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各地反種族歧視示威上周初達到最高峰

時，總統特朗普一度揚言要向全國派兵「平

亂」，過千名現役軍人更一度部署到首都華盛

頓周邊戒備。美媒前日引述多名華府官員的說

法，重現白宮當日的決策過程，首度揭發特朗

普原本計劃在華盛頓出動1萬名現役軍人鎮壓示威，遭到防長埃斯珀

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齊聲反對，特朗普最終雖然放棄派兵，但

對於埃斯珀違命大感不滿，更曾考慮撤換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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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曾謀1萬兵鎮壓首都示威
稱情況受控 命令國民警衛軍撤出

美國爆發反種族歧視示威以來，部
分警員曾單膝下跪聲援示威者，更與
他們握手擁抱，贏得對方讚賞和支
持。然而，部分示威者對此感到不
滿，形容這是警方的公關伎倆，無助
推動種族平等。
洛杉磯市警方助理指揮官帕爾卡日
前在市長加塞蒂的住所外，與示威者
一同單膝下跪，然而帕爾卡接受傳媒

訪問時，參與示威的黑人演員Kend-
rick Sampson打斷他的說話，稱「我
們不希望任何人單膝下跪，下跪不能
治療傷口」。暢銷書作家蓋伊亦指
出，警察、政客和白人應停止單膝下
跪，「我們不需要你們下跪，我們需
要你們站起來，爭取真正、全面及持
續的變革」。
民權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

者之一的邁納表示，由於黑人男子弗
洛伊德是被白人警員單膝跪頸致死，
故認為單膝下跪現時已有不同含義，
直言對於警方這樣做感到「非常不
安」。不過示威者巴蒂認為，警員與
示威者的善意互動是同理心的表現，
稱自己的女兒在集會上表達訴求時激
動落淚，在場一名警員其後單膝下跪
並安慰她。 ■綜合報道

社交網站facebook(fb)未有刪除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開槍
論」帖文，引發員工抗議和輿論抨擊，143位獲fb創辦人
朱克伯格資助的科學家前日亦聯署公開信，敦促fb不能讓
特朗普透過社交平台「散播不實資訊和煽動言論」，否則
將與科學家建設更美好世界的理念背道而馳。
聯署的科學家來自史丹福大學和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

均曾獲得朱克伯格及其妻子普麗西拉．陳創立的慈善機構
「陳．朱克伯格倡議」(CZI)資助。公開信指出，特朗普
在社交平台揚言開槍鎮壓示威，明顯煽動暴力和違反用戶
守則，fb卻未有採取行動。
公開信亦稱，他們作為科學家，一直致力改善世界，故
希望共同實現CZI的目標，例如利用科技解決難題，以及
為所有人建立更包容、公義和美好的未來，然而散播不實
資訊和分化性的言論，完全違反這些理念，故此呼籲朱克
伯格收緊用戶規定，尤其在現今應對種族不公義的時代。
朱克伯格日前已表示，將檢討對於用戶違規帖文的處理方
式。

■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英國知名塗鴉藝術家
Banksy前日在社交平台Ins-
tagram(ig)發布新作，作品
的下方有一小幅黑色、無
輪廓的人像，四周擺滿花
束蠟燭，而蠟燭的火焰已
點燃後方牆上掛着的一面
巨型美國國旗。
美國黑人男子弗洛伊德

遭白人警員以膝壓頸致
死，引發全美示威浪潮，
Banksy在個人 ig發布簡短
聲明說，「有色人種遭制
度 所 辜 負 ， 白 人 的 制
度。」Banksy將種族主義
比喻為大廈樓層水管破
損，造成樓下水浸，令樓
下住戶日子苦不堪言，

「但這不是該由他們負責
修理的問題，他們也無從
修理，原因是沒有人讓他
們到樓上的住宅。」
Banksy強調這是白人的

問題，倘若白人不修理，
「 必 須 有 人 上 樓 去 踢
門。」
Banksy經常選擇熱門議

題作為作品主題，且一般
都在牆上塗鴉。他上月在
新作中描繪一名小男孩手
中的超級英雄公仔，不再
是蝙蝠俠或蜘蛛俠，而是
醫護人員，以此向醫護人
員致敬，感謝他們在新冠
疫情期間的無私奉獻。

■路透社

Banksy新作 悼念之火燃點美國
143受資助科學家聯署
促fb阻特散播假資訊

警員跪地擁抱
被批公關騷

美國霍士新聞台上周五在節目中展示一幅
圖表，試圖呈現當黑人遭受暴力事件受到公
眾極度關注時，股市反而上升，引起輿論嘩
然，有網民更批評有關做法「可怕」。霍士
新聞台前日就事件致歉。
這幅圖表出現在《Special Report with

Bret Baire》節目中，顯示美國過往4宗黑人
遭受暴力事件發生一周後，標準普爾500指
數均報升，當中包括著名黑人民權領袖馬丁
路德金遇刺和目前引發示威浪潮的弗洛伊德
事件，還有2014年黑人青年布朗遭警擊
斃，以及1992年毆打黑人男子羅德尼．金
的警員脫罪，當中弗洛伊德死後一周內，標
普指數累升3.4%，升幅是4宗事件中最多。
節目主持指出，「從過往情況顯示，投資者
的焦點與全國發生的事情沒有關連」。
圖表登出後引來非議，伊利諾伊州聯邦眾

議員拉什批評霍士新聞台全不在乎黑人的性
命，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前主席斯蒂爾也在
twitter發文稱，「為何要呈視股市上漲幅
度？這就是霍士新聞台悼念黑人死亡的方
式」，斥責霍士新聞台冷血。

■綜合報道「「建築物也很重要建築物也很重要」」
美媒標題冒犯美媒標題冒犯 總編下台總編下台

美國《華爾街日報》與全國廣播公司(NBC)聯
合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8成受訪美國人感覺國
家正愈趨失控，對前景感到擔憂。另有約2/3的
受訪者稱，相較示威者引發的暴力，他們認為弗
洛伊德遭受警察過度武力致死事件更值得憂慮。
《華爾街日報》和NBC於上月28日至本月2

日，訪問1,000名已登記選民，問及對當前國家
危機包括弗洛伊德案件和新冠疫情的看法。民調
結果顯示民主、共和兩黨人士看法迥異，32%共
和黨人相信新冠疫情已經受控，但有74%民主黨
人相信可能仍需一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遏止疫
情。此外，48%共和黨人關注示威浪潮多於弗洛
伊德死亡事件，民主黨人中則有81%較關注弗洛
伊德案。

民調顯示，受訪者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滿
意度為45%，較4月下跌一個百分點。

若將特朗普與民主黨對手拜登比
拚，拜登支持率為49%，維

持領先特朗普7個百分
點。

■綜合報道

特朗普昨日早上在twitter發文，表示
華盛頓的情況已受控，因此他已下

令國民警衛軍撤出華盛頓，但警告「若有
需要，他們將會迅速回來」。
報道引述官員稱，特朗普對於5月31

日白宮周邊大規模示威頗為不滿，認為包
括華盛頓市政府在內的地方政府，未有盡
力制止暴力。到6月1日(即上周一)早上，
特朗普想到可以動用已經接近30年未用
過的《暴亂法》，繞過各華盛頓市政府，
由自己親自下令派兵鎮壓示威。一名國防
部官員透露，特朗普當時打算即時出動1
萬名現役軍人。

軍方堅拒「軍事化」
報道說，埃斯珀及米利非常反對特朗
普的派兵大計，認為將這場原本可以由民
事執法部門自行處理的危機「軍事化」無

補於事，更認
為示威中出
現的暴力分
子，只是

示

威群眾當中的一小撮人，不構成出兵「平
亂」的理據。
熟知特朗普性格的埃斯珀及米利於是

想到緩兵之計，兩人立即聯絡各州長，敦
促他們盡可能調派國民警衛軍到華盛頓，
協助哥倫比亞特區國民警衛軍及其他執法
部門控制局面，並警告州長們如果不及時
徵召國民警衛軍，特朗普就會派兵。
儘管在埃斯珀及米利的努力下，軍方

最終未有出手介入示威，不過特朗普仍死
心不息。上周一下午，特朗普突然急召埃
斯珀及米利到白宮，陪同他出席玫瑰園記
者會，之後更在國民警衛軍的催淚彈開路
下，帶着兩人到白宮對面的聖約翰聖公會
教堂，舉起聖經拍照「做騷」。

防長「被騙」教堂陪拍照
報道指，埃斯珀及米利對於「被騙」

到教堂拍照感到非常後悔，認為此舉令本
應政治中立的軍方形象受損，米利更後悔
當日較早前脫下原本到訪白宮時應穿着的
軍禮服，換成部隊中或上前線才穿着的戰
鬥服，變相被特朗普拿來當做出兵威脅的
象徵。

米利此後保持低調，但有消息透
露他與多位國會議員接觸，坦承
對出兵的擔憂。埃斯珀則在上周
三與特朗普「割席」，公開反對
總統引用《暴亂法》。此前由
他部署在華盛頓附近待命的

1,600名現役陸軍士兵，亦已於上
周五悉數接令離開。據報埃斯珀的態

度引起特朗普不滿，更一度企圖將他撤
換，只是被幕僚制止。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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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費城問詢報》上周二刊登一篇專欄文
章，以「建築物也很重要」(Buildings Matter,
Too)為標題，被指參考示威口號「黑人的命也是
命」(Black Lives Matter)，等同將黑人性命的價值
與建築物相比，引起報社員工不滿，部分人甚至
申請病假，以示罷工抗議。該報前日為事件道
歉，形容犯下「非常錯誤的決定」，並宣布執行
總編輯維什諾夫斯基辭職。
《費城問詢報》上周二刊登由建築界評論員薩
弗隆撰寫的文章，指出不少建築物在連日暴力示
威中被破壞，將在費城留下傷痕，並以《建築物
也很重要》為標題，結果引起極大爭議，外界批

評不重視黑人性命，在《費城問詢報》210名員
工中，約30人決定申請病假罷工，亦有多名員工
向報社高層發出公開信，稱黑人記者嘗試與社區
建立互信關係，卻因其他人疏忽犯下錯誤而失信
於民，令記者難以履行職責。
《費城問詢報》行政總裁休斯在員工內部備忘
錄中表示，引發今次爭議的標題是「冒犯他人和
不妥當」，稱報社員工今後需更多元化。《紐約
時報》早前刊登參議員科頓的文章，由於他主張
動用聯邦部隊鎮壓示威，令《紐時》受到輿論批
評。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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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被揭發
原本計劃在華盛頓
出動1萬名現役軍
人鎮壓示威。圖為
首都華盛頓前日有
大批民眾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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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霍士圖表涉事霍士圖表

■一名軍警
參與驅散示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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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問詢報費城問詢報》》一篇文一篇文
章以章以《《建築物也很重要建築物也很重要》》
為標題為標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示威期間有不少示威期間有不少
警員下跪警員下跪。。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