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綜合英國BBC
及美國《時代》報道：美國第一
夫人梅拉尼婭21日突然造訪美墨
邊境一處未成年人安置中心，再
度因着裝問題引發爭議。不過這
次倒不是因為她穿得太過優雅或
者是穿了高跟鞋，而是因為她軍
綠色外套背後的幾個大字： 「我
真的不在乎，你呢？」

梅拉尼婭探移民童 外套文字惹議
我真的不在乎特朗普撐妻：她在喊話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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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
據《紐約每日新聞》報道：

當地時間21日早上，美國紐約布朗克
斯區一個停車場發生槍擊案，導致三
人死亡。警方相信其中一名男受害者
是槍手目標，另有一名男性和女性無

辜受害，當局正通緝一名深色皮膚，
案發時身穿綠色上衣、暗色短褲的疑
犯。

警方指，槍擊案事緣一場衝突，
槍手之後走向目標，開槍後逃離現場
。死者包括兩名33歲男性塔弗和阿萊
恩，兩人是好友，分別頭部和臉部中
槍。另一名45歲女性吉米勒斯當時正

在餐廳外派發保險傳單，不幸被流彈
擊中背部，送醫後不治。有目擊者稱
，一名男受害者臉上連中三槍，場面
令人毛骨悚然。而吉米勒斯中槍後不
住呻吟 「誰能救救我」，不久後便失
去意識。

另有附近一名餐廳服務員表示，
其中一名男受害者事前借用餐廳廁所

，出門後沒過多久就遇害。他倒地後
，一名女性趴在他身上痛哭並喊道：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服務

員相信該女性為死者母親。
目前紐約警方正鎖定一名身穿綠

色上衣、暗色短褲的男子，初步認定
事件與幫派鬥爭有關，相信塔弗為槍
手主要目標，案件仍在調查中。

紐約槍擊釀三死 疑涉幫派鬥爭

▼在路旁發傳單的女性被流
彈擊中，送醫後不治，地下
留有血跡 網上圖片

▲墨西哥兒童21日在美國使館外抗議美國移民政策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由於美國政
府「零容忍」政策拆散移民家庭，美墨邊境哭聲
不斷，有一張流傳網絡的照片更是震撼人心，
顯示一名身穿紅色上衣的小女孩，眼睜睜望着
母親被邊防人員搜身而無助大哭的場景。當全
球擔憂小女孩處境時，有位自稱是其父親的人
表示，母女二人沒有被拆散。

自稱是小女孩父親的瓦雷拉稱，妻子桑切
斯在沒有告知家人的情況下，帶着兩歲的女兒

離開洪都拉斯，打算投靠身在美國的家人。瓦
雷拉指母女沒有被分開，目前正在美墨邊境的
得州麥卡倫。洪都拉斯副外長赫雷斯證實此消
息。瓦雷拉表示，在電視上看到女兒大哭相當
震驚與心碎，他還說，就算被驅逐出境，只要
小孩不與母親分離，一切都好說。

這張震撼網絡的照片已被全球多家報紙雜
誌刊登，美國《時代》周刊將其做成封面，不
過把女孩面前的人物換成了特朗普，他低頭俯
視小女孩，臉上掛着一副 「我什麼都不在乎」
的表情，畫面左邊兩行小字寫着： 「歡迎來美

國。」
拍下這張照片的是普立茲

獎得主、蓋帝圖像攝影師摩爾
，其鏡頭多年聚焦美墨邊境移民

。摩爾向《華盛頓郵報》憶述，
12日深夜他在邊境發現這對母女

，母親按巡防隊要求解開女孩鞋帶
，將其放進標有 「國土安全」字樣

的膠袋。之後她把女兒的手放開接
受搜身，女兒立刻開始哭喊，在短短

幾秒鐘內，絕望到達頂點。母女隨後
搭車離去。摩爾指那一瞬間想起自己

過去在戰區、伊波拉病毒地帶拍攝的感
覺， 「十分痛苦」。

哭泣女童揪心 父：她和媽媽在一起

▲梅拉尼婭21日準備返回華盛頓，外套背後字樣惹爭議 路透社

▼

漫畫家讓
「自由女神
」 穿綠外套
，上面印
有 「我們
都應該在
乎」
網上圖片

母親85日尋兒 邊境悲劇縮影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國總

統特朗普對移民的 「零容忍」政策，導致
近日有超過2300名兒童被迫與親人分離，
雖然特朗普在各方壓力下簽署行政命令停
止這項措施，但類似情形事實上早已存在
。來自薩爾瓦多的一家人去年底逃至美墨
邊境時就遭拆散，年僅1歲多的馬特奧更
是硬生生被執法人員抱走，在各方奔走下
，馬特奧才在今年稍早與母親卡塞雷斯團
圓。

卡塞雷斯和丈夫富恩特斯為逃離薩國
索求保護費的幫派，去年11月時帶着5歲
的長子安德烈及馬特奧搭乘廂型車穿越墨
西哥，期望前往美國尋求庇護。在抵達美
墨邊境後，一家人滿心歡喜，原以為只需
經過數日的扣留就能前往洛杉磯，與家族
其他親人團聚，然而邊境執法人員卻
以 「無法提供親子關係證明」而
將馬特奧強行帶走，並拘留
富恩特斯。

卡塞雷斯

隨後在非政府組織的協助下四處奔走，終
於在2月8日與20月大的馬特奧團聚。卡塞
雷斯說抱回馬特奧時，他渾身髒兮兮的
，還很怕黑。返家數月後，馬特奧仍
會放聲尖叫，有時到黎明才停止，
就算把他抱在懷中搖晃安撫，
仍無法改善這種狀況，心靈
受創程度可見一斑。卡塞
雷斯一家的不幸遭遇
，成為特朗普政府
移民政策影響
的縮影。

▼

《時代》將移民女
童與特朗普合成照作為7月2
日最新一期的封面 網上圖片

梅拉尼婭當日早上前往美墨邊境得州麥卡
倫一處安置中心與孩子們見面，該中心現有55
名未成年人，年齡在12至17歲之間。他們大多
數來自危地馬拉。她在出發前被拍到穿有一件
軍綠色外套，背後用白色漆刷着 「我真的不在
乎，你呢？」（I DON'T REALLY CARE，
DO U？）

這件衣服隨即引來批評如潮，梅拉尼婭抵
達麥卡倫時，已換下這件外套，改穿奶油色的
鈕扣式狩獵風格夾克。不過返回白宮時，她又
穿上這件外套，儘管華府地區天氣悶熱潮濕。

外套來自Zara 售價305元
據報道，這件外套來自西班牙時裝品牌

Zara，官網售價為39美元（約305港元）。媒體
詢問梅拉尼婭選擇這件外套有何暗示時，其發
言人格里沙姆稱： 「這只是一件外套，沒有隱
含什麼訊息。」又指梅拉尼婭此次到訪安置中
心是個十分重要的行程，希望外界不要再關注
她的衣着搭配。格里沙姆隨後又在社交平台推
特（Twitter）發布相似澄清，並附上 「#這只

是件外套」的話題標籤。
然而格里沙姆的辯解很快被特朗普推翻，

後者在推特證實妻子穿着有深意，不過是在向
「假新聞」喊話。特朗普推文寫道： 「梅拉尼

婭深知它們（ 「假新聞」）有多不老實，而她
確實不在乎。」

針對這件外套背後的大字，各界爭論不斷
。有意見認為， 「我真的不在乎」其實是梅拉
尼婭想向外界宣告，自己的個人主張與丈夫的
移民政策毫不搭調，暗示並不會同流合污。同
時也在向特朗普表示，自己與他有不同的焦點
與訴求。

梅拉尼婭早前公開與特朗普唱反調，指責
其將移民 「骨肉分離」太殘忍。而格里沙姆也
指，視察麥卡倫安置中心100%出自梅拉尼婭的
個人意願。

還有意見認為，梅拉尼婭純粹想變得 「接
地氣」一點，於是選擇Zara外套，搭一雙街頭
常見的Adidas綠尾鞋。梅拉尼婭一貫走奢侈路
線，多次因穿着捱轟。比如美國西南部遭 「哈
維」颶風肆虐後，她陪特朗普視察災區時，穿

了一雙好不應景的高跟鞋。

民眾反諷 花樣百出
當然，更多意見還是指責其穿着不合時宜

、極度不尊重邊境移民。前佛州共和黨議員
David Jolly稱這件衣服是 「不能原諒的」。
David Jolly還花錢買了一個網絡域名，將其改
名為 「我真的十分在乎」，網友可在該網址捐
款幫助移民。時裝品牌Wildfang第一時間發起
「我真的在乎，你呢？」活動，得到多人響應

，有網友用白色油漆在自己綠色外套上寫上這
句話；有的將這句話印在A4紙上，再將A4紙貼
到後背。

還有漫畫家畫出 「自由女神」牽着一個移
民小女孩的作品， 「自由女神」穿一件綠色外
套，背後寫着 「我們都應該在乎」。

近日，一張洪都拉斯兩歲紅衣女
孩嚎啕大哭圖片走紅網絡。由於特朗
普 「骨肉分離」 政策，她的媽媽將被
拘捕，女孩將被迫與母親分離，被帶
往其他地方另行安置。相似的一張圖
片，是三年前土耳其男孩海灘伏屍照
，當時難民船在駛往希臘的途中翻覆
，三歲男孩不幸遇難，被沖到海灘。

同樣的紅色上衣，同樣的難民、
移民問題，同樣令人動容的悲慘結局
，不同的只是，一個在歐洲，一個在
美國。三年前的歐洲慘劇，三年後
正在美國上演，如火如荼，看不到

盡頭。
男孩伏屍照曾引發歐洲對難民問

題的大討論，一些國家雖暫時調整了
以往簡單、粗暴的強硬做法，但排外
情緒依然高漲，問題至今無解。也許
不堪強大的內外壓力，或受到照片的
觸動，特朗普頒令，叫停了邊境執法
時 「骨肉分離」 的做法。但特朗普同
時強調，這不代表改變移民政策，美
將繼續實行 「零容忍」 政策，對成年
非法入境者仍將一律提起刑事訴訟。
新法令不具溯及力，此前已被拘捕的
二千三百多名兒童前程未卜。

一張小小的圖片，實為大社會的
縮影，百姓與政客態度迥異。有人把
女孩看作 「舒特拉名單」 中的紅衣女
孩，將 「骨肉分離」 政策比作 「納粹
暴行」 ，斥責這種極不人道的殘忍做
法。一對美國夫婦還主動為女孩發起
募捐，短短六天即有一千五百萬美元
到帳，成為FB史上最大數額的單筆
捐款。而政客卻是鐵石心腸，特朗普
一面召集幕僚，要求 「快把它搞定」
，一面施壓國會，企圖突破任意拘留
不超過二十天的限制，無限期拘押非
法移民家庭。至於特朗普所說的 「惻

隱之心」 ，實為冷漠無情的鱷魚淚。
美移民新政，也反映出政府在人

權理念上的變化。在特朗普的天平上
， 「人權」 與 「利益」 並非是平衡的
兩端。特朗普 「唯利是圖」 ，只要能
帶來 「利益」 ，人權、自由等核心價
值觀一文不值，可隨時棄之如敝屣。
「美國優先」 實際上就是 「利益至上

」 。聯合國人權組織曾對美 「骨肉分
離」 政策進行過激烈討論，異口同聲
地認為這是在 「虐待兒童」 ，要求停
止這種嚴重違反人權的惡行。特朗普
要其閉嘴，以退群擺脫羈絆。

在人權保護上，美自身惡行纍纍
，卻仍要以此為藉口攻擊他人。每年
，美國務院每年都會發布年度人權報
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說三
道四，指責別人違反人權。美仍在繼
續扮演 「人權衛士」 ，以道德裁判官
自居，對他國國內事務和人權狀況橫
加指責，完全忘記了自己
對人權的蔑視和破壞。

一張圖片記錄一段歷史
。美若再談人權，先要捫心
自問，看看自己屁股後面是
否還有一堆抹不去的屎。

特朗普天平上的人權與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