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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暴乱，西方媒体的盆景

“阿 Sir、Madam，辛苦了！”

台湾未来媒体人的“津”
彩体验营

      上周六（8 月 31 日），英国伦敦、曼彻斯特、格
拉斯哥、利兹、贝尔法斯特和伯明翰等众多城市爆
发针对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抗议示威。示威
者抗议他下令英国议会休会，并试图让英国在 10 月
31 日的最后期限无协议脱欧。
      脱欧是英国当今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也是欧盟面
临最棘手的问题。但当我周六收看英国广播公司电
视（BBC）和欧洲新闻台（Euronews）时，却吃惊
的发现英国的抗议活动根本没有报道，更不要说记
者现场直播。相反，播放的头条以及现场实况报道
是关于香港暴乱的场面。
      而 BBC 报道自己家门口的示威可以说是当地时
间下午晚些时候，当时香港已进入深夜。
      那天在法国巴黎和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都爆
发了黄马甲的抗议活动，席卷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已
进入第 42 周，日内瓦的抗议是第 2 次。但 BBC 和
欧洲新闻台对他们却视而不见，根本不报道。
      周末两天重大国际新闻还有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
击，以及沙特为首的联军对也门再度轰炸，造成骇
人听闻的 100 人死亡。但这些内容却只上了 BBC 等
的滚动文字新闻，在屏幕上一闪而过。
      至于这些西方新闻媒体为何不报道家门口的大
事，而花大力气报道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事情的原因不得而知。这其实违背了新
闻接近性（proximity）的原则。我不信英国人、法
国人和瑞士人对香港的关注要超过对自己国家的关
心。
      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媒体对中国日益的关注也
不是什么新闻。很多国家发生的重大事情可能上不
了他们的新闻，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了他们
的放大镜之下。
      问题在于他们歪曲性的报道实在令人不能容忍。
比如说美国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9 月 1 日刊登
自由撰稿人苏珊·萨特兰 (Suzanne Sataline) 的文章，
指责香港警察从过去最受尊敬的部队成为千夫所恨
的警察，但文章在指责警察动用武力的时候，却根
本不提暴徒向警察扔汽油弹、冲击香港立法院、破
坏地铁站、妨碍地铁和机场运行的违法暴力行为。
好像警察的执法完全没有根据，是在无理取闹。
      同样，BBC 和英国星空电视 (Sky News) 始终用
争取民主的抗议者来称呼那些破坏公共秩序和设施
的暴徒，美化违法行为。星空电视特约记者克劳福
德 (Alex Crawford) 在一篇题为《香港抗议者的使

命： 破 坏、 毁 坏、 消 失》(HongKong Protesters’ 
Mission: Destroy, Destruct and Disappear) 文章中，
津津乐道描述暴徒如何比警察更棋高一手。这完全
是为暴力违法行为唱赞歌。文章中还引述一位不具
姓名的香港市民对暴徒行为表示理解。此不具体姓
名身份的人真伪暂且不说，单单有选择性地引用一
个人的话意图传递某种信息，完全反映了作者有意
误导读者。
      这种为暴徒背书的报道也出现在纽约时报和美国
公共电台 (NPR) 的报道中，他们文章中流露的是对
暴徒和暴力行为的同情，而不是指出其违法性。
      更有甚者，华盛顿邮报 8 月 30 日刊登香港中文
大学董逸夫（YifuDong 音译）专栏文章，大言不惭
指责所有与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站在一起
的全球华人可耻。但就我所接触到的海内外华人，
大家普遍的共识就是谴责香港暴徒的暴力行为，根
本不是作者所谓在政府洗脑下才得出的结论。作者
自认为比 14 亿中国人都高明只能说明其无知。
      其实这些为暴徒行为辩护的人很清楚，世界上任
何一个法治国家，包括这些西方媒体和记者所在国，
都不会容忍类似香港暴徒那样的破坏行为。
      让我吃惊的是平时一贯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外
国 人 看 中 国》（Sinocism） 的 创 始 人 利 明 璋（Bill 
Bishop）在周日看到南华早报视频播放暴徒向香港机
场快线轨道扔障碍物的场面时，也不得不发推文感
叹道：“如果在美国干这些事，那要在牢里呆几年
啊 ?”。
      周一，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
过去两日，大量激进示威者破坏公众设施，特别是
港铁车站。香港 90 个车站中的 32 个遭破坏。还有
示威者在机场快线路轨上堆放杂物，企图酿成车祸。
      我很希望那些指责香港警察执法过度的人去请教
一下纽约、伦敦或巴黎警察，应该如何对付这些暴徒。
我相信得到的答案肯定令他们非常失望。
      如果需要我要对香港警察指手画脚，那就是他们
对暴徒的违法行为应该采取更有力和更坚决的行动。
与萨特兰所谓的过度使用武力完全相反，如果对违
法行为置之不理，那是在鼓励违法，法律的严肃性
何在？
      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美化香港暴徒的行为，结果
不仅是误导读者和观众，也是在伤害他们自己在公
众心中的可信度。（来源：中国日报）

       原标题：“阿 Sir、Madam，辛苦了！”——
120 位小朋友画出对香港警察美好祝愿
　　新华社香港 9 月 2 日电（记者方栋）住在香港
九龙区的小朋友豪仔今年 5 岁，还在上幼儿园，前
几天他用蜡笔画了一幅画，送给他心目中的英雄——
香港警察。
　　在他的画中，警察叔叔高大英勇，身着蓝色制服，
面对任何危险都无所畏惧，保护着身后的市民，捍
卫着香港的和平安宁。“谢谢警察叔叔，这几个月
你们辛苦了，我们都支持你！”他用稚嫩的声音说。
　　豪仔表达了许许多多香港小朋友的心声。日前，
120 幅小朋友创作的绘画被结集成册，由妈妈们陆续
赠送给香港十几个警署。2 日，随着画册送到西区警
署的警员手中，第一批 700 多本画册全部派送完毕。
　　这些充满童真的画作线条简单、颜色斑驳，却
生动地勾勒出香港警察形象：有一脚就把坏人踢飞
的“超人”阿 Sir，也有英姿飒爽的警察阿姨，还有
警员受伤、脑袋流血，两个小朋友手拉手挡在他的
身前保护他。
　　“亲爱的香港警察，你们辛苦了……长大以后
我也要向你们学习守护香港，我们的家。”小朋友
晴晴在给警察的公开信中写道。

　　活动组织者香港市民陈女士介绍，这些都是在
上幼稚园或者小学的小朋友，最小的才两岁，画这
些画是为了感谢香港警队多日来的辛苦付出。
　　“我们是一群香港妈妈。做妈妈的，最大的心
愿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平安快乐地长大。近日香港
的治安屡受严峻挑战，多亏有香港警队对这座城市
的倾力守护。”她说。
　　从 8 月初开始，短短一个星期内，陈女士和妈
妈们就收集到了 100 多幅画作。“本来还能有更多，
但是时间有限，最后就限定在 120 幅。”她说，“小
朋友们好开心，画册没有印出来之前天天念叨，看
到画册之后特别骄傲，还要告诉那些父母是警察的
小伙伴。”
　　近期，香港暴力事件持续升级。作为和平秩序
的守护者，香港警队奋战在止暴制乱的第一线，不
仅要面对暴徒的汽油弹和钢珠，还受到不良媒体的
指责和网络上的威胁，警察家人也一道承受了巨大
的心理压力。
　　“很多警察看到小朋友的画之后，都流眼泪了。
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我们做市民
的要让他们知道，香港市民还是坚定支持他们的。
我还鼓励孩子，要主动和警察的小孩做朋友。”陈

女士说，妈妈们计划再加印 300 本，送到更多的警
员手中。
　　陈女士还把小朋友们的画发布在本地论坛上，
很快就被浏览几千次，收到上百条回帖，许多网友
点赞，并表达对香港警察的支持和感激。“好感激
香港警察，加油，支持！”“我相信香港警队值得
我们市民信赖及支持！”“这么多月大家都能看到，
阿 Sir、Madam ，辛苦晒！”
　　许多人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和视频网站上转发。
特区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微博发帖说：“看到孩子
美丽的图画，也看到孩子真挚的情感，这就是香港
的希望。我们要尽力去保护好孩子们，不能让黑手
染污我们香港的未来、祖国的花朵。”
　　“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很有教育意义。小朋友
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更要在纷乱的环境中教会孩子
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最基本的道理，引导他们形成正
确的观念，比如不应该使用暴力。”陈女士说。
　　三岁的轩仔一直特别崇拜警察叔叔，这次画画
时也特别用心。他说，警察是正义的，能赶走坏人，
自己长大之后也要做一名警察，保护香港的安宁。
　　小小画作，稚嫩语言，却传达了最美好的希望。

　　新华社天津 8 月 25 日电（记者张宇琪）台上
演员说学逗唱，台下观众笑声阵阵……在天津市举
办的第四届“爱媒·讲”未来媒体人体验营闭营仪
式上，由台湾文藻外语大学吴亭仪制作的天津相声
主题 vlog 作为优秀视频新闻作品展示。
　　25 日，来自台湾文藻外语大学的 16 名学生在
天津结束了为期 12 天的媒体实习体验活动，通过
与天津今晚报的 16 位优秀记者导师学习，进一步
加深了对记者这一职业的理解。
　　这些未来媒体人在实习期间，通过采访接触到
了相声、京剧、泥人张、木偶戏、刺绣等中国文化
艺术，还与在大陆工作创业的台青前辈们进行了互
动与交流，从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全方位
感知天津、了解大陆。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津，我在这里了解到很
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体会到了天津中西并存的多元
文化。”吴亭仪说。
　　陈均亦和段景芸还走访了天津市蓟州区西井峪
村的民宿聚集区，采访毕业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我
在这里看到了不一样的大陆，还学习了使用无人机
拍摄。”陈均亦说。
　　导师赵瑜也表示看到了台湾未来媒体人的朝气
和活力，以及在新媒体方面的创造力。
　　“在体验营实习期间，学生们深入到天津的大
街小巷采访，看到大陆的发展状况。每一年来实习
的学生回去后，都会把在大陆学习和生活的体验分
享给家里人，这有利于两岸增进了解。”台湾交流
团带队老师林洁表示。
　　2018 年 2 月底，大陆方面出台《关于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随后，天津也发
布了落实这一文件的 52 条具体举措。
　　林洁认为，大陆有广阔的就业空间，惠台措施
给台湾年轻人在大陆创业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台湾学生们来到天津，在这里熟悉中国的传
统文化，了解大陆的新貌，与大陆媒体人深入交流。”
天津今晚报副总编辑陈杰说，这个体验营活动是台
湾青年大学生了解大陆、感知天津的平台。
　　据天津市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台湾未来媒体
人体验营活动从 2016 年开始举办，截至目前，共
有来自台湾的 60 名师生到天津的媒体交流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