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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A C K   L I V E S  M A T T E R风 暴 眼 中 的 美 国

世界范围内掀起反种族歧视示威浪潮

英国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在英国持续蔓延。当地时间 6 月 6 日、7 日，英国各地都有示威者聚集。

而位于伦敦议会广场上的丘吉尔纪念雕像，更是两度被示威者肆意涂鸦。其中，6 月 6 日正值诺曼底

登陆 76 周年，而示威者在这一天用绿色颜料在丘吉尔雕像底座上写上“ACAB”四个字母。《独立报》

称，这四个字母所代表的含义是：“所有警察都是混蛋。”6 月 7 日，该雕像更是被写上“（丘吉尔）

是种族主义者”的字样。 而据英国《镜报》当地时间 6 月 8 日报道，在伦敦发起的反种族歧视的游

行示威已经变得不可控。游行中，不少示威者疯狂地向维护治安的警察发起攻击。抗议者在街道上追

赶辱骂警察，并向警察投掷一些投掷物。上述行为至少造成了 8 名警察受伤。

墨西哥
　　据《卫报》报道，当地时间 6 月 4 日晚间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政府大楼外爆发了反对

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活动。一名抗议者将易燃液体倒在了骑摩托车的警察背上，并将其点燃。大火瞬

间吞噬了这名警察，警察立即跳下车跑向后方，周围的同伴赶忙帮他拍灭了后背的火。随后警方手持

防暴盾推开示威者，禁止任何人再次靠近。

加拿大
　　据央视新闻报道，包括加拿大法语区最大城市蒙特利尔、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沙加市、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首府维多利亚、萨斯喀彻温省首府里贾纳在内的多个城市当地时间 7 日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

示威活动。

　　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全景照片看，蒙特利尔 7 日的游行活动与 5 月 30 日的游行相比，

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参加。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沙加市，爆发了自弗洛伊德之死后最大规模的游行示

威活动，有数千各种肤色的民众参加。

　　除了人数更多，这一轮游行示威活动的诉求重点与此前的相比有所增加。除了声援美国黑人、反

对歧视之外，出现了更多的反对种族歧视、反对警方粗暴执法的口号和标语。连日来，加拿大媒体报

道了多起警方针对少数族裔，包括黑人、原住民在内的粗暴执法、过度使用暴力的视频，这是导致游

行示威增加诉求的主要原因。

丹麦
　　当地时间 6 月 7 日，丹麦广播电视台报道，有 15000 多人聚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街道上，

他们表示不论种族或肤色如何，他们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该示威活动始于美国驻丹麦大使馆，此后人

群一直走到克里斯蒂安堡宫前的广场上。

匈牙利
　　当地时间 6 月 7 日，上千民众聚集在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前的自由广场上举行反种族主义示威活

动，抗议弗洛伊德之死。活动结束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支持民众在大使馆前

和平集会和抗议种族主义的权利，并完全赞同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行为。

日本
　　据朝日放送电视台（ABC）报道，6 月 7 日当天，来自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示威者从大阪中

之岛公园出发，大声呼喊“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生命很重要）”的口号，在街道上整齐

行进。当路过美国总领馆附近时，人们一边高喊着“反对种族歧视”，一边进行着示威游行。在当日

气温约 30℃的情况下，大阪市共有上千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在社交网络上同步声援受害者弗洛伊德。

韩国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 6 月 6 日下午 4 时左右，首尔明洞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抗

议在美国发生的针对非洲裔群体的种族歧视行为。示威者高举反对种族歧视标语，如“弗洛伊德安息

吧”“黑人的命也是命”等，游行期间示威者下跪以哀悼弗洛伊德。

说这些示威人群中鱼龙混杂。当然

有人在为弗洛伊德以及少数族裔发

声，但也不乏趁火打劫与借机报复

社会之人。这一切，使得弗洛伊德

之死事件本身，反而在美国有失去

聚焦的态势。”刘永涛对《新民周刊》

说道。

对于近来美国警察连续不断的

粗暴执法，刘永涛认为这源于白人

警察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警方

当然有执法的合理性，只是当这种

合理性遇到存在已久的种族歧视，

那么很容易演变成过度执法。因此，

从这一层面上看，无论是弗洛伊德

之死，还是其他的粗暴执法，都带

有必然性，只是发生的时间地点等

因素具有偶然性。” 

针对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也

有人开始意识到这种权力结构需要

改变，开始在美国社会各界努力形

成共识。

因为警方粗暴执法而不幸失去

一只眼睛的女记者蒂拉多表示，目

前不是追究某个人的责任的时候，

“问题在于整个体系，在美国警察

一直都被允许杀害黑人和棕色人种

而不受惩罚，我想要看到的是这种

权力结构能够被改变”。

当地时间 6 月 3 日，美国前总

统奥巴马再次发声，他表示弗洛伊

德之死引发全国动荡，这是美国人

认识并解决“挑战性、结构性问题”

的机会。可问题是，一方面是近来

游行示威中那些警察仍然存在的粗

暴行为；另一方面这场示威并没有

明显的政治诉求。所以这真的会是

一个引发根本性变革的“机会”吗？

在种族歧视这一顽疾面前，美国底

层人民的愤怒又能够持续“燃烧”

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