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個月，本．阿里(見圖)的寶座仍似乎穩
如磐石，誰也沒想到他會成為首個被國民趕
下台的阿拉伯領袖。23年前兵不血刃奪權的
他，一度被國民視為改革希望，他也一手為
突尼斯帶來繁華，但最終下台收場。
突尼斯1956年脫離法國獨立，時任首相布

爾吉巴翌年廢除國王制，成為終身總統。到
1987年，時任總理兼內政部長阿里，宣稱布
爾吉巴年紀老邁不適合治國，發動非流血政

變上台。
上台後，他限制任期最多3屆，並阻止伊

斯蘭勢力擴張，成為美國反恐盟友。但他其
後推動公投修憲，使自己得以第4度出任總
統，更將任期改為無限。
然而，阿里治下的突尼斯相對穩定，經濟

繁榮，更令該國成為陽光與海灘的旅遊勝
地。直至近年經濟惡化，令他不得民心。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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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歐客撤離 目擊途人被射殺

23年前零流血奪權 曾是改革希望

各國反應
阿拉伯聯盟：呼籲突尼斯所有政治勢力、社會
各界代表和官員團結維護人民的成就，實現國
家和平。

埃及外交部：埃及尊重突尼斯兄弟人民的選
擇，信任突尼斯兄弟的智慧，定能穩定局勢，
避免陷入混亂。

伊朗外交部：突尼斯可在伊斯蘭世界中發揮有
效的作用，因此履行突尼斯國民的要求對我們
大家都重要。

法國總統薩科齊辦公室：法國隨時準備伸出援
手，確保突尼斯民主進程無可爭議。

德國總理默克爾告誡加努希：與抗議人士和
解，引入真正的民主，尊重人權，保證新聞和
集會自由。

英國外交部：希望總理加努希能團結重要人
物，邁向自由和公平的選舉。

美國總統奧巴馬：讚賞突尼斯抗議人士的勇氣
和尊嚴，呼籲所有各方保持冷靜，避免滋生暴
力。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突尼斯動亂始末
12月19至20日 西迪布吉德：失業及物價高漲造成社會

不安，有大學畢業生自焚抗議失業，觸
發騷亂

西迪布吉德、米克納西：示威者與警方
爆發衝突，數十人被捕

12月24日 布濟恩營：警方向示威者開火，2人亡

1月8至10日 卡賽林、塔萊、雷根布：3天暴亂逾50
人亡

1月11日 衝突延蔓至首都突尼斯城及近郊，學校
停課

1月12日 杜茲：警方殺死3名平民

突尼斯城：政府宣布內長撤職，釋放被
捕示威者，展開貪污調查，首都宵禁

1月13日 總統本．阿里稱將於2014年下台，下令
警方停止向示威者開槍。人權組織稱最
少66人被殺

1月14日 全國爆發示威，數千人要求本．阿里下台

數千歐洲遊客撤離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本．阿里宣布半年內解散政府，提早大
選，其後流亡海外，結束23年統治

總理加努希暫代總統職務

法新社

突尼斯總統本．阿里下台的另一導火線，是爆料網站
「維基解密」上月發布美國外交電文。美國外交官在電文
中描繪阿里一家貪污腐敗，引發突尼斯人激烈反應，最
終誕生首個「維基解密革命」。另一方面，突尼斯鐵腕監
控當地傳媒，但總部位於卡塔爾的中東半島電視台，連
日詳盡報道事件，全國民眾得以密切關注局勢發展，也
使示威聲勢壯大。
阿里是美國反恐戰的重要盟友，但他的貪腐也廣為美

方官員所知。一份外交電文以「那個家庭」稱呼阿里一
家，將他們比作統治國家經濟的黑手黨；更指阿里妻子
在一個貴族學校的興建工程中賺取巨額利潤。另一份文
件則提到突尼斯的統治小圈子貪污風氣日盛，民眾討厭
甚至痛恨第一夫人。這份電文被突尼斯當局所禁。
示威上月爆發後，半島電視台在現場訪問目擊者，又

專訪反對派領袖。突尼斯官員也不得不承認半島電視台
的影響力，紛紛上電視解畫，指少數極端分子製造騷
亂。

■《每日電訊報》/《衛報》/路透社

維基解密揭貪
半島電視全程直擊

突尼斯政局突變，與經濟息息相關。官方公布失業率
高達14%，大學生失業尤其嚴重(年輕人高達52%)；糧食
和燃料價格急升，石油再突破每桶90美元，使國民百上
加斤，統治階層無力應對，成為民眾發洩對象。類似情
況在多個阿拉伯國家接連出現，約旦、阿爾及利亞近日
出現騷亂，為有關統治者敲響警鐘。
糧價高企，加上全球天氣反常使農作物供應大受影響。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早前公布的數據顯示，食物價格指
數去年下半年急升32%。現時糧價是自2008年糧食危機以
來新高，去年12月糧價按年平均高出25%。約旦、利比
亞、摩洛哥等國上周都採取緊急經濟措施，應對情況。

埃及人：下個到穆巴拉克
逃亡消息傳出後，數十名示威者在埃及首都開羅的突

尼斯大使館外慶祝，有的高呼「本．阿里，告訴穆巴拉
克，另一架飛機在等他！」82歲的穆巴拉克被指不肯推
行民主改革，受到的壓力日增。

■《華盛頓郵報》/《衛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糧油價升失業嚴重
阿拉伯領袖同自危

本．阿里逃亡海外，人民一片歡騰。有示威者表示終
於不再感到害怕，並指「等這天足足等了20年」。前日身
在瑞典與法國隊作賽的突尼斯手球隊成員，在球賽中途
聽到消息，喜極而泣。 ■路透社/法新社/《衛報》

民眾：等了20年
手球隊喜極而泣

北非國家突尼斯暴力衝突持續近一個月，

前日出現突破性發展。74歲總統本．阿里前

晚逃亡到沙特阿拉伯，標誌阿里23年的鐵腕

強人統治結束，也是首次有阿拉伯強人被民

眾拉下台。由於多個阿拉伯國家近日相繼出

現示威，有分析認為突尼斯的這場「茉莉花

革命」或會引發骨牌效應，衝擊阿拉伯世界

的鐵腕政權。

200公里

50公里

西迪布吉德

布濟恩營
米克納西

地中海

阿爾及利亞

突尼斯城

雷根布

凱魯萬

加夫薩

衝突地點

斯法克斯

塔萊
卡賽林

杜茲

利
比
亞

突尼斯城

突尼斯暴動位置圖

突尼斯局勢惡化，數千名歐洲旅客緊急
撤離，3,800名德國、英國及愛爾蘭人及時
乘旅行社包機回國，但仍有很多人未能趕
在緊急狀態令下領空關閉前離開，滯留機
場。在北部地中海勝地，遊客同樣遇上騷
亂，有英國遊客親眼見到一位女子被殺：
「她跑到銀行提款，警察以為她帶 炸彈，
二話不說就朝她頭部開槍。」英、法、德、荷、葡及波蘭
等歐洲國家，均已對突尼斯發出旅遊警告。

汽車槍擊 逃獄接連發生
28歲學生休斯頓早前到當地自助遊，剛好趕上包機回

國，他表示，在前往火車站途中遇上示威，防暴警從後追

趕，「我聞到催淚彈氣味。」在當地
住了5年的教師菲爾德說：「年青人到
處破壞，事態發展之快令我震驚。」
突尼斯領空和所有機場昨日重開。

但緊張局勢仍未平息，首都更發生汽
車槍擊。一隊載 槍手的車隊在街上
疾駛，向沿途路人掃射，暫時未知傷

亡情況。有分析員指槍手是效忠阿里的警察，他們希望重
奪政權。
此外，在首都以南的馬赫迪耶和莫納斯提爾的監獄，分

別發生囚犯集體逃獄，警方開槍射殺囚犯，目擊者稱馬赫
迪耶監獄有5人死亡，官方媒體稱莫納斯提爾監獄有42人
死亡。 ■法新社/《每日郵報》

總統本．阿里出走後，

突尼斯持續近一個月的騷

亂有望告一段落。然而未

來政局仍充滿變數，誰當

選總統？貪腐能否隨之而

去？最終能否成為真正民

主政制？分析家都持觀望

態度。

阿里下台後，總理加努

希稱對方只是「暫時」不

能執政，按憲法應由他代

任總統。此舉迅即引來揣

測，想當年時任總理的阿

里便是以總統布爾吉巴不

能執政為由，奪去總統寶

座，一坐23年。有人擔

心，加努希會成為另一個

阿里。然而，憲法委員會

迅即宣布阿里為「永久離

職」，總統職位應由國會議

長邁巴扎代任，將這些疑

慮掃除。

放眼60日後的總統選

舉，一般認為加努希未必

會參選，外界焦點放在外

長米爾詹身上。他於美國

威斯康星州大學畢業，是

第一位和反對派接觸的政

府官員，形象較開明。但他始終是阿

里政府的人，國民肯定對他有戒心。

米爾詹的對手，可能是反對派領袖

切波比。切波比是律師，口才了得；

他長期批評阿里政權，多次被當局迫

害，曾絕食抗議，嚮往民主的國民可

能對他較有認受性。然而在阿里打壓

下，反對派長期勢力不振，切波比在

民眾的知名度極低，他要勝出並不容

易。

■張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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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1987年發動政變上台，其後一直出任總統。
在他統治下，突尼斯經濟發展蓬勃，但他鐵腕統

治，嚴格限制新聞自由。直至近年，該國經濟大不如前，
失業率高企、物價急升，加上傳出阿里及其家族的貪腐醜
聞，國民對他的不滿日增。

導火線：大學生蔬果檔被沒收自焚
事件導火線於去年12月17日發生。南部地區西迪布吉德

一名26歲失業大學畢業生在街邊賣蔬果，但因無牌被警察
沒收，他憤而自焚，送院後不治。事件帶來極大迴響，國
民紛紛上街，要求阿里下台，並和軍警衝突，至今造成數
十人喪生。

60日內大選 中方關注
當局上周三宣布首都突尼斯市及周邊地區宵禁，阿里於

上周四晚發表電視講話，承諾立即全面改革政治和經濟，
並保證不參加2014年總統選舉。反對黨隨即表態，呼籲成
立由各黨派組成的過渡政府或民族團結政府，負責落實總
統的改革設想。阿里上周五和加努希會面後，宣布解散政

府，提前在半年內大選，但仍未能平息民憤。
結果，阿里逃離突尼斯的消息於前晚傳出，最終獲沙特

王室證實。路透社稱，在法國拒絕接收後，阿里周五晚逃
到紅海港口城市吉達。據法國官員匿名透露，還有一群阿
里的親戚在法國迪斯尼樂酒店避難。他們已在那裡的VIP
房居住多日，有自己的保安人員。加努希證實有阿里的家
庭成員被捕，但沒有說是誰。
加努希在就職聲明中說，鑒於總統離開，他根據憲法第

56條，即日行使總統職權，直到提前大選完成為止；並承
諾會改革社會及政治。但憲法委員會稍後宣布阿里永久離
開總統職位，根據憲法第57條改由議會議長邁巴扎接任總
統，並規定突尼斯60日內舉行總統選舉。
突尼斯局勢引起全球關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

表示，中方十分關注突尼斯局勢發展，衷心希望早日恢復
社會穩定。美國總統奧巴馬則稱讚示威者的「勇氣和尊
嚴」，並希望該國選舉能公平進行。歐盟對突尼斯人民及民
主訴求表示「支持和認同」。
法國昨日表示，已採取措施阻止突尼斯在法國資產的異

動。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A7 責任編輯：孔惠萍 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法國遊客滯留
突尼斯市國際機
場。 美聯社

■防暴警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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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阿里一家匿在沙特吉達的皇宮暫住。 路透社

■軍隊坦克戒備。 路透社

■首都烽煙四起。 美聯社

■揮舞國旗慶祝。 法新社

■居民搶掠被毀的商店。

■示威者擲石縱火。 美聯社

■8千民眾前日上街示
威，終於將鐵腕23年的
本．阿里趕下台。路透社

23年鐵
腕政權

倒台
或掀骨

牌效應

突尼斯總統
逃亡沙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