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的「覺醒」概念自2010年代起開始流行，意指
民眾開始意識到種族和性別歧視等偏見，該詞語在

種族平權「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期間被廣泛
使用，現時已成為了一種價值觀，宣揚將身份認同政治
作為解決不公正和不平等問題的重心。不過與此同時，
太多左翼自由派分子高舉「覺醒」文化，亦引起保守派
的反彈。

違自由平等至上共和國價值
法國近來亦愈來愈多政客批評這種教條主義的概念，

有違法國提倡將自由、平等和博愛置於群體認同之上的
共和國價值。最近一次有關「覺醒」主義的爭議，是法
國字典Le Robert上月將「iel」（法語「他」和「她」的
結合版）納入代名詞，作為一個中性說法，但這種「包
容性書寫」（inclusive writing）引起各界激烈討論。
執政共和前進黨議員若利韋表示，將「iel」納入字典

是美式「覺醒」帶來的首個「污點」，「當看到美國正
在發生的事，我們更不能將‘包容性書寫’視為迎來新
自由。」法國部分少數族裔和維權組織則認為，政客試
圖打壓他們對抗法國社會偏見問題，但他們很多人都拒
絕被標籤為「覺醒」主義者。

美BLM運動引發巴黎大示威
報道還指出，美國社會針對種族和性別問題的運動，

也對法國帶來影響。例如去年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
死引發BLM運動，巴黎也有出現大規模反警暴和種族歧
視示威。據消息人士透露，馬克龍認為法國的示威者將
美國的蓄奴歷史和種族主義思想，與法國作比較，但法
國的種族問題歷史遠不如美國嚴重。
此外，在去年的示威期間，部分人還要求政府將過往

與奴隸貿易有關人物的雕像和建築物移除或改名，包括
17世紀曾協助草擬歧視黑人法律《黑人法令》的法國前
首席大臣科爾貝的雕像，但被官員拒絕。馬克龍指出，
國家必須有歷史和紀念的工作，「這不是為了抹掉我們
是誰，而是確保歷史的完整性。」 ●綜合報道

美國多年來不斷透過文化輸出，使美式價值觀滲透到其他國家，不少與美國關係密

切的盟友更深受影響，法國便是其中之一，最近在當地更引起反彈。據《華爾街日

報》報道，法國總統馬克龍及其政府官員，近月紛紛公開批評美式價值

觀，特別是有關種族、宗教和性別等方面的所謂「覺醒」

（woke）思想，已開始威脅到法國自身的共和國價

值，很多法國民眾會將美國近年發生的社

會事件，作為審視國家現況和歷

史的標準，恐怕令

法國社會陷入撕

裂。

種
族
宗
教
性
別
等

種
族
宗
教
性
別
等「「
覺
醒
覺
醒
」」文
化
輸
出

文
化
輸
出
加
劇
他
國
社
會
矛
盾

加
劇
他
國
社
會
矛
盾

對於美式「覺醒」思想傳
入法國，分析指很多法國人
內心都有與生俱來的反抗意
識，認為法國在維護人權方
面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無需
美國對他們「說教」。為了
進一步反擊「覺醒」思想，
法國教育部長布朗奇早前便
成立了一個名為「共和國實
驗室」的智庫，旨在對法國
共和國價值構成的威脅作出
反抗。
法國作家、「共和國實驗

室」成員庫蒂里耶表示，
「覺醒」主義試圖將民眾分
成各個群體或部落，以便控
制他們，民眾需跟隨部落首
領的指令，但這與法國人的
思維方式格格不入，「美國

前總統特朗普便是美國‘覺
醒’的體現之一，我們也有
極右的總統參選人澤穆爾，
這樣下去恐怕法國可能會出
現內戰。」
布朗奇希望通過「共和國

實驗室」打擊對共和國價值
構成的威脅，如在歐洲地區
活躍的宗教組織穆斯林兄弟
會發起的伊斯蘭政治運動，
以及源於美國有關身份認同
政治的運動等。「共和國實
驗室」負責人克萊勒豐指
出，智庫計劃從分析美國此
類反種族歧視思想在法國的
影響力入手，「但這不意味
質疑必要的反種族和不平等
鬥爭，只是針對過度激進和
違法行為。」 ●綜合報道

法國遭美國的「覺醒」主義
思想「入侵」後，除了體現在
社會運動上，近來還有大學校
園出現宣揚美式「覺醒」文化
的現象，包括舉行只有黑人學
生可以參與的會議，以及在校
園內噴上相關的英語字句等。
但有在法國任教的美籍教授表
示，在法國共和國價值的基礎
上，相信大部分民眾不會受美
式價值觀影響，在法國教書也
較美國自由得多。
法國最大學生聯盟「法國學

生全國聯盟」（UNEF）在今
年較早前，因舉行只有黑人學
生出席的會議，被視為是受到
「覺醒」文化影響的行為之
一，引來總統馬克龍政府批
評。但UNEF主席呂斯表示，
會議自 2016 年起已召開多
次，旨在讓法國的少數族裔學
生講述他們遭受種族歧視的經
歷，「我們深知白人種族歧視
或逆向種族歧視，不能與猶太

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
遭受的歧視相提並論。」

英語塗鴉證美思想滲校園
在巴黎大學任教的美籍哲學

教授史密斯表示，他近來在校
園內曾見到一些針對排斥跨性
別的激進女性主義（TERF）
的英語塗鴉，指出使用英語是
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因為這
體現了美式思想通過雙文化和
雙語言滲入校園。
但史密斯指出，法國共和國

價值根基是美式「覺醒」文化
在法國傳播的阻礙，法國有自
身「所有人都應被平等對待」
的普世價值，他認為在法國的
學校任教，相對在美國更加自
由，「我不用像對着美國學生
一樣過於謹言慎行，在法國，
大家仍將學校視為學習的地
方，教職員也無須去處理學生
提出有關社會的問題。」

●綜合報道

美籍教授稱
在法教書較美自由得多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球多地策劃推
行「沒有硝煙的戰爭」，為輸出「美式價
值觀」忙個不停。不過除了拉美中東北非
這些關乎美國戰略利益的國家外，美國對
於傳統歐洲盟友也從不放過，多年來不斷
透過文化產業等軟實力，向盟友國家輸出

美式價值觀，企圖讓這些國家可以在行動
上與美國更一致，將盟友緊緊綑綁在自己
的指揮之下。
「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

們聽我們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
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並迫使他
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美國
前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曾公開點明美式
價值觀輸出的核心要義。

美政治制度被指失靈
自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以來，美國政府一

直把其所謂的「多邊主義」掛在嘴邊，四
處游說、拉幫結派。說到底，美國的所謂
「多邊主義」就是透過「價值觀外交」將
所有盟友綑綁在一起。不過盟友並不甘心
對美「一邊倒」，美國盟友體系面臨許多
深層次矛盾。特朗普政府執政4 年期間，

美歐在政治、安全、全球治理方面都暴露
出深層次的矛盾。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
會進行的一項新調查顯示，只有19%的受
訪者認為美國是一個與他們擁有共同「價
值觀和利益」的盟友，大多數受訪者認為
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失靈。
日本和韓國在看待中美關係上也有不同

的利益和訴求，兩國之間歷史矛盾也難以
消解；印度即使在軍事防務上成為了美國
盟友，但表態難認同盟友「名分」，甚至
仍堅稱其「戰略自主」；東盟等國家也是
在對美安全需求與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之間
努力尋求平衡；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更是經
常被美國右翼輿論吐槽為犯罪、非法移民
等，都成為諸多美內政問題的根源。可
見，即使拜登努力向盟友保證要建立在共
同價值觀基礎上的盟友關系，但這中間的
問題清單依然很長。 ●綜合報道

圖行價值觀綑綁 盟友不買賬

教育部長成立
「共和國實驗室」智庫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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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政壇人士討論美式價值觀對法國共和國價值的影響。

●美國的「覺醒」概念自2010年代起開始
流行，意指民眾開始意識到種族和性別歧
視等偏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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