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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所謂「幕後黑手」報道無說服力
《華爾街日報》稱極左團體「訓練」學生 承認不涉暴力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國亞洲日報》報
道，2019年在韓國掀起的麻辣旋風，在過
去4年依然強勁，連帶韓國炸雞行業也加
入麻辣行列，包括推出在炸雞表皮塗滿麻
辣醬的麻辣炸雞，以及麻辣炒年糕等。
麻辣是中國傳統美食中的經典之一，在

韓國辣文化成為了主流，間接助推麻辣的
崛起。根據韓國KB國民卡分析自2019年
起中學生、高中生和大學生的消費數據結
果顯示，麻辣、香鍋和火鍋專門店在整體
餐飲消費中位居前十位。
由於麻辣味在韓國MZ一代（千禧和Z
世代）廣受歡迎，麻辣燙等相關連鎖店不
斷增加。
儘管近期麻辣燙的衞生問題引起廣泛爭

議，但其受歡迎程度似乎並未減弱。中國
麻辣燙企業楊國福韓國分公司表示，麻辣

燙在韓國持續受到消費者喜愛，保持快速
增長。
便利店也加入麻辣戰團，CU便利店推
出川味麻辣豬蹄、麻辣湯麵、麻辣炒麵、
麻辣餃子等刺激消費者舌尖的產品。
7-Eleven則推出麻辣雞塊、麻辣便當、麻
辣三角紫菜包飯。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美國流行
樂歌手Taylor Swift（TS）自2023年展開《The Eras》世界
巡唱以來，她對全球流行文化的影響力堪稱無遠弗屆，成
為學術界研究焦點。加拿大女王大學法學院將於今秋開辦
全球首個TS版本的法律課程，主要探討TS演藝生涯涉及
的法律問題。

副院長自認TS粉絲
TS最新專輯《TTPD》的歌曲佔據美國《Billboard Hot
100流行榜》第1至第14位，成為TS另一項彪炳成績。女
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希姆吉表示，TS可供研究的範圍廣
泛，而他設立的TS法律課程側重於娛樂法，並且解釋娛樂
法涉及許多不同的法律領域，包括合約、政策、商標、隱
私和版權。他相信很多人認為研究合約和版權很枯燥，但
當與TS的經歷聯繫起來會變得極有趣和引人入勝。《The
Eras》巡唱今年11月在加拿大舉行，TS法律課程在9月開
辦更凸顯課程貼近現實世界。
自認是TS粉絲的希姆吉指出，這個課程是首先介紹娛樂
法的內容和重要性，然後每周都會有一個特定的法律主題領
域，以TS演藝生涯中的例子來說明這些概念。希姆吉希望
透過研究TS與法律問題的各種互動過程中，可以建立完整
的娛樂法課程。他指出TS作為一個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是值
得的，尤其是TS現在無處不在，無論是北美洲4大職業體育
競賽抑或頂級時裝界的活動都有她的蹤影。TS在流行文化
中所處的主導地位很難找到比較，例如新加坡和泰國總理曾
爭論哪個東南亞國家擁有獨家舉辦《The Eras》巡唱權利。
希姆吉指出，TS案例中涉及的版權，屬於管理創意作品

所有權的法律制度。他表示一般人通常傾向於關注TS對文
化的影響，但其實她也產生了法律影響。世界各地大學在
TS效應下爭相開設與其有關的課程，但重點不在於娛樂
法。女王大學優先接受法律系學生申請修讀TS娛樂法課
程，並將於7月開始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政府總務省5月4日推估，截至今年4月1日，
全日本未滿15歲兒童僅約1,401萬人，較去年減少33萬人，已連續
43年減少，創可供比較的1950年來新低紀錄。日本東北大學高齡經
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吉田浩推估，照目前少子女化速度發展下去，
最遲到696年後的2720年，日本可能只剩一名未滿15歲兒童，「日
本說不定會成為第一個因少子女化而滅絕的國家」。
日本《讀賣新聞》報道，日本總人口約1.24億人，未滿15歲兒童
佔比僅約11.3%，較去年減少0.2個百分點，是連續50年減少，研判
可能受到新冠疫情流行，造成結婚人數減少等影響有關。
1,401萬名兒童中，男童有718萬人、女童有683萬人。從15歲以
下各年齡層來看，年齡愈低其人數也明顯較少，例如0歲到2歲的
235萬人最少、3歲到5歲有257萬人、6歲到8歲有288萬人，最多
的是12歲到14歲的317萬人。

「兒童人口時鐘」提早1427年
吉田浩受到美國「末日時鐘」等啟發，為了讓大家警覺到少子女

化問題，在2012年開發出「兒童人口時鐘」，每年以日本政府人口
推估數字為基礎進行計算，並於日本5月5日兒童節前後公布在該中
心官網上。
吉田根據總務省數字進行推估，到今年5月5日兒童節時，全日本

未滿15歲兒童將進一步減少到13,979,189人。如果少子女化按這個
速度發展的話，最遲到696年後的2720年1月5日時，預估全日本將
只剩一名未滿15歲兒童。
如果跟2023年版兒童人口時鐘預測日期為「798年後的2821年10
月27日」相比，今年預估的數字提早了101年。如果跟吉田2012年
提出的首版兒童人口時鐘預測的「4147年」相比，僅僅過了約12年
就提早1,427年。

香港文匯報訊 巴西南部暴雨成災，造成最少56人死亡、
67人失蹤，另有74人受傷，近2.5萬人無家可歸。
南里奧格蘭德州受災最嚴重，多條街道水浸，變成一片澤
國，水深幾乎到車窗位置，多個城市都錄得近150年來最高水
位。救援人員出動小艇，救出被洪水圍困居民。當局預期災
情會繼續惡化。
南里奧格蘭德州4月29日起降暴雨引發洪水和山泥傾瀉，全

州31個城鎮降雨量已超過整個5月份平均降雨量。當地進入緊
急狀態，州立學校停課，約70萬學生受影響。今次水災是當地
超過80年來最嚴重。巴西去年發生3次水災致75人死亡。

加大學首辦TS版本法律課程
借演藝生涯探討娛樂法

巴西80年最嚴重水災56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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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麻辣旋風席捲韓炸雞業

《華爾街日報》首先將矛頭對準有約20年歷史的學生
組織「全國巴勒斯坦正義學生會」（NSJP），該

組織2001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成立，在全美擁有300
多個分會。報道宣稱，NSJP將其社媒主頁變成「鼓勵學生
抗議的展覽」。有參與抗議的學生表示，他們曾透過NSJP
嘗試在各校之間協調，但多間學校早在今次抗議浪潮前，
已經勒令NSJP暫停一切活動。

僅建議學生穿舒適衣物
報道列舉部分NSJP的「訓練內容」，引述該組織在社媒

X上部分成員的發言，不過這些計劃不涉暴力，僅是建議
學生們參加抗議時，「盡量身穿舒適的衣物和運動鞋」，
「帶上足夠的水、能量棒和紙巾」等。報道還稱，NSJP 4
月29日在社媒發布「不撤資、不畢業」口號，「這令很多
學校校方擔心，即將到來的畢業典禮或受干擾。」
至於NSJP的金主，《華爾街日報》將其指向左翼非牟利

組織「威徹斯特和平行動委員會基金會」（WESPAC）。

報道引述國際性猶太人非政府組織「反誹謗聯盟」說法，
稱WESPAC「宣傳反猶太主義」，理據是其社媒上刊登影
片，當中有撐巴示威者手持「種族滅絕分子（美國總統）
拜登」標語。WESPAC代表赫博斯特稱，該組織從未與任
何校園抗議者有協調、培訓，或協助制訂策略。

防範親以組織暴力攻擊
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撐巴抗議組織者之一、哥大學生波拉
特解釋，學生們更多是透過以前參與弗洛伊德事件反種族
歧視遊行、或是加入學生組織，了解如何和平展開抗議活
動，學生們學會的實用工具，多數是透過籌款活動或是親
友捐贈，購買帳篷等工具之類非暴力做法。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巴勒斯坦司法分會成員、該校教授
馬克迪西稱，他所在學校的親巴學生組織，多次遭遇親以
組織的暴力攻擊。學生們因此會接受一些不涉暴力的訓
練，用於應對此類情況，「這當中有完整的紀律和程序，
學生們態度嚴謹。」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多間傳媒連日不遺餘力，試圖轉移視線、找出大學校園親巴勒斯坦和平抗議的所謂

「幕後黑手」。《華爾街日報》5月3日刊登長篇報道，聲稱部分抗議活動背後，是「左翼團體和資深社

會運動人士」對學生進行數月的「訓練和規劃」。不過報道承認，訓練不涉及任何暴力內容，抗議活動也

沒有集中指揮機構，僅聲稱有「長期活躍的極左團體」與抗議者存在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親巴學生抗議活動，在5月1日凌晨遭
遇大批親以色列抗議者攻擊，多名目擊者
批評警方到場後袖手旁觀一個多小時，任
由親以抗議者大肆攻擊引發衝突。《紐約
時報》5月 1日分析多份事發影片和資
料，明確指出警方反應遲緩、未能阻止暴
力升級。

校方保安人員沒介入阻止
報道指出，暴力衝突在4月30日晚間11
時已經開始。畫面顯示大批親以抗議者身
穿寫有親以標語的衣物，大聲播放包括以
色列國歌在內的歌曲，試圖破壞親巴學生
用於隔開營地的金屬圍欄。襲擊規模於凌
晨升級，親以抗議者向親巴營地發射至少
6次煙花，其中一枚在人群密集處爆炸，
還有一枚相信是刻意掟向一群正在運送傷

者離開營地的親巴學生。
《紐約時報》上載多段影片顯示，親以
抗議者多次向親巴學生的臉噴灑化學物
質，或用棍棒、木板等武器攻擊親巴抗議
營地。其中一名親巴學生試圖勸阻，卻被
親以抗議者抓住頭髮推倒在地、拳打腳
踢。報道強調沒有證據顯示，親巴學生作
出了暴力對抗行為。
報道指，洛杉磯警方防暴隊和加州公路

巡邏隊在凌晨約1時40分已經到場，然而
警察基本全程站在距離衝突區域約90米的
地方，持續一個多小時。直至凌晨2時50
分，警察才陸續開始驅散人群。一段攝錄
於凌晨3時的影片還顯示，警方清場後無
視一名離開現場人士遭到多名親以抗議者
毆打。報道亦稱，校方聘用的保安人員事
發全程都未有介入阻止暴力升級。加州大
學校方統計，約有15人在襲擊中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校園學生撐巴示威
持續之際，另一股抗議風潮正在掀起。
《華爾街日報》5月3日報道，家長們開
始對學校表達不滿，一年繳9萬美元學費
讓孩子上頂尖學校，換來卻是學校面對抗
議衝突時束手無策，子女缺乏人身安全，
荒廢學業。
報道指出，學生家長儘管來自不同政治
光譜，也不管孩子正在參加抗議、正在反
對抗議抑或努力置身事外，都要求學校拿
出更多行動，確保學生安全以及維持學

習。報道稱，愈來愈多家庭思考高昂的大
學學費是否值得，這次校園抗爭讓大學與
家長之間的緊張關係升溫。
波士頓房地產律師吉維爾茲的女兒就讀

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4年級。他表
示，學生並沒得到繳交學費應有的教育。
巴納德學院本學年學費約9萬美元。報道
指出，家長準備從財務方面發起抗議行
動，要求學校必須為取消上課退回學費，
有家長已經與校方聯絡如何退費。某些家
長則警告學校，今後不會繼續捐款。

親以示威者襲擊學生
警袖手旁觀逾一小時

課堂取消子女欠安全
家長感9萬美元學費不值

▲安省女王大學首
創課程，研究與TS
有關的娛樂法律。

成小智攝

▶加拿大成功爭取
舉辦 TS 巡唱，引
發學術界進行研
究。 成小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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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燙等相關連鎖店不斷增加。
網上圖片

◆「訓練內容」僅是建議學生身
穿舒適衣物和運動鞋。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