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
上周任命為副總統的
蘇萊曼（見圖），據稱
在擔任情報局長期
間，秘密參與美國中
情局(CIA)備受人權組
織抨擊的「非常規引
渡」計劃，引渡涉嫌
恐怖分子到埃及施以酷刑逼供。他在美國
反恐戰中的角色，再次反映埃及統治者與
華府千絲萬縷的關係。
1980年代曾在美國軍事學院受訓的蘇萊

曼，一直不遺餘力打擊伊斯蘭武裝分子和
本土激進組織，故深受美國情報人員信

任。
報道稱，蘇萊曼接任埃及情報局長後，

於1995年和美國克林頓政府簽署協議，容
許把涉嫌武裝分子秘密轉移至埃及拷問。
蘇萊曼後來又暗中參與美國前總統布什的
「非常規引渡」計劃，把美國抓獲的涉嫌
恐怖分子秘密引渡至埃及，繞過法律程序
嚴刑逼供。
美國參議院2006年的一份報告，描述埃

及把一名疑犯關在籠裡數小時，其間不斷
毆打，結果疑犯被逼供稱伊拉克前總統薩
達姆暗中提供生化武器予「基地」組織，
成為美國出兵伊拉克的理據。該名疑犯最
終撤回有關供詞。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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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動亂

新上台副總統 曾助美酷刑逼供

埃及首都開羅和第二大城市阿歷山大，昨日爆發歷來最
大規模示威，示威人數估計至少100萬。示威者高叫口號，
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由於很多人前一晚在市中心解放
廣場過夜，到處都是帳篷，有傳媒形容，現場就像42年前
美國胡士托音樂會過後的清晨一樣。

示威者不分男女長幼、來自不同階層，由於已經和政府
周旋多日，很多人已變得無所懼怕，示威者拍動手鼓一面
跳舞，現場氣氛歡騰。廣場地上有人用阿拉伯語寫上大字

「走吧，膽小鬼。我們不會離開廣場」。有示威者將穆巴拉
克人像上吊，表達對該名執政30年的統治者之不滿。

16歲的薩米和父親參與示威，他強忍淚水，表示希望生
活在有民主和社會公義的地方。43歲的阿拉伯語教師賈瓦
德帶 只有3歲的兒子前來，他說這天以後埃及會變得更
好，希望讓兒子成為時代的見證人。

糧價高企是示威導火線之一。23歲的阿爾默特月薪只有
60美元（約468港元），其中2/3用來交租，其餘1/3只夠買1
公斤肉，所以她兩個月以來都沒有吃過肉，示威只為了過
好的生活。 ■法新社/美聯社

埃及示威騷亂發生至今超過1周，足以
左右大局的埃及軍方首次就事件表

態，發聲明指示威者是行使「正當權利」，
更表明不會向人民動武。有分析認為，軍
方的表態是對總統穆巴拉克施以沉重一
擊。與此同時，示威者聲勢有增無減，在
埃及和亞歷山大港分別號召百萬人示威。
軍方前日在國營電視台發表聲明說：

「偉大的埃及人民，你們的武裝部隊承認
人民的正當權利，沒有、也不會對埃及人
民使用武力。」有分析認為，此舉顯示空
軍司令官出身的穆巴拉克可能已失去軍方
信任。

承諾穆氏「安全離開」 免受起訴
巴拉迪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示

威者告訴他最多只能容忍穆巴拉克在任到
星期五，但他認為應讓穆巴拉克「安全離
開」，即免受起訴，指出「我們要翻上新
一頁，過去的事可以原諒」。
巴拉迪又指在反對派和政府對話前，人

民的要求必須達成，其中首要是穆巴拉克
離開；他表示相關對話將會圍繞權力交接
安排和解散國會等事宜。埃及最大反對勢
力穆斯林兄弟會也表示穆巴拉克離開後才
能和政府對話。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皮拉伊要求埃及當

局確保警員和軍方不會使用過度武力，並
要保障民眾安全，又指昨日的大遊行可能
是埃及的「關鍵時刻」，或會使埃及變得
更自由、公平和民主。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指埃及人民求變，
呼籲穆巴拉克回應民眾訴求。埃爾多安又
會取消下周訪問埃及，但稱當地局勢回復
正常後便會前往該國。

分析：拖延時間策略料難奏效
分析認為，穆巴拉克企圖拖延時間，但

此舉不會有效。被禁制的穆斯林兄弟會表
明反對穆巴拉克的政治任命，各反對黨派
約30名代表已於前日會面，呼籲民眾繼續
示威。
歐盟前日促請埃及有序過渡至「有廣泛

基礎的政府」，並指埃及需要進行民主改
革，為自由公平選舉製造條件。但歐盟沒
有要求埃及提早舉行選舉。法國外長表
示，他支持埃及的民主進程，但多國外長
擔心伊斯蘭極端勢力借機崛起。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國務院昨日下令，所有使館非必要職員

和其他美國政府職員離開埃及，並表示會繼續

協助打算離開埃及的美國人回國。反政府示威

浪潮領袖巴拉迪表示，總統穆巴拉克必須在星

期五之前下台，更指埃及人已經將當日定為穆

巴拉克的「離開日」。巴拉迪更明言，只有穆

巴拉克離開，反對派和政府的對話才能開展。

埃及示威愈趨激烈，即使穆巴拉克承諾改變，形勢相信已不可逆
轉，難逃下台命運。然而，示威者除了齊聲要求趕走穆巴拉克外，
其它方面鮮有共識，也沒有一致信服的領袖。一旦穆巴拉克下台，
誰填補權力真空頓成疑問。如何把政權從受美國支持的統治者，順
利過渡至由當地人民認可的領袖，同時是所有嘗試變革的阿拉伯國
家共同面對的難題。
埃及民眾反政府情緒高漲，富人、窮人、無宗教信仰者和教徒皆

投入示威浪潮，但他們之間本身也分歧嚴重，這種團結難以持久。
最大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在示威中表現高調，但其動機深受質
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被推舉為示威者代表也引起爭議，有
人認為他長期居住海外，根本不是埃及人。人權組織憂慮，反政府
力量未來發展路向不明朗，現時亦未有組織或個人能團結和駕馭示
威者。 ■美聯社/《紐約時報》

示威欠強勢領袖 前景不明朗

聯國指300人死 捐血者迫爆醫院

埃及是美國重要戰略夥伴，當地動亂勢
必影響美國利益。在華府向埃及總統穆巴
拉克加強施壓之際，突然派出前駐埃大使
威斯納（見圖）出訪埃及，會晤穆巴拉
克。《紐約時報》報道，未知威斯納會否
敦促穆巴拉克辭職，但華府官員希望有關
行動可使穆巴拉克盡早下台。
威斯納前日抵達開羅，白宮拒絕透露

他是否帶來奧巴馬的口訊，也沒有表明

他會否游說穆巴拉克下台，只表示兩人
是「老朋友」，這次是「雙向對話」。威斯
納外交經驗豐富，曾在前總統布什任內
斡旋科索沃獨立。
連日來，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一眾華府

主要官員重申，希望埃及「有秩序過渡
到一個能回應人民訴求的政府」。白宮又
對穆巴拉克日前重組內閣大潑冷水，發
言人吉布斯指出，現在埃及需要的是

「行動」而不是「任命」，要求穆巴拉克解
除緊急法令、容許民眾自由集會、溝通
等。

白宮料拉攏巴拉迪合作
美國官員至今沒公開表明要求穆巴拉

克下台，但一名參議員在國會情報委員
會閉門會議上稱，穆巴拉克「將會離
任」，但認為埃及政府未必會垮台。

白宮同時也擔心埃及政治真
空，會使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時而起，
尤其是埃及最大反對黨穆斯林兄弟會。
為此，華府可能拉攏前國際原子能機構
總幹事巴拉迪合作。美國駐埃及大使
斯科比昨日首次致電巴拉迪，向他重
申華府的立場，希望埃及出現政治過
渡，但華府不會尋求主宰埃及的政
治前途。 ■《紐約時報》

限穆氏「周五前下台」 軍方明確表態不鎮壓示威

美前駐埃大使晤穆氏 疑傳話促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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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使本．阿里政府倒台，引發

的示威怒潮在多國迅速擴散，局勢動盪的埃及極可

能是革命推倒的另一塊骨牌。與此同時，革命浪潮

引發的經濟連鎖效應同樣不容忽視。

放眼環球金融市場，政治亂局帶來的經濟衝擊已

在不同國家浮現。同樣位處非洲的科特迪瓦，主權

債券違約似乎已成定局，正是去年該國總統選舉糾

紛引發的衝擊。

更值得注視的，是埃及騷亂帶來的心理衝擊。過

往新興市場被環球投資者視為賺錢天堂，投資者看

好它們的豐厚發展潛力。現時的政治亂局，過去他

們幾乎未曾想像過—不過1個月之前，本．阿里的總

統職位仍安如磐石。局勢相對穩定的突尼斯和埃及

相繼被示威怒潮席捲，勢令投資者驚惶失措，大大

影響他們的投資信心。

埃及局勢不穩，更可能進一步推高商品價格。布

蘭特期油價格已升穿100美元水平。食物價格不斷攀

升，是多國示威浪潮的其中一條導火線，隨 緊張

局勢不斷升級，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相繼爭購糧食應

對國內不穩，只會進一步推高環球糧價。 ■翟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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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騷亂造成大量示威者死傷，在首都開羅最大醫院，截至前日
已接收了480名傷者，很多人都是在上周五的示威中被警察打傷，有
傷者更因為頭部中槍需緊急接受手術。不過除了傷者外，醫院同時
擠滿來捐血的人，他們知道同胞受傷，紛紛獻出自己的第一次，希
望捐更多的血，救更多的人。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美國在埃及示威中扮演關鍵角
色，其一舉一動可謂關乎埃及人
民和穆巴拉克的命運。對示威者
而言，美國絕對是一個令人愛恨
交織的對象。
不少人認為美國每年對埃及的

經濟援助，助長穆巴拉克專權。
連日來華府始終未明確表態支持
示威，令很多埃及人失望，示威

者更將警方鎮壓行動遷怒到美國
身上，有人就展示警察發射的催
淚氣罐上「美國製造」字樣，怒
斥「這就是美國！」

「美若相信民主 應支持我們」
但也有人認為多得美國總統奧

巴馬呼籲克制，警方才沒有再暴
力對待示威者。示威者之間亦相
信奧巴馬的決定，是決定穆巴拉
克是否下台的關鍵。51歲失業示
威者哈桑說：「美國應支持我
們，而非壓迫人民的統治者；既
然美國人相信民主，就應該證明
給我們看。」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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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 及 警 察
使 用 警 棍 及
催 淚 彈 驅 散
示威群眾。

法新社

■ 示 威 者 將
穆 巴 拉 克 人
像 上 吊 ， 表
達不滿。

法新社

■解放廣場上的反政府示威群眾人山人海。 美聯社

■ 巴 拉 迪 持
大 聲 公 向 示
威 者 講 話 ，
指 穆 巴 拉 克
必 須 在 星 期
五 之 前 下
台。 美聯社

■示威者舉標語，將穆巴拉克畫成希特
勒造型。 路透社

■示威者檢獲的「美國製造」催
淚氣罐。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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