞統統稱為「假新聞」。他在早前的
新冠疫情簡報會上，亦多次批評傳媒炒作報
道，而在CNN總部被示威者破壞後，他更
一度在twitter轉發嘲諷事件的帖文。
特朗普針對媒體的行動，目的是要削弱
媒體的公信力，令記者不再受尊重。據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斯塔爾透露，她在
2016年大選前訪問特朗普，特朗普當時親

口向她承認是蓄意攻擊媒體，「你知道是什
麼原因嗎？就是為了令你們失去信譽，盡力
貶低你們，到你們寫出對我不利的報道時，
便沒有人會相信你們」。

指成功將傳媒塑造成反派
關注言論自由的非牟利組織「美國筆

會」行政主任諾薩爾指出，特朗普經常詆毀
記者，藉此削弱社會對記者的基本尊重，以
及記者在民主體制下肩負的重要角色。諾薩
爾認為特朗普的手段奏效，成功將媒體塑造
成「反對派」的形象。
反媒體思想在美國一直存在，如前總統

尼克松時代的副總統阿格紐，便曾將媒體稱
為「又長氣又消極的權貴」。保護記者委員
會行政主任西蒙認為，類似思想在特朗普管
治下更嚴重，特朗普以至各級官員和政治人
物，都在毫無理據下斥責傳媒報道假新聞。
他認為在示威期間不斷出現記者遇襲事件，
總統理應為民間情緒降溫，提醒公眾記者對
民主社會的重要性，應讓他們履行職責。不
過特朗普的twitter帖文內容已證實，他選擇
完全相反的做法。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美
國黑人男子疑被白人警察跪頸致死事件
觸發的示威，於前日蔓延至英國首都倫
敦和德國首都柏林。倫敦數以百計高舉
「Black Lives Matter」紙牌的示威者在街
頭遊行，不但抗議明尼蘇達州黑人弗洛
伊德無辜喪命，還呼叫「英國不是無
辜」，意指黑人被歧視亦在英國存在。
示威者誓言當地時間昨日繼續在英國各
地抗議，強調人類沒有黑、白之分，所
有人應當獲得平等對待。

未來在多地舉行示威
憤怒的示威者霸佔倫敦主要通道，巴士

和汽車被迫滯留在東南部佩克漢姆區，無
法向前行駛，市內交通水洩不通。周六示
威是未來連串抗議行動的前奏，示威者計
劃未來一周在伯明翰、曼徹斯特、加的夫
和格拉斯哥舉行示威，聲討白人粗暴惡
行。社交媒體展示群眾在倫敦東南地區，

呼叫「沒有公義、沒有和平」和「不要殺
害我的朋友」口號。
主辦示威的積遜表示：「我覺得有責

任把民眾聚集起來，一齊發出我們的聲
音。我看到美國黑人男子慘死的片段，
深信不能讓同樣情況再度發生。我利用
facebook說出我的看法，有點料不到竟然
有這麼多人不理會疫情出席。」出席示
威的黑人桑頓說：「我希望白人社會知
道黑人的性命同樣重要，是必須受保護
的瀕危品種。」
一些示威者舉起紙牌，呼籲民眾團結

對抗，重視黑人的性命。不過，部分示
威者較為激進，鼓吹類似過去數日發生
在美國的暴亂。當中，一名示威者的紙
牌寫上「暴亂」字樣。在倫敦北部，有
示威者舉起「廢除警察」橫額。

抗議者無視防疫指引
很多示威者沒有理會政府因新冠肺炎

而規定的兩米距離指引，選擇緊貼在一
起支援黑人。同時，不少示威者沒有戴
口罩防疫。一些示威者模仿被警察跪頸
致死的美國男子在昏迷前那樣呼叫「我
不能呼吸」，聲言要為死者討回公道。
一名在倫敦長大的黑人男子帶着兩歲

兒子參加示威，鼓勵示威者在街上行來
行去以示支持死者，但提醒他們不要嚴
重阻礙交通以免被捕。他說：「我們必
須稍為阻礙交通，才能引起更多人注視
黑人被歧視甚至遭到傷害的嚴重性。我
們必須改變這個局面，否則只有更多黑
人無辜遇害。」
示威者舉起的橫額指出：「我們希望

在這裏向美國政府施壓，表明黑人被白
人警察跪頸致死是一宗全世界的事，並
非單獨美國事件。」
柏林則有數百名示威者在當地美國大使

館外集會，他們高舉「為弗洛伊德討回公
道」、「停止殺死我們」等標語牌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正
當美國示威浪潮如火如荼之際，加拿大
最大城市多倫多亦在前日有數千人參加
遊行示威，抗議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歧視
黑人和種族主義事件。這次和平示威源
自美加兩宗廣受注目、涉及警察的死亡
事件，繼美國黑人男子疑遭白人警察跪
頸致死後，多倫多黑人女子蕾吉斯疑被
警察在其24樓住所露台推落街上喪生，
觸發數千人上街示威討回公道。
示威者在多倫多市中心高舉「另一條黑

人性命遇害」、「廢除警察」、「沒有公
義，沒有和平」等標語，很多示威者不忘
政府勸告戴口罩出席。一些示威者高呼
「停止殺害黑人女性」口號，他們表示不
單為了遇害的蕾吉斯，還關注被警方和司
法制度不公平對待的每一個人。

華人受歧視感同身受
示威者Kevin表示：「我是一名黑人，

很痛心有色族裔遭到不公平對待，即使
現在是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亦要站出

來支持受害者。」參加示威的華人Philip
說：「與美國相比起來，加拿大有色人
種被歧視的情況不算嚴重，但白人先前
歧視戴口罩的華人，所以我出來參加遊
行，希望各個族裔獲得一視同仁看
待。」黑人社區組織成員育德表示：
「多年以來，不少黑人無辜喪失了性
命，我們必須推動每個人獲得公義保
障。」

蕾吉斯死因仍存疑
安大略省警方表示這次和平示威有

約 3,500 至 4,000 人出席，全程和平舉
行。警方透露蕾吉斯的死因尚在調查
當中，對於她的死因仍然存很多未找
到答案的問題。警方曾指蕾吉斯是自
殺身亡，但她的家人表示蕾吉斯墮樓
時有警察在場。蕾吉斯來自烏克蘭，
生前踴躍參加教會活動，是一名具有
天分的體操運動員。她的家人尋求找
出蕾吉斯死亡真相，但呼籲支持者以
和平手段達成目的。
除了多倫多外，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

斯市亦在周六有示威舉行，魁北克省城
市蒙特里爾則在周日舉行遊行。
多倫多市長莊德利表示他理解民眾對

蕾吉斯死亡的憤怒，知道歧視黑人的種
族主義在社會存在，鼓勵民眾參加遊行
時緊記遵守新冠肺炎社交距離指引。

美國各地爆發大規模反種族歧視示威浪
潮，有地方政府呼籲示威者緊記戴上口罩，
避免傳播新冠病毒的風險。
紐約州州長科莫表示，民眾有權示威抗
議，但無權傳染其他人，亦無權做出會危害
公共衞生的行為，「即使你年輕和強壯，你
仍然可能受感染，然後傳染其他人，這是完
全不負責任。」
截至5月29日，示威源頭明尼阿波利斯

市已有逾3,00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127
人病歿，當中黑人比例較高，而明尼蘇達州
的病歿個案已突破1,000宗，州衞生官員馬
爾科姆表示，她明白示威者的悲傷和憤怒，
但警告明尼蘇達州仍是其中一個疫情蔓延最
快的州份，民眾必須佩戴口罩和盡量保持社
交距離，這不僅保護自己和親友，亦為社區
健康着想。

■綜合報道

示威蔓延倫敦柏林 聲討歧視惡行

加國遊行聲援 抗議種族主義

示威恐播毒 官員籲戴罩

《洛杉磯時報》記者菲斯克和
攝影記者科爾前晚在明尼蘇達州
採訪當地示威活動期間，遭警方
以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無差別攻
擊。菲斯克事後表示，她以為警
員不會向記者開槍，現在才知
「自己錯了」。
菲斯克憶述當晚約8時半，20

多名全副武裝警員準備驅散示威
者，一名年輕黑人女子高舉雙手
與警員交涉，被噴胡椒噴霧。警
方之後用擴音器宣稱示威者違反
宵禁令，要求立即散去。菲斯克以為傳媒獲
豁免，他們當時均佩戴記者證，並穿上寫有
「傳媒」字樣的背心。然而警員卻無差別地
發射催淚彈，又朝記者發射橡膠子彈。菲斯
克高呼自己是記者，但警員不發一言繼續開
槍，她意識到必須逃跑。

記者表明身份仍被捕
菲斯克腳部被一至兩粒橡膠子彈擊中，科爾
則因催淚煙導致眼部不適。菲斯克稱她曾採訪
美國各地的示威活動，亦曾到伊拉克和阿富汗

採訪美軍，但從未如此被警察開槍
攻擊。
電視台WCCO-TV攝影師阿

爾維斯亦於前晚在明尼阿波利斯
採訪時，被警員壓倒在地上，儘
管阿爾維斯不斷表明記者身份，
但仍被警方拘捕，相機亦被沒
收，警方未有解釋原因。
警方在明尼阿波利斯清場期

間，一名警員用橡膠子彈步槍指
向路透社電視台攝影師查韋斯，
查韋斯與該台安全顧問蘇厄德一

直逃跑，其間均被橡膠子彈擊中，最後躲到
附近一個油站內。
另一方面，《赫芬頓郵報》記者馬蒂亞斯前

日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採訪示威期間，雖然佩
戴了記者證，但仍在警方清場時被捕。在場另
一記者稱，馬蒂亞斯受到警員粗暴對待，手機
亦被警員搶走，馬蒂亞斯高呼「把手機還給
我」但不得要領，隨即被帶離現場。
紐約市長白思豪的辦公室隨後向《赫芬

頓郵報》致歉。該報強調記者只是在完成本
身職責，對遭阻攔甚至拘捕感到震驚。

《洛時》記者稱被狂射催淚彈

■ 科爾講述遭警察
開槍經歷。

■霍士電視台記者遭示威者攻擊。 網上圖片■《赫芬頓郵報》記者被警方帶走。

■示威者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聚集抗議，其間有人高舉「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標語。 路透社

■■多倫多示威者與警方對峙多倫多示威者與警方對峙。。 路透社路透社

■■ 一位攝影師在一位攝影師在
採訪示威期間遭警採訪示威期間遭警
方驅離方驅離。。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