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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非洲裔美國人佛洛伊德被白人

警察沙文跪頸致死的一週年紀念，全國各

地都有紀念活動，佛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師

在白宮與拜登總統會面，商討以佛洛伊德

命名的改革警隊法案。 

在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不少文章，慨

嘆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原地踏步，例

如槍支氾濫而導致頻頻發生槍殺案、教育

水準低落、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

驟眼看來，似乎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亦是

五十年不變。 

1960 年代美國社會爆發了波瀾壯闊的

民權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牧師採取了非暴力革命的策略，而黑豹黨則採取比較激進的方

法，1966 年黑豹黨提出了十大訴求，其中之一是：「我們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對美國境內

所有被壓迫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殘酷行徑和殺戮。」令人嘆息的是，五十幾年之後，

仍然有白人警察對少數民族草菅人命。美國並不是沒有進步，但其步伐是否過於緩慢呢？  

現在讓我們檢視黑豹黨的其他訴求，那些訴求在今天有多少能夠實現呢？ 

「我們要自由，我們希望擁有權力來決定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命運。」1965 年只有五

個眾議院議員是黑人，截至 2021 年，已經有 57 位眾議員是黑人，其比例是全體眾議員的

13％，而非洲裔美國人也是佔了全國人口的 13％，這巨大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為我們的人民提供全民就業機會（full employment）。」坦白說，我恐怕這是永遠

無法達到的理想，1966 年美國的失業率是 3.8%，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 2019 年是 3.5%，

但中間失業率隨著經濟環境而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我們要求停止資本家對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掠奪，我們要有體面、適合人類居住的

房子。」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有 74%的美國白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只有 41%黑人有自

己的住房。在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為了幫助少數族裔能夠買屋，政府促請銀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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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對他們的貸款條件，由 2004 至 2007 年期間，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機會申

請到購買高價房子的貸款，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際，大批少數族裔便失去物業。 

「我們希望教育暴露出這個腐敗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教導我們真實歷史和我們在當

今社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學生都有機會接觸

到不同的歷史觀和學習批判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黑豹黨深受馬列毛思想影響，培養多元

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教育可能矯枉過正，變成了仇恨教育。 

「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被壓迫者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直到今天，不論是任

何族裔的美國人都沒有得到免費的全民保健。  

「我們要求立即結束一切侵略戰爭。」在 1960 年代，侵略戰爭是指美國介入越南，

當時黑豹黨和其他許多和平運動分子為受到戰爭荼害的越南人請命，但令我感到納悶的

是，美軍撤出越南之後，北越撕毀巴黎和約，併吞南越，逼使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但和平

運動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發動大規模抗議。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仍然軍事介入許多場國際

衝突，但是非黑白並不是簡單地可以用意識形態去判斷。 

「我們要求給自由予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州、縣、市、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

被壓迫的窮人，我們要求由不同族裔組成的陪審團，根據我國法律，去裁決被指控所謂犯

罪的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至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陪審團並不

是以白人為主，在 1994 年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殺妻案中，陪審團由九名黑

人、一名西裔人士、兩名白人組成；今年美國法院審訊殺死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沙文，在

陪審團的成員中有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兩位是混血兒。 

「我們希望得到土地、麵包、住房、教育、衣服、正義、和平，與及掌控現代科

技。」換句話說，這項訴求主要是關於掌控資源和經濟工具，黑人佔美國總體勞動力的

11％，但只是佔科技工人的 9％，而西班牙裔佔美國勞動力的 16％，但僅佔所有科技工人

的 7％。儘管如此，在過去 60 年中，大學畢業的黑人比例翻了幾番，從 1960 年的 5％增

至 2015 年的 22％。  

綜合來說，有些地方美國是原地踏步，例如仍然沒有全民保健；有些地方則有顯著的

進步，例如黑人從政和讀大學的比例大大提高，陪審團由不同族裔組成；有些則是進一

步，退兩步，例如放鬆貸款條件，令少數族裔擁有房子的比率提高，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

後，一切都打回原形；有些進步可能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風險，例如強調政治正確性，甚至

是仇恨教育；有些訴求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例如全民就業和美國退出所謂「侵略戰

爭」。世事本來就是盤根錯節，從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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