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4月29日 星期一A12 时局

编辑：赵恩霆 组版：颜莉

美高校反战抗议浪潮迭起
警方应对越发强硬，动用电击枪、催泪瓦斯

美各地高校有数百人被捕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6个多月来，美国高
校校园不时发生反对美国政府巴以政策的
抗议活动，但4月18日哥伦比亚大学的上百
名抗议学生被捕引发美国多地高校反战潮。

在美国东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警
方25日使用电击枪和催泪瓦斯驱赶埃默里
大学内的抗议者。据当地媒体报道，至少15
人被捕。埃默里大学哲学系主任诺埃尔·麦
卡菲、经济学教授卡罗琳·福林没有参加抗
议，但因对警方逮捕抗议学生表达不满而被
抓走。福林还被一名警员按倒在地，眼镜被
撞掉，双手背铐。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一
些学生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共同举行反
战抗议活动，这些抗议者遭到警方驱散。

在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抗议学生遭到包括骑警在内的数以百
计警员驱赶。美联社援引当地治安官办公
室的消息报道称，57名学生被捕并受到“非
法侵入”指控。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大
三学生戴恩·厄克特指责警方“反应过度”，
说如果没有大批警员出动，抗议活动本可
以平静地举行。

反战抗议还出现在美国中西部的密歇
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圣保罗分校、印第安
纳大学；东北部的爱默生学院、耶鲁大学、哈
佛大学、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西海岸的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等高校。爱默生学院24日有118人因抗议
活动被捕，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90多名抗议
学生被指控“非法侵入”于24日被捕。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位于波
士顿的美国东北大学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27日共有近
200名抗议者遭逮捕。美国《纽约时报》指
出，自18日以来，美国各地高校已有超过
700人被捕，其中部分抗议者已被释放。

美国皮尤中心在今年2月进行的调查
显示，18岁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更多同情
巴勒斯坦民众而非以色列民众，这与50岁
以上美国人的看法形成反差。《洛杉矶时
报》专栏作家玛丽·麦克纳马拉25日撰文
说，如今美国大学里抗议活动日趋增加，这
体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以色列采取的行
动、美国对以军事援助以及加沙人道灾难
遭忽视状况的不满。但目前学校和警方不

断打压抗议活动，这只会进一步加深学生
与校方在该问题上的分歧。

抗议被贴上“反犹”标签

路透社统计的数据显示，全美近一周至
少有530名学生因参加反战抗议活动被捕。美
国教育部长卡多纳25日称，教育部就抗议活
动收到“令人非常担忧的‘反犹主义’报告”，
正密切注视抗议活动。美国民权联盟等民间
组织谴责警方逮捕参加反战抗议的学生。

目前，美国官方将注意力放在打击大
学校园内“反犹主义”和恐吓言行。美国总
统拜登22日谴责“反犹主义示威”和“那些
不明白巴勒斯坦人处境的人”。国会众议院
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23日称，哥伦比亚大
学的示威给犹太裔学生造成严重“威胁”，

“这些并非和平抗议，他们是反犹暴徒”。
不少抗议者和民众均表示，反对在巴勒

斯坦的“种族屠杀”并不等同于“反犹主义”。
抗议组织者承认出现一些过激口号和言论，
但强调抗议活动不应被贴上“反犹”标签，一
些犹太裔学生同样参加了抗议，个别过激言
行不代表这场反战运动的整体性质和初衷。

在全美高校掀起反战浪潮之际，美国
国会参议院23日通过总额950亿美元的对
外援助拨款法案，包括对以色列的263 . 8
亿美元援助。拜登24日签署法案，使之成为
法律。美国批准巨额援助后，以色列23日至
24日连续猛烈轰炸加沙地带，同时对黎巴
嫩南部发起“进攻行动”。

作为以色列的最大“靠山”，美国不仅
持续军援以色列，还在政治上予以支持。美
国1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出唯一反对票，

否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
案，进一步点燃了示威者的怒火。

本轮巴以冲突自去年10月7日爆发以
来，在加沙地带酿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加
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以军在加沙地带的
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3 . 4万人死亡，三分
之二为妇女和儿童，另有超过7万人受伤，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年轻选民对拜登很重要

拜登对巴以冲突的处理方式和管控能
力受到普遍质疑。正在蔓延的高校反战抗
议活动，放大了年轻选民对拜登加沙政策
的质疑声。相关民调显示，拜登在年轻选民
中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
但他的优势已没有4年前那么明显。

政治分析师戴维·舒尔茨认为，大规模学
生抗议可能影响拜登的选情，“民主党需要非
常高的年轻选民投票率才能赢得选举”，否则
形势将对共和党有利。曾在2018美国中期选
举期间担任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执行主任
的丹·塞纳也认为，学生抗议给拜登选情带来
挑战，“我最担心的就是年轻人”。

明尼苏达大学学生玛吉·莫伊尼欣说，
该校发起抗议的学生“不会投票给他（拜
登）”，因为他们对拜登处理巴以冲突的方
式极为不满，“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投票
时勾选了‘不作承诺’”。

“不作承诺”在民主党党内初选时被美
国媒体称之为“抗议票”，即选民只表达党
派倾向，但不支持某个具体候选人。在大选

“摇摆州”密歇根州2月27日结束的民主党
初选中，虽然拜登胜出，但超过10万民主党
选民在选票上勾选“不作承诺”选项。因不
满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拉
偏架”，密歇根州的活动人士发起投“抗议
票”活动，以此向拜登抗议。

拜登的竞选团队试图淡化学生抗议活
动对竞选的影响，称示威者只是选民的一
小部分，不过是“吸引了不成比例的媒体报
道”。也有民调结果显示，与巴以冲突相比，
经济等其他议题更受到年轻选民的关注。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会官员直言，年
轻人不断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加沙战争景
象、饥饿的儿童，以及拜登政府无节制军援
以色列的新闻报道，这对民主党人来说确
实“是一个问题”。 综合新华社消息

近期，美国多地高校学生持续举行要求加沙地带永久停火、美国政府停止军援以色列
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美国警方的应对方式越发强硬，譬如进入校园并动用警棍、电击
枪、催泪瓦斯、胡椒喷雾等，逮捕、驱散参加抗议的学生。目前，美国官方将注意力放在打击
大学校园内“反犹主义”和恐吓言行。不少抗议者和民众均表示，反对在巴勒斯坦的“种族
屠杀”并不等同于“反犹主义”。

4月24日，警察在美国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逮捕抗议者。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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