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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金贈車票 「血色星期日」齊遊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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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南特教堂遭縱火 17世紀風琴焚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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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兩名警員上
周四制服一名黑人男子
時，一名白人警員以膝
部壓着對方頸部（見
圖），途人拍下事發經
過的片段其後在網上流
傳，不少人對警員的行
為不滿，獨立警察投訴
委員會(IOPC)介入調查
後，警方前日宣布將該
名涉事白人警員停職。
警方發聲明稱，兩名警員接報

到場調查一宗打鬥案時，以涉嫌
打鬥及藏有利刀為由，逮捕一名
45歲黑人男子。現場片段顯示疑
犯被扣上手銬，一名白人警員用
膝蓋壓住其頸部，以及用手按住
其頭部，另一名亞裔警員從旁協
助，將疑犯壓在地上。疑犯高呼
「(把膝蓋)移開我的頸」，又聲稱

沒有犯事，警員叫他不
要動，最終將膝蓋移
開，讓疑犯坐在地上接
受盤問。
多名途人在現場圍

觀，紛紛批評警員的做
法，多輛警車到場增
援，將疑犯帶走，他已
被落案控告在公共地方
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名。

此前美國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事件
引發蔓延全球的反種族歧視示威。
倫敦市長簡世德表示對今次事件感
到不安，敦促警方盡快展開調查。
倫敦副警察總長豪斯表示，警方在
訓練中從未教授此類動作，對事件
深感困擾。他指一名涉事警員已被
停職等候調查，另一名警員則暫停
執勤，警方將繼續調查事件。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跪頸黑人男 英白人警停職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前日發布內
部備忘錄，間接禁止所有軍事設
施，展示被指屬種族主義象徵的邦
聯旗。
美國早前爆發反種族歧視示威，
不少邦聯期間歷史人物雕像和紀念
碑被破壞及拆除，但總統特朗普認
為民眾有權展示邦聯旗，屬言論自
由的表現。埃斯珀在備忘錄中的用
字明顯非常小心，未有點名禁絕邦
聯旗，避免觸怒特朗普。

憂直接禁掀政治風波
埃斯珀在備忘錄內列出美軍可懸
掛的旗幟，包括各州政府、軍中各
單位以及盟友夥伴等的所屬旗幟，
但南北戰爭時期的邦聯旗未有納入
名單內。埃斯珀寫道「我們必須永

遠聚焦於可團結我們的事物」，同
時稱「我們使用的旗幟必須符合軍
方重視的良好秩序和紀律，以尊嚴
與尊重對待所有人民，以及拒絕分
裂的象徵。」美國部分軍種早前已
禁用邦聯旗，包括海軍陸戰隊，而
埃斯珀的新規定適用於全軍。
據知情人士透露，國防部曾在備

忘錄的初稿中明言禁止使用邦聯
旗，說明禁令「可維持軍人士氣、
軍中良好秩序和紀律，以及保持凝
聚力」。但官員擔心直接禁用只會
引起政治風波，埃斯珀日前亦與軍
方高層討論當中法律爭議，憂慮禁
令會受到司法挑戰，故修改用字以
間接禁用邦聯旗，從而既可符合法
例規定及軍方高層要求，又可避免
得失特朗普。 ■綜合報道

法國南特市著名地標聖彼得和聖保羅大教堂(又名
南特主教座堂)昨日發生火警，一座17世紀風琴被燒
毀，百名消防員奮力撲救後數小時後，火勢逐漸受
控。今次火災造成的損毀未有如去年巴黎聖母院大
火般嚴重，目前未知起火原因，但由於現場有3處
火頭，當局列作縱火案處理。
消防員於當地時間早上7時45分接獲南特主教座

堂起火，隨即趕赴現場，可見教堂內一度火光熊
熊，冒出大量濃煙，警方封鎖周圍道路。負責管理

教堂的神父雷諾視察火災現場後表示，一個風琴被
完全燒毀，風琴後方的彩繪玻璃亦全部碎裂，形容
是「無法想像的損失」。至於風琴附近的祭壇結構
不穩定，存在倒塌風險。

哥德式建築經數百年建造
屬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南特主教座堂始建於1434

年，建造工程歷時數百年，在1891年竣工，教堂內
的重要文物包括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的陵

墓，屬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傑作。
南特主教座堂曾於1972年發生火災，當時大部分

屋頂被燒毀。有消防員透露，有別於當年火災和去
年巴黎聖母院大火，今次火警未有波及屋頂。至於
被燒毀的風琴建造於1621年，曾經歷5次修復，信
徒視之為「南特主教座堂的靈魂」。總統馬克龍在
twitter為消防員打氣，感謝他們冒生命危險拯救這
個哥德式建築瑰寶。

■綜合報道

美國的民權運動先驅、民主黨資深眾議員劉易斯前

日因胰腺癌過世，享年80歲。劉易斯從自學生時代

已積極參與民權運動，多次在鏡頭前被打至頭破血

流、被捕達40次；在逾半世紀後，非裔男子弗洛伊

德被警員壓頸致死事件，令種族平權示威席捲全球，

與病魔戰鬥的劉易斯雖無法再親身參與，他亦坦言民

眾湧上街頭的畫面令人動容、大家「再無退路」。

（1940 — 2020）

在1963年「向華盛頓進軍」大
遊行舉行期間，黑人民權領袖馬丁
路德金發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
想》演說，當年23歲的學生非暴
力協調委員會主席劉易斯亦是同場
的演講者。劉易斯日後回憶當時的
演講曾遭遇極大壓力，他直到登台
前，還被要求逐句刪改講稿。
劉易斯憶述自己在演講前夕被告

知，講稿中許多措辭過於激烈。時
任華盛頓大主教奧博伊爾曾要求他
刪去對「忍耐」(patience)的批判，
認為這是冒犯天主教。演講前不
久，他亦被要求刪去「革命」(rev-
olution)、「焦土」(scorched earth)
等字眼，認為等同鼓吹暴力，原稿
本來批評時任總統肯尼迪倡議的民
權法案，最終改為支持，但劉易斯
強調對支持法案極有保留。
劉易斯透露自己當時對這些苛刻

要求感到憤怒，但在同僚倫道夫請
求下，他最終保持克制，同意對講
稿逐句刪改。最終劉易斯將「革
命」改為「社會革命」(social revo-
lution)，並特別強調遊行將「彰顯
愛與尊嚴」。即使他作出許多修
改，但仍有評論指劉易斯當時發表
了「最激進」的演說。■綜合報道

■奧巴馬在2011年向劉易斯頒發總統自由勛章。 美聯社

■ 1965年劉易斯（右前方倒地者）在一次示威運動中遭警員毆打。 美聯社

■劉易斯（右一）與馬丁路德金（右三）等並肩遊行。 美聯社

波特蘭濫捕示威者
市長促特朗普撤兵

美軍間接禁邦聯旗
免觸怒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
前簽署有關保護聯邦
雕像和紀念碑的行政
命令，並派出聯邦執
法人員在俄勒岡州波
特蘭市執法，但他們
被指濫捕，市長惠勒
表示，特朗普「需從
市內撤走這些部
隊」。州長布朗亦批
評這是聯邦政府公然濫權，稱
特朗普耍的政治把戲與公共安
全毫無關係。
身穿迷彩服的聯邦執法人員

自上周二開始駕駛沒有標記的
車輛，在波特蘭市中心內巡
邏，且在未有佩戴識別證的情
況下，使用武力拘捕反種族歧

視示威者並載走，有在場人士
直斥「這是綁架！」
被捕示威者佩蒂伯恩表示，

一架無標記車輛上周三突然在
他身旁停下，數名身穿迷彩服
的人從車內衝出拘捕他，無人
告知他被捕原因，他也不清楚
是否被起訴。 ■綜合報道

■特朗普派部隊在波特蘭執法。 美聯社

▲美國民權運動先驅、民主黨資深眾議員
劉易斯逝世，享年80歲。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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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前日發表聲明，證實劉易斯逝世的消息，
她形容劉易斯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之一」，並引

用劉易斯的名言，稱在面對不公義時，要製造「善良、必要的麻
煩」。白宮發言人麥肯納尼在twitter貼文，讚揚劉易斯為「美國
民權運動的巨人」，其成就永不會被人忘記。

爭投票權被打裂頭骨
劉易斯1940年出生於亞拉巴馬州，在佃農家庭長大，成長的環境
中因種族隔離和歧視根深柢固，他在年輕時已深受民權運動領袖馬
丁路德金影響，更曾向對方寫信，獲對方寄來一張巴士車票，邀請
劉易斯親身拜訪他。劉易斯後來進入納什維爾的神學院就讀，在校
內結識大批民權運動人士，自此與民權運動結下不解緣。
在1960年至1966年、劉易斯活躍於民權運動期間，他曾40次

被捕，第一次在1960年2月，他與其他學生進入只招待白人餐廳
要求用餐。運動其後演變成劉易斯有份創辦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
員會(SNCC)，劉易斯更在1963年擔任SNCC主席一職，令劉易
斯躋身六大民權領袖之一。
美國民運人士在1963年舉辦「向華盛頓進軍」大遊行，馬丁
路德金最為人熟知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亦是在該遊行上發
表。不過當年年僅23歲的劉易斯，其實亦有在遊行上演講，他
敦促民眾覺醒，要將「種族隔離的南方破碎成千片，再以上主的
形象和民主將其重建」。曾於遊行上發表演說的各人中，劉易斯
是最後一人逝世。
參與民權運動令劉易斯多次幾乎喪命，如1965年他在亞拉巴
馬州塞爾瑪領導和平示威，為黑人爭取投票權，警員以武力驅
散，劉易斯在電視鏡頭前被打至頭骨破裂，該次事件亦被稱為
「血色星期日」。時任總統詹森最終於同年8月簽署法案，正式
賦予非裔美國人投票權，被視為民權運動重要里程碑。

獲奧巴馬總統勛章
劉易斯在1986年獲選為眾議員，是佐治亞州歷來第二位黑人
眾議員，經常投票否決派軍議案，被譽為「國會內的良知」；前
總統奧巴馬亦在2011年，向劉易斯頒發總統自由勛章。
種族平權運動今年席捲全球，他上月接受訪問時已經患癌，不
過他坦言對民眾湧上街頭、製造「善良的麻煩」感到非常感動。
他稱讚今次的種族平權運動更「盛大、包容」，並稱「我們再無
退路」。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