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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马丁·路德·金渴
望种族平等的梦想穿
越了近 58年时光，可
美国社会还是那个以
肤色作为命根子的社
会，少数族裔依然深
陷种族歧视噩梦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

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

生 命 权 、自 由 权 和 追 求 幸 福 的 权

利。”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些句子问

世近 245 年了，却没有化为美国现

实。就在不久前，美国前白人警察

德雷克·肖万被控杀害非洲裔男子

乔治·弗洛伊德案宣判，其谋杀和过

失杀人罪名全部成立。这个迟到的

宣判，让渴望种族正义的人们苦等

了近 11 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在宣

判当晚公开讲，弗洛伊德之死让全

世界看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

“灵魂上的污点”。

美国社会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为什么，美国种族主义原罪如此难

除？为什么，少数族裔追求种族平

等、种族正义的奋争，只能如寂寥荒

野中的呐喊一般孤苦而无望？

历史的血泪，就像《汤姆叔叔的

小屋》序言所讲述：“这个故事……

其场景出现于迄今为止为斯文上流

社会各集团所遗弃的种族……他们

生长在热带阳光之下的祖先，所带

来并永远遗传给其子孙的，是一种

在本质上与残酷而跋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不同的民族气质，因此，多少年来，所赢得的

只是后者的误解和蔑视。”自殖民地时期起，

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凭借其政治、社

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系

统性推行基于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政策，长

期屠杀、压榨、迫害、歧视和攻击美洲原住民、

非洲裔、亚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直到 20 世

纪中期之后，针对非洲裔的种族隔离制度才

逐步得到废止。直到 1943 年 11 月，美国才废

除 1882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2012 年才正式

以立法形式就该法案道歉。

在当前的美国，种族主义犹在，而且是一

种不断深度发酵的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存

在。美国学者乔·费金曾深刻指出，美国可以

被称为是“全种族主义社会”。《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评论强调，

从不同种族入狱率、财富差距到教

育不平等，在大多数社会指标上，

美国少数族裔继续遭受着不成比

例的痛苦，种族主义是造成这些问

题的根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无

奈地表示：“因种族而被区别对待

是 数 百 万 美 国 人 悲 剧 性 的 、痛 苦

的、愤怒的‘常态’。”

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恰似

一面镜子，照出了种族不公在美国

挖开的一道决定生死存亡的种族

鸿沟。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疫情发生后，美国非洲裔成年人失

业 率 远 高 于 白 人 ；新 冠 肺 炎 患 者

中，非洲裔、拉美裔和原住民的病

亡率是白人的近 3 倍。由于美国一

些政客借疫情污名化亚裔，致使针

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不

断升级。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

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

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在美国

16 个主要城市中针对亚裔的仇恨

犯 罪 比 2019 年 上 升 149%；今 年 第

一季度，在纽约、洛杉矶等 15 个大

城市中针对亚裔的暴力犯罪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 169%。

美国种族主义沉疴宿疾频起，

严重违逆人类良知，也背离了美国

作出的国际承诺。去年的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很多国家代

表就已严厉批评之。今年的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116 个国

家的代表和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

人权状况进行评议，再次呼吁美国

切实解决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等问

题。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政府充分遵守

其 1994 年批准的《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然而，美国的现实已令世

人对其治理能力感到失望，正如联合国当代

形式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报告员滕达伊·阿丘

梅所指出，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来说，美国的法

律体系已经无法解决种族不公与歧视。

“希望我的四个孩子有朝一日，可以生活

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在此人们不根据他们的

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行来衡量他们。”非

洲裔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渴望种族平

等的梦想穿越了近 58 年时光，可美国社会还

是那个以肤色作为命根子的社会，少数族裔

依然深陷种族歧视噩梦。美式民主，只能让

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持续而无望地呼唤种族正

义吗？倘若人民能够做主，来自广大民众的

心愿岂会如此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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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巴以冲突不断升
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国
际社会普遍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呼吁立即停火止暴。多方重申
支持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法，
呼吁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尽快
重启和谈，并敦促为此加强外交
努力。

5 月 16 日，中方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巴以

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引导安理会为缓解紧张局

势发挥积极作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5 月轮值主

席，中方已推动安理会两次就巴以冲突举行紧急

磋商。与会代表普遍呼吁巴以双方立即停火，遵

守有关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推动局势降温。

多方斡旋力促停火止暴

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以视

频 方 式 举 行 ，中 国 国 务 委 员 兼 外 长 王 毅 主 持 会

议。各方认为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应发出一致

声音，公正推进巴以和谈进程，努力推动巴以两国

实现和平共处。

中方全面阐述了对当前巴以冲突局势的主

张。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停火止暴，同时，

推进巴勒斯坦问题持久公正解决也同样重要。安

理会对此承担着重要责任，必须行动起来，推动当

事方尽快缓解紧张局势，停止敌对行动，推动中东

和平进程重回正确轨道，落实安理会相关决议和

“两国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巴以冲突方立即

停止敌对行动。古特雷斯说，巴以间最近的冲突

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升级。冲突可能将巴以拖入暴

力的恶性循环，给双方人民和整个地区带来灾难

性后果。他强调，重回谈判是唯一出路。只有通

过协商达成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才能彻底终止

这一毁灭性的暴力循环，为巴以双方带来和平。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韦尔希宁在发

言中表示，有必要尽快在“两国方案”基础上，为重

启巴以和平对话创造适当条件。法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尼古拉·德里维埃表示，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

意愿，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两个和平与安全共

存的国家，就只会继续制造痛苦和暴力。

会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同挪威、突尼

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会见记者，就当前巴以冲突局

势发表共同谈话。三国代表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暴

力、挑衅、煽动和破坏行为以及驱离计划。三国代

表敦促当事双方尽快一道缓解紧张局势并停止暴

力。三国代表重申支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

际法，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方案”，并敦促为此强化

和加快外交努力。

人道主义危机日趋严重

连日来，巴以新一轮冲突已造成包括妇女和

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

升级。据统计，以色列针对加沙的数百次空袭除

导致包括 58 名儿童和 35 名妇女在内的近 200 人丧

生以外，还导致 1300 余人受伤。而在从加沙发射

的数千枚火箭弹袭击中，包括一名 5 岁男孩和一名

士兵在内的 10 名以色列人被打死。

截至目前，双方冲突没有显现任何缓和的迹

象 。 以 总 理 内 塔 尼 亚 胡 强 调 ，加 沙 的 军 事 行 动

“只是个开始”，定要让哈马斯付出“沉重代价”。

哈马斯强调，“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将继续战

斗到底”。

加沙民防局长哈桑 17 日对媒体表示，由于以

色列狂轰滥炸，许多地方楼房被夷为平地。加沙

的道路和交通陷入瘫痪，甚至连救护车都难以到

达现场进行救援。加沙出现大面积断水断电。为

躲避战火，4 万多人逃离市中心，到郊外和乡村避

难。多方呼吁，以色列应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尽快全面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围困，保障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平民的安全和权利，为人道援助提供准

入便利。

与此同时，黎巴嫩、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

国 民 众 举 行 声 援 巴 勒 斯 坦 游 行 ，抗 议 以 色 列 空

袭。华盛顿、洛杉矶、纽约、波士顿、费城、亚特兰

大等美国多个城市 15 日举行支持巴勒斯坦人、要

求以色列停止空袭加沙的游行示威活动。英国伦

敦、利兹、加的夫等城市民众 15 日分别举行游行示

威，声援巴勒斯坦，并呼吁英国政府不要支持以色

列，而应协助各方尽快结束冲突。

“两国方案”才是根本出路

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报》撰文指出，眼下持续

升温的巴以冲突，是美国政府一味偏袒以色列中

东政策酿下的苦果，是巴勒斯坦民众对美国不满

情绪的总爆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表示：

“本轮冲突是过去几年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持续

侵害巴方基本权利的恶果。”特朗普执政期间，美

国无视国际法、国际共识与国际正义，一边倒地偏

袒以色列，将巴方逼入绝境。任期结束前，特朗普

不遗余力地撮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分化

了阿拉伯世界，使巴方陷入空前孤立。美方行径

严重损害巴方利益，使孤立无援的巴方陷入绝望，

巴勒斯坦人的愤怒积蓄已久。

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系教授纳菲阿表示，此次

巴以冲突升级还交织着双方各自内部的复杂政治

因素，并将影响未来局势发展。

国 际 社 会 普 遍 认 为 ，停 火 止 暴 成 为 当 务 之

急。安理会必须就巴以冲突采取有力行动，重申

对“两国方案”的坚定支持，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当前，应强调联合国在解决巴以冲突、缔造中东和

平中的主导作用，对“两国方案”进行再确认，引导

巴以重回和谈轨道。这需要冲突相关方停火止

暴，更需要大国抛弃私利，负起应有责任。当前，

由于一个国家阻拦，安理会至今未能发出一致声

音。美国需要承担应尽责任，采取公正立场，支持

安理会为缓解局势、重建信任、政治解决发挥应有

作用。

有分析指出，美国口口声声称关心穆斯林人

权，如今大批巴勒斯坦穆斯林民众被卷入战火、遭

受苦难，美国却对他们的生死无动于衷，甚至强力

阻挠国际调停，这种“双标”做法凸显了美国政客

的虚伪嘴脸。

丁隆表示，这场冲突的总根源是巴勒斯坦问

题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两国方案”等国际共识

被篡改，甚至抛弃。这场冲突再次凸显“两国方

案”的宝贵价值，说明“两国方案”仍具有强大生命

力，是巴以停止冲突、走向和平唯一现实、可行的

解决路径。 （本报华盛顿、开罗 5月 17日电）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李志伟 本报驻埃及记者 黄培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