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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

地近日爆

發大規模

反種族歧

視示威，

警方於現場執法的手法惹來批

評，國際社會包括美國的盟友

均深表關注。而在場記者屢遭

警方以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驅

趕，甚至無故被捕，有外國記

者形容情況猶如中東的極權國

家，憂慮美國的新聞和集會自

由不斷倒退。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黑人記者希門尼斯上周五採訪
示威時，被警方在未有提供理由下拘捕，是今次示威

浪潮中首次發生同類事件，引發極大迴響。然而警方未有留
手，繼續不斷粗暴對待記者，外國記者亦不能倖免，例如來
自澳洲電視台第7頻道的採訪隊，前日便有攝記被警員用防
暴盾牌撞擊胸口及用警棍毆打，當事人之一的記者布雷斯憶
述，警員當時一直追趕採訪隊，向所有在場的人發射橡膠子
彈和施放催淚氣體，形容警員「無差別對待」所有人。
除記者遭遇暴力對待，總統特朗普周一視察白宮附近教堂

前，警方以武力驅散白宮外的和平示威者，只為特朗普「做
政治騷」清場，事件亦引起國際社會嘩然。

採訪隊遇襲 澳或發旅警
英國倫敦智庫皇家聯合研究所專門研究外交政策及中東政

治的資深成員梅拉爾指出，美國的政制縱使不完美，以往仍
可堅守重要價值觀，現時美國社會卻陷入混亂，社會撕裂，
政府管治差劣，今次示威將以上種種問題暴露於全世界眼
前。
新聞界對美國現況亦甚感憂慮，中東新聞網站「中東之

眼」記者索伊盧發表語帶嘲諷的帖文，稱「美國恭喜你！你
已經與中東國家一樣，在總統府外和平示威都不可以了」。
澳洲第7頻道新聞及公共關係主任麥克弗森回應該台記者被
警員攻擊一事，直指採訪隊遭遇「襲擊」，形容事件「令人
厭惡，與不負責任的暴行無異」。
美國部分盟友坦言，華府應對示威的方式令人擔心，在澳

洲記者遇襲後，澳洲總理莫里森立即聯絡澳洲駐美國大使
館，要求了解和跟進事件，澳洲外長佩恩亦表示正檢視是否
對華盛頓等美國城市發出旅遊警示；新西蘭總理雅登則稱，
對美國示威的畫面「感到震驚」。
美國傳統盟友英國首相約翰遜昨日譴責美警殺死弗洛伊

德，形容令人震驚，但未有就此批評特朗普，甚至未有透
露有否與特朗普討論此事。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博雷利前日
提到，美國政府不應「如此使用他們的權力」，直斥執法
當局「濫權」，應予以譴責。歐盟周一曾正式回應示威，
表示期望事件可「在尊重法治及人權下順利解決」，而類
似字眼過往大多用於回應也門、敘利亞、烏克蘭等地的事
件。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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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連日有示威
聲援被美國警員殺害的
黑人弗洛伊德，其中巴
黎北部前日有2萬人上
街，同時悼念2016年
被法國警員拘留期間死
亡的非裔青年阿達瑪，
示威最終演變成警民衝
突，有人擲石、堵路及
焚燒路障，警方需施放
催淚彈及橡膠子彈驅
散。
巴黎現時仍然因應新冠疫

情，禁止 10 人以上的公眾集
會，但前晚約7時起仍有大批市
民響應網上號召上街，多人高
舉「Black Lives Matter」(黑人
的命也是命)等標語，聲援美國
示威者。約兩小時後，示威者
與警員爆發衝突，有人在高速
公路堵路，警方隨即使用武力
驅散。
除了巴黎，里爾、馬賽、里

昂等多個城市亦有人上街，促
請正視種族問題。內政部長卡
斯塔內譴責示威者的行為，強

調民主社會不容暴力，又稱禁
止集會只是希望確保公共衞
生。
英國倫敦昨日亦有數千人上

街，抗議種族不公，示威人士
高呼「沒有公義、沒有和平」
等口號，並叫喊弗洛伊德的名
字，不少人戴着面具，批評英
國同樣有種族歧視問題。
歐洲其他地方同樣有示威，

其中荷蘭阿姆斯特丹有人上
街，促請正視昔日殖民時期遺
留的種族問題，土耳其伊斯坦
布爾的遊行則演變成警民衝
突，多人被捕。 ■綜合報道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前日在記
者會上，被問到如何回應美國
總統特朗普出動軍警處理示威
的做法，杜魯多竟在鏡頭前語
塞21秒後，才表示事件「可怕
及令人驚恐」。
杜魯多在官邸前舉行的每日
例行記者會上，媒體問道「你
一直都不願意批評特朗普，但
特朗普威脅要動用軍隊對付抗
議者，更為了讓他可去拍照，
警察還對和平示威者發射催淚
彈，你對此有何看法？如果你
不置評，你認為會傳達出什麼
訊息？」

避點名特朗普
向來對答如流的杜魯多顯得
不知所措，呆了21秒，在努力
斟酌字眼好幾回後，他避免點
名特朗普答道：「我們都驚恐
地看着美國正發生的事，這是
讓人們團結一起的時刻，這是
聆聽的時刻，這是學習的時
刻，儘管經歷年復一年和數十
年的發展，但不公平仍然繼續

存在。」杜魯多接着說，「此
刻加拿大也應認知到，我們也
有我們的挑戰，種族歧視在加
拿大每天都在發生，加拿大也
有制度上的歧視。」
杜魯多始終不願直接評論特

朗普的行為，媒體繼續追問原
因，他表示其總理工作是將重
點放在加拿大人身上。他同日
下午在國會質詢中，被問到相
同問題時再度迴避，除表示聲
援少數族群、呼籲終結加拿大
制度內存在的種族主義外，也
反省自己多年前「把臉塗黑扮
黑人」被狠批的往事，承認自
己並不完美。 ■綜合報道

巴黎2萬人聲援變衝突怎看特朗普鎮壓？ 杜魯多語塞21秒

美國多地繼續傳出警方粗暴對待記者事
件，美聯社兩名記者前晚於紐約採訪示威期
間，被多名警員猛力推撞及喝令離開。
紐約市前晚8時起實施宵禁，但示威人群

並未散去，美聯社兩名攝影記者巴姆斯特德
和梅耶當時在曼哈頓下城區採訪，數名警員
突然趨前，要求他們離開。二人當時均穿上
印有美聯社標誌的背心，並多次表明記者身
份，解釋記者屬「必要人員」，應獲准留在
街上，但警員未有理會。一名警員隨即猛力
推撞兩名記者，又爆粗辱罵兩人，要求他們
立即走開。
兩名記者在混亂期間走失，巴姆斯特德

表示車匙在梅耶身上，要求找回對方，獲警

員准許，其後安全離開。事件全程被巴姆斯
特德拍下，紐約警方表示會展開調查。

電槍傷大學生 6警遭起訴
另一方面，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兩名大

學生梅西亞和塔尼亞，日前駕車回家時遇上
示威，梅西亞目睹一名示威者被警員押走時
高呼無辜，便打開車窗要求警員釋放對方。
數名警員隨即上前打碎車窗，用電槍將兩人
制伏後拖出車外，梅西亞手臂骨折。
有關影片在網上瘋傳，警員的手法備受

批評。其中兩名警員已因過度使用武力，被
亞特蘭大市長博頓斯下令革職，全部6名警
員均被起訴。 ■美聯社

紐約警爆粗辱罵 猛撞美聯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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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因黑人弗洛伊德被壓頸致死的案件，觸發數
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反種族歧視示威，種族不平等議
題自然值得關注，警方強力鎮壓的手法更觸目驚
心。回顧香港去年6月起爆發的修例風波，美國的
傳統盟友紛紛斥責所謂「警暴」，如今對美國警員

濫打濫捕，卻反應閃縮含糊，恍如被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雙重標準作
風感染，或許因為不敢或不願得罪美國這霸權，結果兩面不是人。

西方國家不斷責難香港警方職責範圍內的止暴制亂行動，如去年
發生理大事件後，歐盟曾稱對「警方拘捕傷者及義務醫護人員表示
深切關注」；去年底更有來自18個國家的逾40名國會議員及宗教
領袖聯署公開信，包括英國下議院前議長白高漢和加拿大前國會議
員基爾戈等，無端指警方執法「違反國際標準」。部分國家又聲嘶
力竭要求進行「獨立調查」，德國外交部亞太司主管西格蒙德曾公
開支持成立「獨立委員會」，甚至稱樂於分享德國的經驗。

當時歐美國家為香港暴徒搖旗吶喊，擺出一副義正辭嚴的姿態。
如今面對美國的示威浪潮以及警察對示威者的強力鎮壓，歐美國家
立即「龜縮」，歐盟僅譴責弗洛伊德死亡案件，期望美國示威可在
「尊重法治與人權下」順利解決；對於有記者在採訪示威期間被
捕，德國、英國等國家亦只稱「表示關注」。

其中英國的「變臉」尤其精彩，外相藍韜文曾稱香港警察使用實
彈的應對方式「不合比例」；現在特朗普揚言向示威者開槍，他卻
拒絕回應。正如現時上街的美國示威者所說，「有時候沉默已是一
種表態」。

若說沉默，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前日在鏡頭前的21秒沉默，或更
能說明西方國家在美國「霸權」下的為難。美國是加拿大在外交、
貿易等方面的最重要盟友，加拿大自然不願意得罪美國，誠如杜魯
多的父親、前總理老杜魯多形容，加拿大如同「與大象同床共枕的
老鼠」。杜魯多雖然最終想出幾句話打圓場，但或許21秒的沉默
才是他最真實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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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多沉默 21秒才回應問
題。 網上圖片

■警員喝令美聯社記者離開。 美聯社

■■記者解釋自己屬記者解釋自己屬「「必必
要人員要人員」。」。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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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場清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示威者試圖與警方理論示威者試圖與警方理論。。 路透社路透社 ■■一名示威者被捕一名示威者被捕。。 美聯社美聯社■■警員用盾牌撞開示威者警員用盾牌撞開示威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美國警方連日處理示威手法受質疑美國警方連日處理示威手法受質疑。。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巴黎民眾聲援示威巴黎民眾聲援示威。。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