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友顏東裕

•這不是台灣綠色媒體的一貫製
造仇恨的做法嗎？

網友批香港「黃媒」
•用這種名字除了製造對立矛
盾，還有什麼好處？

台灣中正大學傳播
學系教授羅世宏

•媒體的措辭影響很大，容易煽
動情緒。

網友石葦

•在幾乎全球官方媒體都已經採
用世衞名稱的時候，台灣媒體
一口一個 「武漢病毒」 ，非蠢
即壞。外國歧視中國人或者亞
洲人，把他們當病毒，對他們
進行辱罵甚至當街毆打，長着
一張黃色面孔、同為炎黃子孫
的那些別有用心的台灣人，你
以為自己能置身事外、幸災樂
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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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簽令反歧視 禁將新冠污名化

雖然備忘錄沒有點名前總統特朗普
與中國，但特朗普在任時，曾多次使用
「中國病毒 」 、 「中國瘟疫 」 、
「kung flu（功夫流感）」 等污名化的
字眼，為了推卸自己抗疫不力的責任、
轉移焦點。前國務卿蓬佩奧等高官和多
名共和黨議員也競相附和這種說法。中
方立即對此表示堅決反對，敦促美方停
止對中國的無端指責。而拜登這一禁
令，也意味着上述行為將不被美國新政
府接受。

本港黃媒死不悔改
世衞組織早在2015年就表示，新

的人類疾病應該要用社會能夠接受的名
字命名，不能對人或國家有冒犯性，也
不能使用動物名字。去年2月，世衞組
織正式以COVID-19命名該病毒，俗稱
新冠病毒。世衞總幹事譚德塞強調，為
疾病命名很重要，要避免使用其他不準
確或是污名化的名稱。

自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多地政府都
反對將新冠病毒與地名掛鈎的做法，僅
有部分香港 「黃媒」 ，台灣當局和媒
體，不顧世界衞生組織一再反對，長期
蓄意使用 「武漢肺炎」 等表述，更因為
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帶頭」 而自鳴得
意。有報道指，部分台灣媒體在提及拜
登26日簽署該份備忘錄的這則新聞
時，刻意忽略其中要求不得再使用歧視
性稱謂稱呼新冠病毒的表態，依然使用
「武漢肺炎」 等稱謂。

亞裔遭遇雙重歧視
根據聯合國去年10月發布的一份

報告，美國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已經到
了 「令人震驚」 的程度。2020年3月至
5月，僅該份報告就列舉了1800多起針
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暴力事件，和疫情
在美大面積蔓延時間相脗合。與此形成
對照的是，在疫情期間，約有200萬美
國亞太裔醫務工作者、應急人員在抗疫
一線救死扶傷。

拜登在備忘錄中說，疫情期間，煽
動性和排外言論讓亞太裔人士、家庭、
社區和商家處於風險中，美國政府必須
認識到，政府領導人用地名指代病毒的
行為，煽動了針對亞太裔的無端恐懼和

污名化，導致針對亞太裔的欺凌、騷擾
和仇恨犯罪率上升。

拜登強調，不應用種族歧視性語言
描述新冠病毒，要求聯邦政府所有部門
和機構採取措施，確保官方活動、文件
和聲明中不會出現或造成針對亞太裔種
族歧視、排外情緒等的內容；要求司法
機構應與亞太裔社區加強合作，防範並
打擊針對亞太裔的歧視、欺凌、騷擾和
仇恨犯罪。

拜登26日簽署備忘錄後，去年3月
成立的 「停止針對亞太裔的仇恨」 組織
指出，疫情以來，已有成千上萬亞裔美
國人曾報告遭遇仇恨和暴力行為，絕大
部分人生活在恐懼當中。 「最令人不安
的是，前總統的種族主義和排外言論，
以及政府針對我們社區實施的一系列政
策和行動，都助長了仇恨的增加。」

華裔平權行動組織負責人Cynthia
Choi表示，亞裔美國人在疫情中面臨多
重打擊。除了病毒的威脅，針對亞裔社
區的仇恨犯罪增多，以及因歧視導致亞
裔商戶業務量大幅下降， 「唐人街就像
一個鬼城」 。

【大公報訊】綜
合美聯社、美國廣播
公司報道：美國總統
拜登26日簽署一項備
忘錄，譴責在新冠疫

情中針對美國亞太裔族群
的歧視和排外行為，稱此
舉 「不可接受」 。拜登表
示，政府領導人的做法，
包括將新冠病毒與地域掛
鈎的言論，在推動這些仇
外情緒方面發揮了作用，
他下令聯邦機構檢視官方
文件和聲明，禁止提及新
冠肺炎時加上病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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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人抱團 特朗普料難被定罪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

NBC報道：美國國會參議院100名
參議員26日宣誓組成陪審團，正式
接手指控前總統特朗普 「煽動叛
亂」 的彈劾案。共和黨參議員蘭德
．保羅提出動議，稱特朗普離任後
仍面臨彈劾違反美國憲法。雖然，
參議院最終以55比45否決了此條動
議，但只有5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
否決。這一表決結果預示參議院或
沒有足夠票數給特朗普最終定罪。

媒體稱，這次程序性的投票表

明，民主黨人正面臨一場艱苦戰
鬥，因為至少要有17名共和黨參議
員倒戈，才能達到參議院三分之二
以上人數的門檻，成功彈劾特朗
普，而26日的這場前哨戰中，包括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在內的
45名共和黨人都站在了民主黨人的
對立面。

提出動議的保羅表示，45位參
議員一致認為這種虛假的 「審判」
是違憲的。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
反駁稱， 「參議院不能審判前官員

的理論，相當於給任何犯了可彈劾
罪行的總統一張憲法豁免卡。」

80歲的參議院臨時議長、民主
黨人萊希在主持完當天的投票後，
就因身體不適入院觀察，但很快出
院。

按照民主、共和兩黨此前達成
的協議，彈劾案正式審理包括控辯
雙方陳述最快於2月8日那一周開
始。在接下來兩周時間裏，參議院
將重點審議和批准新任總統拜登的
內閣提名人選等議程。

拜登普京通話
延長軍控條約五年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報
道：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26日和俄羅斯
總統普京首次通電話，雙方就《新削減戰
略武器條約》延期5年達成一致，同意雙
方團隊應盡快在2月5日前完成條約的延長
工作。

克里姆林宮表示，拜登和普京都對美
俄雙方交換延長有關條約的外交照會感到
滿意。這份條約是兩國目前唯一有效的軍
備限制條約，下月5號屆滿。條約規定兩
國須全面削減冷戰時期部署的核彈頭與導
彈。

白宮則表示，拜登在通話中，亦就俄
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被捕向普京表達
關注。聲明說，兩國領導人同意繼續保持
「透明且持續」 的溝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7日表示，
中方歡迎美俄就該條約延期達成一致。條
約延期有助於維護全球戰略穩定，促進國
際和平與安全，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期
待。中方希望雙方盡早完成條約延期的相
關程序。

此外，俄羅斯總統普京27日在達沃斯
論壇上發言時警告說，日益嚴重的不平
等、失業以及民粹主義的興起引發了一系
列新衝突，新冠疫情加劇了衝突，全球安
全正在惡化，世界有可能陷入 「黑暗的反
烏托邦」 。

布林肯任美國務卿
急修補與盟友關係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BBC報
道：美國參議院26日以78票贊成、22票反
對，通過了資深外交官布林肯出任國務卿
的提名。美媒稱，作為拜登的心腹大將，
布林肯接下來將履行拜登的競選承諾，修
補與盟友的關係，扭轉特朗普政府 「美國
優先」 的政策。

現年59歲的布林肯生於外交世家，父
親和叔叔都曾擔任美國駐歐洲的大使，布
林肯本人則在法國長大。年少時的海外經
歷為布林肯日後成為一名多邊主義者埋下
伏筆。

布林肯與拜登共事已有近20年，在奧
巴馬政府時期，他先後擔任副總統拜登和
奧巴馬的國安幕僚以及副國務卿。2011年
刺殺本拉登時，布林肯陪同奧巴馬與希拉
里等人在白宮戰情室觀看最新消息，他被
視為美國中東政策的背後關鍵人物。

關於對華政策，布林肯在此前的聽證
會中表態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強硬立場，將
中國視為美國未來最大挑戰，但稱美國未
來將加強與其他民主國家合作，聯合向北
京施壓。

布林肯上任後，立即啟動電話外交，
27日分別與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韓國
的外交部長通電話。布林肯與日本外相茂
木敏充表示，將進一步鞏固美日同盟。茂
木肯定了拜登政府把釣魚島作為《日美安
全保障條約》第5條適用對象的姿態，布
林肯稱 「態度沒有變化」 。

專家網友斥毒媒

大公報整理大公報整理

白宮禁驅逐移民 得州法院抗令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在20日上任當天簽署
一項有關移民的行政令，從1月22
日起，美國移民執法機構暫停驅逐
非法移民出境，為期100天。得州
聯邦法院法官26日發布臨時限制
令，暫停執行這一行政令。

作為人口最多的 「紅州」 ，得
州過去4年一直支持前總統特朗普
強硬的移民政策。得州保守派官員

擔心，暫停驅逐會導致一些刑滿釋
放的非法移民留在美國。得州總檢
察長帕克斯頓22日在該州聯邦地方
法院就這一行政令提起訴訟。

得州聯邦法院法官蒂普頓26日
作出上述裁決並表示，拜登政府未
能就暫停驅逐出境提供 「任何具
體、合理的理由」 ，這一行政令已
經超出了聯邦政府的權限，違反了
聯邦法律。蒂普頓稱，這項裁決有

效期為14天。據悉，蒂普頓是由特
朗普任命的法官。

白宮26日在一份聲明中稱，拜
登總統將繼續致力於立即採取行動
改革移民體系，從而確保在維護美
國價值觀的同時，保障社區的安
全。分析稱，儘管這項裁決有效期
僅14天，但此舉可能意味着美國保
守派對拜登政府移民議程的法律挑
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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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26日就種
族歧視等問題在白宮發表
講話。 法新社

▲一批非法移民26日被美國邊境巡邏人員
驅逐回墨西哥。 路透社

▲美國參議院100名參議員26日正式接手特朗普彈
劾案。 美聯社

徹查聯邦官員及文件 不點名批特朗普仇外

▲去年3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一次
記者會中，發言稿上的 「新冠病毒」 被
改成 「中國病毒」 。 資料圖片

▲去年6月，俄軍方在紀念衛國戰爭勝利
75周年閱兵式上展示RS-24亞爾斯彈道
導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