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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多個美國高等學府都發生了挺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示威

活動，這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頗具爭議性的題目，筆者已經盡力從不同渠道蒐集資料，在這

篇文章中我嘗試如實報道，但或多或少的價值判斷和偏頗總是難以避免的。 

 

雙方各執一詞 

自去年十月七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

之後，以軍狂轟濫炸，導致在加沙地區大量

平民傷亡，若果示威者的訴求只是要全面停

火、關注加沙的人道災難，這是無可厚非的

。但批評者卻認為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他

們指控示威者公然支持恐怖主義，威嚇在校

園內的猶太裔學生，並且主張消滅以色列國

。例如一名親巴勒斯坦示威者將一個帶有箭

咀的牌子指向一群猶太裔學生，上面寫著：「卡薩姆 （Al-Qasam）的下一個目標。」卡

薩姆是哈馬斯的一個武裝分支。有些示威者則大喊：「我們是哈馬斯。」 4月25日，哥大

挺巴學運領袖詹姆斯（Khywani James）在一齣影片中說：「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活著的

資格。」  

在示威活動中常見的口號是：「由河到大海。」其含義是巴勒斯坦人擁有由約旦河到

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以色列根本不應該存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 （

Bret Stephens）指出，那些校園充滿對猶太人的敵視氣氛，他說：「如果這些言論和行為

是針對其他少數族裔，那麼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但如果是針對猶太人，就會被視為可以

理解，甚至值得讚揚。」基於安全考慮，哥大已經將課堂改為線上或者混合模式。此外。

，直到目前為止，挺巴示威者都沒有要求哈馬斯釋放人質。 

示威者辯護說：一直以來示威活動都是和平地進行的，而警察拘捕示威者，卻是壓制

言論自由。紐約警察局在 4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雖然有些示威者從學生手中搶走

以色列國旗，並發表了一些仇恨言論，但在猶太節日逾越節開始之前，警方沒有接獲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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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哥大學生受到人身傷害的投訴，也沒有出現任何針對個人或團體的威脅。根據阿拉伯

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示威活動期間，有兩名以色列軍人混入示威群眾，從而製造混亂，

紐約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警察採用化學氣體對付示威者，造成了十人受傷，一名

巴勒斯坦裔學生表示自己受到恐嚇。 

 

學術自由還是仇恨言論？ 

半島電視台批評哥大一直壓制挺巴的言論與行動，有趣的是，與示威者對立的陣營卻

認為哥大不斷地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並且一面倒地鼓吹左派思潮。例如哥大政治和

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稱哈馬斯去年對以色列的襲擊是一次「驚人

的勝利」、「太棒了」。哥大校長沙菲克（ Minouche Shafik ）是埃及裔美國人，4 月 17 

日她在眾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說，馬薩德教授的系主任和院長曾與他「交談過」，國會議員

想知道「交談」是什麼意思。然而，馬薩德告訴美國有線新聞網，大學當局中沒有人就他

的言論跟他做過任何交談，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方式的譴責。相反，馬薩德表示系主任和院

長都支持他，有線新聞網嘗試聯絡系主任、院長、大學當局，但沒有得到回應。 

在聽證會中，國會議員多次質問學生有沒有機會聆聽到平衡的觀點，沙菲克回答哥大

提供了至少五十門關於中東的課程，但她沒有提及這些課程是否涵蓋了左、中、右的不同

觀點。衡量一位教授學術成就的標準包括了其著作數量、出版社的聲譽、論文被引用的次

數，h-index 就是一個綜合這些資料的指數，根據 Semantic Scholar，馬薩德的 h-index 是14

分。以名牌大學來說，這分數是偏低的。比馬薩德教授更加有份量的中東問題專家大有人

在，到底馬薩德得到哥大終身教席是否基於大學的多元化政策呢？這有待考證。終身教席

的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教授不會因為發表異見而失去工作，然而，異見並不包括煽動仇

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言論，擁有終身教席的教授是可以因為發表這類言論而被解僱的。如

果我發表文章，稱讚 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我肯定可以執包袱。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根據一些目擊和追蹤示威活動的

哥大師生所說，那些示威者的訴求已

經超越了停戰，他們表達對美國的憎

恨，揚言要推翻現存的建制。有些示

威者舉起標語，聲稱「資本主義是致

命的」，不少發起示威遊行的人士都

是來自左派團體，這並不需要通過深



入調查，因為那些團體的名稱和網站都印在橫額上，我只需要按圖索驥。其中一個團體的

網站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目標是為「一種全新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一場革命，他

們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系統」。另一個團體在網站上的口號是：「為了地球的生存，資

本主義必須結束。」  

既然他們那麼憎恨美國，那為什麼還要留在這個他們討厭的國家呢？我相信答案可以

在他們的網站中找到，他們說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

中心進行鬥爭，與世界各地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站

在一起。」這好像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他們留在美國，就是為了要

推翻整個腐敗的美國制度。 

吊詭的是，原則上開放社會應該容許言論自由，這包括了反對的聲音，然而，若果反

對的聲音是要消滅現有的制度時，那麼保障這類言論自由是不是自掘墳墓呢？ 

有趣的是，大多數參與這一場挺巴勒斯坦運動的示威者並不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弱勢

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每年的學費由七萬美元至九萬美元不等，學生非富則貴，或者獲得獎

學金。直到目前為止，紐約警方拘捕了114名示威者，當中大部份都是來自中上家庭。例

如被捕者之一蘇厄德 （ Isabel Seward ）的父親是聯合包裹快遞服務 （UPS ）的高級管理

人員，另一位被捕者朱斯蒂 （Isabella Giusti）在喬治亞州一棟價值三百萬美元、面積三千

平方英尺的豪宅中長大，爸爸是退休律師，媽媽則擁有一家企業。 

更加有趣的是，其實左派

跟哈馬斯和其他穆斯林組織的

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左派

強調平等，尋求保障婦女、工

人的權利，但伊斯蘭原教旨主

義卻不重視女權，更加不會容

許工運，似乎這個組合是建基

於這個邏輯：敵人的敵人，就

是自己的朋友。 

 

結語 

這場挺巴勒斯坦運動令我聯想起1960、7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當時示威者控

訴美國帝國主義屠殺越南人民，在輿論壓力下，1973年美國自越南全面撤軍。1975年北越

統一越南後驅逐了二百萬人，迫使他們投奔怒海。隨後波爾布特佔領整個柬埔寨，發動了



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造成一百六十萬至二百萬人喪生。但美國境內卻沒有出現任何關

注這些人道災難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論你是否同意我以上的分析，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撇開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

，對世界發出真實的人道主義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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