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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19年委任歷史學家杜克萊爾成立盧
旺達大屠殺調查委員會，旨在釐清法國在事件中的歷

史責任問題，並希望可以藉此拉近法國與盧旺達的關係。委
員會根據法國政府公開的官方檔案，包括大屠殺發生前「最
關鍵4年」的法國外交電報、機密報告及信件等文件，仔細
分析法國軍方和巴黎政府在事件中的政治角色，終於寫成全
長1,200頁的報告，並於上周五在愛麗舍宮的儀式上呈交給
馬克龍。

輸送武器彈藥 曾收情報警告
報告指出，當年法國之所以站在胡圖族獨裁者一方，「完
全出於密特朗的意志」，強調密特朗與時任盧旺達胡圖族總

統哈比亞利馬納之間，存在「強
大、私人、直接」的私人關

係，導致法國政府
向哈比亞利馬納政
府輸送大量武器和
彈藥，法國軍方
則全力以赴培訓
盧 旺 達 政 府
軍，當收到眾
多情報警告哈
比亞利馬納
政府的極端
勢力可能導
致種族大

屠殺時，法國政府也置若罔聞。
報道指出，密特朗當時將盧旺達作為新非洲政

策的實驗室，企圖在當地推行民主，但卻錯誤地
以民主的名義來證明佔多數的胡圖族人統治是正
確的。報告認為，法國政府延續了盧旺達前宗主
國比利時的種族主義視野，堅持地認為盧旺達發
生的不是種族滅絕而是種族之間的內戰，將圖西
族視為被烏干達控制的叛軍。法國因此處心積慮
地要把盧旺達變成「法語區堅不可摧的陣地」，
目的是防止盧旺達被「說英語的圖西族」控制。

包庇種族滅絕支持者
大屠殺爆發後，比利時、美國和法國在聯合國

主導下發起「綠松石」維和行動，希望制止大屠
殺，不過報告批評，法國軍方在盧旺達西南部建
立的控制區，讓大批種族滅絕支持者得以藏匿，
法國更拒絕逮捕他們。
當年帶領圖西族「盧旺達愛國陣線」（RPF）
推翻胡圖族政府並結束大屠殺的現任盧旺達總統
卡加梅回應稱，調查報告「向共同理解法國（在
大屠殺中）所起作用邁出重要一步」。馬克龍也
說，報告對理解法國當年所作所為取得「重大進
步」，又說法國當時在盧旺達安插多名可疑人
物，他們對大屠殺負有責任，法國將不遺餘力將
他們繩之以法。

●綜合報道

美國亞裔受歧視及仇恨問題近期引起關注，全美多地
在周末再有民眾抗議，要求停止針對亞裔的暴力。遊行
人士表示，美國政界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造成反亞裔
情緒愈來愈嚴重的原因，亦有非裔等其他族裔人士加入
支持。
全美由周五發起「全國行動及治癒日」，抗議針對亞

裔的暴力，前日有約60個城市舉行示威，包括三藩
市、洛杉磯、芝加哥、底特律、波特蘭等。在早前6名
亞裔女性被槍殺的亞特蘭大，有人舉起「停止妖魔化中
國和華人！」的標語，在華盛頓唐人街，亦有示威者在
橫幅寫下「我不是病毒，也不是敵人，我是華裔美國
人，我愛我的身份」。示威大致和平，在洛杉磯韓國
城，有老人院長者推着助行器參加，亦有父母帶着年幼
孩童遊行。
示威由反戰、反種族歧視團體ANSWER聯盟發起，

代表人朱迪．張（譯音）指出，新冠疫情已蔓延一年，
反亞裔暴力變得愈來愈嚴重，她將其歸咎於政界有聲音
將中國視為威脅；來自紐約皇后區的示威者歐文．李
（譯音）亦形容，美國的歧視亞裔暴力，是「美國外交
政策的副產品」。

一個月3度被劫 立志保護社區
華人Wendy在奧克蘭華埠的示威上發言，提到自己

曾在一個月內被搶劫3次，又說定居奧克蘭多年來，一
直覺得住在華埠最安全，未料華埠的罪案率飆升，她更
曾因戴口罩被人辱罵「中國病毒，滾回自己的國家」，
她坦言有時出外都感到害
怕。Wendy表示，後來在
社交媒體看到其他華埠店
主分享，有一名13歲的
孩子問「爸爸，以後還
有沒有華埠？」令她
大為感觸，決定加入
華埠義工團隊，在區內
巡邏，保護居民安全。
在洛杉磯長大的非裔青

年道爾則手持「黑人與亞裔
團結」一致的標語，他直指不
公義的事情到哪裏都不正確，
他期望代表黑人族群支持亞裔，
對抗美國內的仇恨。 ●綜合報道

盧旺達大屠殺報告盧旺達大屠殺報告：：
法國負有法國負有「「沉重責任沉重責任」」

1994年4月6日，非洲國家盧旺達兩大部族圖西族與胡圖族

爆發持續百日的大規模暴力衝突，導致近80萬圖西族人死

亡，事件被稱為「盧旺達大屠殺」。相隔27年後，由法國多

位歷史學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日前發表大屠殺調查報告，明確

指出大屠殺源於法國時任總統密特朗及其親信「盲目的意識形

態」引導下執行的盧旺達政策，認為法國對醞釀中的大屠殺

「視而不見」，對事件負有「沉重和無法推卸的責任」。

法國獨立調查委員在周五發表的報告中，指出
法國需就盧旺達大屠殺負上「無法推卸的」責
任，不少盧旺達人坦言對報告內容不感到驚訝，
形容全世界只有法國不知道自己的角色，亦有民
眾期望可藉此重建與法國關係。
盧旺達國會議員魯瓦比奧馬在報告公開後，直

指「只有法國不知道自己的角色，但全世界、特
別是盧旺達人都知道」。他同時敦促法國政府就
此清楚道歉，下一步便是為大屠殺的受害者賠
償。

29歲電腦工程師杜希米馬納的雙親都在大屠殺
中身亡，他參觀大屠殺紀念館記錄法國角色的展
廳時直指，法國「做什麼都不能為自己的所作所
為補償」。
同樣身在紀念館的27歲男子哈布穆吉沙則形

容，大部分盧旺達年輕人仍然因大屠殺懼怕法
國，不過若法國終於承認自己的角色，意味法國
「可以成為我們的朋友」。任職侍應的烏穆雷爾
瓦亦表示，期望法國承認責任後，可讓受害者和
失去至親的人得到安息和慰藉。 ●法新社

「唯法國不自知」盧旺達人促道歉賠償

密特朗偏袒獨裁者密特朗偏袒獨裁者 強推民主變種族滅絕強推民主變種族滅絕

台灣長榮海運「長賜」號貨輪堵塞蘇
伊士運河進入第 7日，運河管理局
（SCA）經過多日努力後，前晚成功將
船身向北移動17米，但運河恢復通行
仍是遙遙無期。埃及總統塞西昨日下
令，準備卸下貨輪上1.83萬個貨櫃減
重，但估計最快也要今日才能開始。
「長賜」號上周二擱淺並堵塞蘇伊士

運河南面入口，導致多達369艘貨船滯
留運河南北出口。SCA連日來出盡辦法
解救「長賜」號，到前晚公布好消息，
稱貨輪「已可左右移動30度」，是事
發以來首次。兩艘意大利和荷蘭註冊拖
船，昨日亦從紅海趕往現場協助，專家
希望可以借助昨晚的大潮幫助「長賜」
號重新浮起，有助脫困。
事發初期曾經有傳「長賜」號擱淺原

因是強風和沙塵暴，但 SCA前日指
出，天氣並非造成貨輪擱淺的唯一原
因，認為可能與技術失誤有關或人為所
致。 ●綜合報道

美國新任貿易代表戴琦接受上任以來
首次媒體訪問，提到美國短期內仍不會
移除對中國商品的關稅，不過同時亦不
排除與中方進行貿易談判，形容「所有
出色的談判人員都不會排除任何選
項」。
戴琦接受《華爾街日報》的訪問昨日
刊出，她承認關稅令美國商界及消費者
受打擊，不過突然撤銷關稅亦會損害經
濟，除非事先與各持份者妥善溝通，讓

他們可調整政策；她亦表明有戰略考
慮，形容關稅是美方的談判籌碼，只要
是出色的談判人員，都會繼續使用。
戴琦提到，會繼續實施上屆政府所簽

訂的中美貿易協議，其中規定美國貿易
代表署每半年與中方會面一次，至今已
過期2個月，卻仍未安排會面；戴琦在
訪問中則指，「當時機合適」便會與中
方接觸。

●綜合報道

加拿大溫哥華前日發生持刀傷人事件，一名男子在公共
圖書館用刀襲擊多人，導致1名女子死亡和6人受傷，疑
兇事後用刀自殘，被到場警方拘捕，目前未知其犯案動
機，據報他有犯罪記錄。
事發在前日下午2時左右，20多歲疑兇在圖書館內外持

刀施襲，目擊者說，疑兇一直向同一方向奔跑，沿路見人
就襲擊。死傷者與疑兇並不認識，傷者中包括老人和小
孩。現場片段顯示，疑兇曾經用刀刺向自己的腳，其後倒
地，再被趕來的警員制服。
附近居民表示，事發社區向來平靜，從未想過會發生此

類兇案。警方相信疑兇是單獨犯案，又透露他此前有犯罪
前科。 ●法新社/美聯社

戴琦：短期內不撤對華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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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最新民調發現，對國內種族關
係感到非常憂慮的美國人比例創新高，
數字亦較上一年急增，相信是去年非裔
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壓頸身亡、引
發種族平權示威席捲全國所致。
民調是由蓋洛普在本月上旬進行，訪問
逾千名成年人，數據在上周五公布。訪問
中有48%受訪者表示，對美國的種族關係
感到「相當憂慮」，數字較去年上升17個

百分點，亦是同類民調進行20年來的新
高，此外有25%人表示「較為憂慮」，
16%人表示只有少許憂慮，表示完全不憂
慮的只有11%。
受訪者對種族議題的憂慮程度可按黨

派劃分，在支持共和黨的受訪者中，只
有31%人表示「相當憂慮」，在民主黨
一方數字則高達64%。

●綜合報道

美60城示威反歧視亞裔
批對華政策煽仇恨批對華政策煽仇恨

●● 密特朗密特朗（（右右））與哈與哈
比亞利馬納比亞利馬納（（左左））私交私交
甚篤甚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盧旺達人前年舉行盧旺達人前年舉行
燭光晚會燭光晚會，，悼念大屠殺悼念大屠殺
死難者死難者。。 美聯社美聯社

●● 不少圖西族人流不少圖西族人流
離失所離失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長賜長賜」」
號船身成功號船身成功
向 北 移 動向 北 移 動
1717米米。。

法新社法新社

●● 美國多地有亞裔舉行美國多地有亞裔舉行
反歧視集會反歧視集會。。 路透社路透社

●● 法國被指對大屠殺負有法國被指對大屠殺負有
「「沉重責任沉重責任」。」。 法新社法新社

●● 大屠殺遇害者的大屠殺遇害者的
照片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48%人極憂種族關係 廿年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