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

發表憲法日演說，提出

成立委員會推廣「愛國

教育」，矛頭直指學校

對種族議題的課程內

容，指控近期連串涉及

種族平權的示威，是

「數十年來學校灌輸左

翼思想的直接結果」。

不過聯邦政府無權管轄

各地學校的課程大綱，

教育界人士亦指出，特

朗普對學校實際情況的

認知與現實完全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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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促校園推廣愛國教育
指控課程洗腦致示威 左翼種族思想「虐兒」

普林斯頓認種族歧視
教育部調查

美國官方沒有明確和統一
的愛國教育課程，但地方政
府和教育界普遍會在校園生
活和一般課堂，設立大量國
民身份認同元素，例如大部
分州份均規定，公立學校每
天需升國旗、學生需向國家宣

誓效忠，美國初中亦普遍設立美
國歷史和美國政府科目。
美國各地學校的教育政策，由
州政府自行制訂，聯邦政府只
會設立「教育策略」，以綱領
形式列出教育目標。華府在教
育策略文件中，提及需培養愛
國精神，不少州份的相關部門
亦有類似表述，並設立美國歷
史等科目。
除了夏威夷、懷俄明、艾奧瓦和佛
蒙特州外，現時美國其他州份均要
求公立學校學生，每天上課前向國

旗宣讀《效忠宣誓》，按照禮儀宣誓

效忠美國，作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亦因
如此，美國大部分學校的課室均有懸掛國
旗，讓學生宣誓。

■綜合報道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艾斯格魯伯
早前因應美國接連有非裔人士被殺，
以及隨之而來的種族平權示威，在公
開信中承認學校的種族歧視歷史，教
育部因而針對大學展開調查，以檢視
大學是否有遵守與平等權利相關的法
規，是近4個月以來，最少第3間院校

因種族議題被聯邦政府調查。
艾斯格魯伯在本月 2日發表公開

信，譴責大學過往的歷史「刻意及有
系統地排斥有色人種、女性、猶太人
及其他少數族裔」，種族歧視至今存
在於普林斯頓、如同存在於社會中，
有時是有意識的，但更常見是在「不
經思考的預設及偏見、無知或不夠敏
感，以及過往決定與政策所留下的遺
產中出現」。大學6月時決定將實施
種族隔離的前總統威爾遜名字，自該
校公共政策學院移除。

獲近6億公帑資助
教育部繼而在周三去信大學，引述

艾斯格魯伯的信件，指出校方承認普

林斯頓的
教育計劃
在過往數十年來都存在種族歧視，質
疑在艾斯格魯伯於2013年上任至今，
是否確實有遵守《1964 年民權法
案》，避免有人在聯邦政府資助的課
程中，因種族、膚色或族裔等受歧
視，並提到在上述期間，普林斯頓接
收逾7,500萬美元(約5.8億港元)公帑資
助。
普林斯頓大學發言人回應表示，教

育部似乎相信，努力承認美國的歷史
及現有系統性種族歧視帶來的影響，
會違反現有法例，情況非常不幸，表
明校方不同意教育部看法。

■綜合報道

多州公民教育
學生需每日對國旗宣誓

一名曾在白宮抗疫工作小組工作的副總
統彭斯前高級幕僚，前日宣布支持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拜登。她批評總統特朗普早知
疫情嚴峻，卻沒有積極作為，只關注疫情
對連任的影響，她更透露特朗普說過「新
冠肺炎或者是好東西」，因為他不用與不
喜歡的人握手。
本身是共和黨人的特洛伊，曾在彭斯領

導的抗疫工作小組中擔任高級協調員，直

到7月才離開白宮。她前日透過「反特朗普
的共和黨選民」組織發布影片，表示華府
早在2月中已知新冠肺炎將在美國變成大流
行，但特朗普不想理會，只顧關心疫情對
大選的影響。
特洛伊對於特朗普淡化疫情、視之為騙

局以及粉飾太平的態度感到震驚，形容
「事實上，除了他自己以外，他並未真正
關心其他人。如果總統認真應對疫情，他
便可阻止病毒蔓延及拯救人命。」
特朗普其後表示，自己不認識也沒有見

過特洛伊，彭斯則形容特洛伊像個「在大
選年玩弄政治的心懷不滿員工」，其辦公
室更公開特洛伊離職前給同事的信，信中
她大讚抗疫小組的工作。白宮發言人迪爾
表示，特洛伊未有直接參與抗疫小組，也
沒有私下與特朗普會面，批評其說法失
實。 ■綜合報道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托弗．
雷前日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警告俄羅斯正
積極干預美國今年大選，包括散布不利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假資訊；另外亦提
醒「種族議題帶來的極端暴力」，特別是
白人至上主義者等，是美國最主要的本土
恐怖主義威脅源頭。
克里斯托弗．雷在眾議院的國土安全委

員會上表示，FBI發現俄羅斯正「非常積
極、非常積極」地試圖干預今年大選，除
煽動分化及不和，最主要是貶低拜登，因
為俄羅斯視拜登為「反俄建制派」；說法
與情報機關上月的報告相符。

克里斯托弗．雷亦提到，當局愈來愈擔
心隨大選臨近，持有特定意識形態目標的
極端組織之間，會爆發暴力衝突，FBI正密
切監測過往在波特蘭、基諾沙等城市的示
威中，曾互相對峙的組織，並表明有組織
「騎劫」示威來煽動暴力。
他提到FBI平均每年進行1,000次本土恐

怖主義調查，今年曾作出約120次拘捕，其
中最主要的威脅，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及
反政府組織；另外他亦沒有過分聚焦極右
或極左組織，強調威脅主要來自「意識形
態或運動」，而非一個組織。

■綜合報道

以色列日前與阿聯酋及巴林在美國白宮簽署和平協議，
白宮幕僚長梅多斯前日表示，還有5個國家正「認真考慮」
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梅多斯拒絕透露是哪5個國家，僅表
示當中3個是海灣地區國家，另外兩個則在其他地區。
主管海灣阿拉伯事務的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倫德金則表
示，美國視卡塔爾是下一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國家。
他表示，卡塔爾過往有與以色列合作的記錄，因此相信有
助卡塔爾與以色列達成更廣泛協議。
倫德金說，美國希望最終所有海灣國家都與以色列關係
正常化，他強調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步伐，視乎各國情況
而定，「但我們希望早好過遲。」
此前外界估計，今後最有可能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國
家包括阿曼，該國日前也有派大使出席以色列與阿聯酋及
巴林的和約簽署儀式。卡塔爾官員則已經表明，在以巴問
題完全解決前，不會與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

■綜合報道

彭斯前幕僚撐拜登
爆特朗普曾「讚好新冠」

FBI：大選逼近
極端組織恐爆暴力衝突

白宮幕僚長：
5國考慮與以色列建交

美國郵政署早前以
節流為由削減服務，
被指配合總統特朗普
打壓郵寄投票，觸發
14個州政府控告華
府和郵政署。聯邦法
院法官巴斯琴前日裁

定，郵政署需撤回影響派遞工作的規定，更形容屬被
告的總統特朗普和郵政署長德喬伊涉及「一次帶有政
治動機、針對郵政服務效率的攻擊」。
巴斯琴發出的臨時禁制令列明，郵政署需停止「留

下郵件」(leave behind)的做法，而這項做法是指郵政
車即使能夠運送更多郵件，也要準時出發派遞。當局
亦需將所有與選舉相關的郵件視為「普通郵件」，不
能列為可較遲派發的類別，同時要重新安裝郵件分類
機，確保恰當處理郵遞選票。 ■綜合報道

美法院禁郵政署削服務
免阻郵寄投票

特朗普前日出席名為「美國歷史白宮
會議」的活動，發表演說時提到，

實現國家團結的唯一途徑，是讓國民共同
認可美國人的身份，因此社會亟待在學校
「恢復愛國教育」，教導年輕人全心全意
愛美國。
美國近期示威期間，不時有示威者破
壞或拆除邦聯歷史人物雕像。特朗普形容
示威是「左翼暴動及騷亂」，無論「街頭
的暴民、企業中的修正主義」都只有一個
目標，就是要「將異見滅聲、阻嚇大家不
敢說出真相，逼迫美國人放棄他們的價
值、遺產及生活方式」，他矢言絕不對此
屈服。

設委員會 教美國史「奇跡」
對於目前學校對種族的批判理論和歷
史理論等，特朗普形容為「有毒政治宣
傳」及「虐兒的其中一種形式」，指控民
主黨人所推行的教育，令學生對美國歷史
感到羞愧，「愛國的父母要求，他們的子
女毋須再學習仇恨式謊言。」
特朗普提出成立「1776委員會」，負
責推廣愛國教育，稱未來課程將教授美國
歷史中的「奇跡和真相」，包括廢除奴隸
制、確立公民權利、擊退法西斯主義和共
產主義，並建立「人類歷史上最平等和繁
榮的國家」。

「1776委員會」的名字，相信是與《紐
約時報》去年獲獎的「1619項目」對應。
「1619項目」聚焦蓄奴帶來的後果及非裔
美國人帶來的貢獻，並提出美國真正建國
的年份，應該是非洲奴隸被帶到美國的
1619年。特朗普前日批評「1619項
目」錯誤教導民眾，美國是建基於
「壓迫、而非自由」之上。

專家：圖取悅支持者
不過前教育部長鄧肯指出，學校

課堂內容是由地方決定，特朗普無
法擬定課程。專家認為特朗普言論並
非認真的政策建議，只是嘗試取悅支持
者。伊利諾伊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哈特
曼提到，保守派自70年代起已提出，
公立學校太世俗、太自由派、太激
進，甚至破壞美國社會結構，特朗普
的言論只是老調重彈。
教育界和學生亦不滿特朗普言論，

路易斯安那州年度教師獎得主、高中
老師迪耶強調，從未教導學生憎恨
美國；新澤西州16歲私校華裔學生
埃瑪．陳(譯音)亦認為，歷史課從
不會教學生要愛美國或憎恨美
國，形容實際歷史複雜得多，
「你可以在愛國的同時批評它。」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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