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都是加害者和受害者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最近佛洛伊德在警暴下死亡，引發了全球的反種族主義抗議浪潮，不少人將焦點放在

白人對黑人的壓迫，但我聯想到《新約聖經‧羅馬書》第三章的兩句話：「沒有義人，連

一個也沒有！」文本的處境當然不是關乎種族主義，我只是藉題發揮，其實，在不同程度

和性質上，不同種族都是加害者和受害者。 

 

亞裔苗裔警員袖手旁觀 

在佛洛伊德事件裏面涉案的四名警員中，有三個是白人，但其中一個名叫陶邵（Tou 

Thao）的警員是亞裔苗族美國人，他原籍老撾，上世紀 80 年代隨父母輾轉到泰國，最後

移民美國。錄影片段顯示，當時有途人指出佛洛伊德鼻孔流血，要求陶邵檢查佛洛伊德的

脈搏和出手制止沙文的行為，佛洛伊德高喊自己不能呼吸，但陶邵只是站在一邊，袖手旁

觀。  

六十歲苗族婦人汪友娃（Youa Vang）的兒子也是在十四年前被明利亞波利斯市的白

人警察槍殺，2006 年，汪友娃的十九歲兒子李方（Fong Lee）被懷疑企圖向警員開槍，在

追捕過程中明利亞波利斯白人警察安德森（Jason Andersen）向李方背部連開八槍，事後安

德森被警局撤職，但法庭宣判他過失而導致他人死亡的罪名不成立。亞裔苗裔亦曾經是警

暴的受害者，但陶邵在佛洛伊德遭受過度武力對待時沒有出手制止同僚，實在令人感嘆。 

 

羅德尼‧金案的西班牙裔警員  

這一次全國性的暴動規模遠遠超過 1992 年因為羅德尼‧金（Rodney King）案件而引

發的洛杉磯暴動，1991 年 3 月 3 日，羅德尼‧金超速駕駛，警方試圖攔截，但他沒有停

車，經過一輪飛車追逐之後，羅德尼‧金終於束手就擒，四名警察對他拳打腳踢，但整個

毆打過程被人以攝錄機拍下，隨後該四名警員遭到起訴，但值得一提的是，這四名警員中

有三個是白人，另一個則有西班牙裔血統。1992 年 4 月 29 日陪審團裁定其中三名警員無

罪，一天之後便爆發了洛杉磯大暴動，那次暴動浪潮波及了華裔店舖和韓國城，鮮為人知

的是，羅德尼‧金被毆打的錄影片段曝光後十三日，洛杉磯韓國城發生了另一宗和種族有

關的命案，這事件是洛杉磯暴動的另一條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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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斯因一樽橙汁而被槍殺  

1991 年 3 月 16 日，在韓國城中一位名叫純梅的女性店主開槍打死了 15 歲的非洲裔美

國女孩拉塔莎‧哈林斯（Latasha Harlins），因為純梅懷疑哈林斯在其商店中偷竊了一樽價

值 1 美元 79 仙的橙汁，根據錄影，當時哈林斯的確將一樽橙汁放入了自己的背囊，但她

同時手握著錢，走向櫃檯，事後警方認為她是有心付款。純梅辯護說那時候她開槍是為了

自衞，但警方指出純梅的口供和錄影、目擊證人的口供都有出入，當時純梅對哈林斯拉

扯，哈林斯出拳擊打純梅，跟著轉身離去，純梅向她背部開槍，哈林斯因此而喪生。隨

後，純梅被判處五年緩刑、400 小時社區服務、賠償 500 美元和喪葬費。 

不消說，黑人群體因為刑罰太輕而感到憤怒，他們認為這宗槍殺案是出自種族偏見，

哈林斯還未有機會付款便已經被認定為竊賊。但亞裔群體的反應更加拉闊了非洲裔和亞洲

裔兩個族群的鴻溝，因為亞裔群體對 1982 年陳果仁命案和九年後的哈林斯命案採取了截

然不同的態度。  

 

華裔被誤認為日本人而遭殺身之禍 

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日本汽車逐漸攻佔美國市場，導致許多美國汽車工人失業。

陳果仁是一位華裔美籍工程師，1982 年 6 月 19 日，他和朋友在密芝根州一間酒吧中舉行

單身派對，慶祝他將會結婚，在酒吧中有一對白人父子是失業汽車工人，他們誤以為陳果

仁是日本人，於是將他打死，陳果仁死前呻吟說：「這不公平！」事發後這對父子被捕，

但法官只判他們罰款 3000 元，而且無需監禁。在這不公義的事件中，整個亞裔群體都站

在陳果仁家屬的一邊，可是，九年之後亞裔群體卻義無反顧地支持純梅。 

如果說三千元便可以抵上一條人命是太荒謬的話，那麼五百元呢？假設一名韓國人因

為被懷疑偷竊一樽價值 1 美元 79 仙的橙汁而被人在背部開槍射殺的話，亞裔群體又會有

什麼反應呢？ 

 

黑人馬丁被白種人和西班牙裔的混血兒槍殺  

沉寂了一段時間的「黑人性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現在因著特洛伊德的

死而再度活躍起來，這運動的緣起是關於一宗發生在 2012 年的命案，2012 年 2 月 26 日，

一個名叫特雷馮‧馬丁（Trayvon Martin）的 17 歲黑人少年在佛羅里達州桑福德市被一個

名為喬治‧齊默爾曼（George Zimmerman）的居民槍殺，值得一提的是，齊默曼是白種人

和西班牙裔的混血兒。 

在案發之前，齊默爾曼（Zimmerman）打電話給 911，舉報在社區中發現一個形跡可

疑的人物，那人就是馬丁，911 告訴他不要跟隨嫌疑犯，但齊默爾曼沒有理會而追蹤馬



丁。齊默爾曼說因為馬丁襲擊他，所以他開槍自衞，但警方在馬丁指甲下刮痕的樣本並沒

有發現齊默爾曼的任何 DNA，若果雙方曾經發生打鬥的話，那麼馬丁手上應該會有齊默

爾曼的 DNA。 

這宗案件可能牽涉種族偏見，警方指出，沒有證據顯示馬丁在死前有任何犯罪意圖，

警方在死者身上只是搜出他先前在便利店購買的凍茶。如果馬丁是一名白人少年的話，齊

默爾曼會否對他咬著不放呢？ 

 

「黑人性命也是命」受到漠視或者抹黑  

奧巴馬總統對這宗案件十分重視，他說：「特雷馮可以是我的兒子。」但陪審團裁定

齊默爾曼第二級謀殺罪名不成立，馬丁案的判決促使三位義憤填膺的黑人婦女創立了「黑

人性命也是命」運動。但明利亞波利斯亞裔社運領袖熊圖葛指出，亞裔社群對這場運動的

意見很分歧，有些人認為這是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矛盾，與亞裔沒有關係。 

筆者知道一些華人基督徒群體甚至抹黑「黑人性命也是命」運動，舉例說，「全球

24/7 禱告城牆」寫道：「破除黑暗權勢：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們破除『黑人的命也是命』

等組織背後的黑暗權勢，綑綁暴力、仇恨、岐視、羞愧、偏見、死亡、搶奪、害怕、恐

懼、殺害、毀壞等邪靈，斷開牠們彼此間的連結，命令牠們離開美國各地！  …...『黑人

的命也是命』這個打著公平正義旗幟，訴諸暴力的示威組織，煽動示威者在美國多個地區

上街抗議。連續多日的街頭抗議行動使得這個暴力示威組織，獲得了全國性的關注，並在

全美各地不斷擴展，加深了更多種族之間的仇恨與岐視。」 

 

族群偏愛和偏見是天然傾向  

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簡略地勾畫出不同族群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我可以大膽地說，

每個族群在不同程度和性質上都會對其他族群存有自覺或者不自覺的偏見。遠在 1906

年，社會學家威廉‧薩姆納（William Sumner）已經指出，人類是一種在本性上成群結隊

的物種，人類天生就傾向於喜歡自己的群體而排擠其他群體。後來許多心理學研究都證實

了薩姆納的說法，心理學家稱這種傾向為「族群偏愛」或者「族群偏見」（ingroup 

favoritism or ingroup-outgroup bias），正如中國古語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沒有

人能擺脫這種心理上的弱點 ，包括筆者在內，「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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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