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巴拉克領導的執政民族民主黨6人最高執行委
員會前日總辭，包括曾被視為接班人的穆巴拉
克兒子賈邁勒。與此同時，穆斯林兄弟會首
次跟政府談判，已同意在下月首周前成立
憲法改革委員會，委員會將包括司法
部和多名政治人物，研究和提出憲
法及法律修改。
談判由副總統蘇萊曼主持，政府發

言人表示，與會者包括政府、兄弟會和其他反對
派人士，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組織總幹事巴拉迪也
派代表參與。政府聲明指出，與會者根據憲法就

和平權力移交達成共識；聲明又呼籲按埃
及安全狀況撤銷緊急法令。

穆氏留任黨主席 軍方或清場
有參與談判的反對派人士稱，會上要求

蘇萊曼引用憲法139條，讓總統穆巴拉克下

放權力，但蘇萊曼拒絕。兄弟會表示，仍會要求
穆巴拉克即時離職，而且反對由蘇萊曼臨時接掌
權力。
執政黨總辭未能平息民憤，因為穆巴拉克留任

黨主席，前日更首次與新政府會面。分析認為，
這顯示他無意在9月大選前離職。示威者和學者指
責穆巴拉克在玩弄把戲，目的是將留任合理化。
在開羅，大批示威者仍然聚集，要求他下台。駐
守的軍人開始要求示威者騰出空位讓汽車通過，
示威者拒絕。有分析指，軍方可能清場。
另一方面，一直表示要待穆巴拉克下台才肯談

判的穆斯林兄弟會，前日宣布在當地時間昨日上
午11時，與政府談判。
部分反對黨則已跟副總統蘇萊曼會面。《紐約

時報》早前指，蘇
萊曼與軍方計劃逼
穆巴拉克下放權
力，但有會面者
稱，蘇萊曼指穆巴
拉克不但不會辭
職，而且不會放
權。早前由各界人
士組成的「智者委
員會」也曾作類似
建議，但有反對派
人士認為這樣便無
法修改憲法，9月選
舉仍會在不公平情
況下進行。
■路透社/美聯社/法

新社/《華盛頓郵報》

威斯納是退休外
交官，曾任美

國駐埃大使。他前日
透過視像連線在慕尼
黑安全會議指出，穆
巴拉克是美國的「老
朋友」，美國不應立即
趕走他，而是應讓他
留任至9月任期結束，
帶領埃及完成改革。

他又指，要決定埃及未來路向，必須得到全國共
識；在這轉變期間，「穆巴拉克總統能繼續領導
相當重要」。他認為，這是穆巴拉克「流芳後世的
機會」，指對方已服務埃及60年，這是穆氏展現國
家未來道路的理想時刻。這是威斯納首次就埃及
局勢公開發言。

切尼也稱「好友」 希拉里軟化
與威斯納看法一致的還有美國前副總統切尼，

他接受訪問時也稱穆巴拉克「是個好人，是美國
的好朋友和盟友」，指「我們需要銘記這點」。切
尼指奧巴馬政府不應對穆巴拉克逼得太緊，否則
會有反效果。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表示，埃及的權力過渡需

時，有很多事情需要準備。分析認為，這反映美
國態度軟化，接受穆巴拉克留任。
威斯納的言論引發軒然大波。埃及數萬名要求

穆巴拉克下台的民眾大為不滿，華府官員急忙澄
清。華府一名高官表示：「威斯納發表的是個人
意見，並非代表美國政府。」另一名官員也指，
威斯納以個人身份或分析家身份發言，並非代表
美國政府。
威斯納的言論似與希拉里的表態有所出入，後

者曾表示支持由埃及副總統蘇萊曼領導過渡政
府。希拉里昨日警告，國際社會須在此刻給予埃
及支持，防止極端分子「劫持」埃及的政治過渡
期。
對於美國的表態，埃及反對派領袖巴拉迪表示

不滿，並指美國若支持由穆巴拉克或蘇萊曼領導
過渡政府，將是「重大挫折」。

奧巴馬重申要有序過渡
奧巴馬前日再與英國首相卡梅倫、德國總理默

克爾和阿聯酋王儲通電話。白宮聲明指，奧巴馬
在通話中強調埃及現在便需進行「有秩序及和平
的」過渡工作，並對新聞工作者和人權組織接連
受到針對表示憂慮。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紐約時報》/ 《星期日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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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動亂

埃及示威騷亂至今發生近2星期，

美國取態仍欠明朗。早前獲美國總統

奧巴馬派遣前往埃及斡旋的特使威斯

納（上圖），前日力挺埃及總統穆巴

拉克，指對方必須在埃及轉型期間

留任。這番言論使示威民眾極為不

滿，華府急忙與威斯納劃清界線。

埃及反對派領袖巴拉迪則批評美國

立場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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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奧巴馬唱反調 稱呼穆巴拉克「老朋友」

埃及示威導致全國經濟活動幾乎癱瘓後，全國341間銀行昨日

重開。在開羅商業區，大批民眾在銀行外和提款機前排隊提款。

有業界人士擔心，國民在恐慌下可能瘋狂提走現金，迫使當局再

度禁制提款。

各地銀行於當地時間早上10時營業，下午1時半關門。巴士將

銀行員工載往國營銀行上班。銀行外大排長龍，有人自發製作清

單，安排客戶進入銀行次序。由於人太多，有長者表示走訪多家

銀行都未能提取養老金。

另外，埃及鎊兌美元匯價由5.8550跌至5.90，跌幅未有預期

大。開羅市面開始回復正常，街頭重新出現塞車。但傳媒指，當

地股市不會如期於今日重開。 ■路透社

銀行重開排長龍 恐惹擠提潮

示威者經過連日集會，不少人疲憊不堪，滿身傷痕，飢餓
和睡眠不足。有人更擔心，他們的名字已被警方從facebook和
twitter取得，一旦離開解放廣場便會被捕，有些人現時更已音
訊全無。
25歲律師加布里埃爾是其中之一，她10多天前已在廣場。現

時廣場仍有數萬人集結，但隨 穆巴拉克提早下台的機會愈
見渺茫，示威者能堅持多久成疑。
家住開羅商業區的加布里埃爾表示，現時最想回到舒適的

家，還夢見自己泡熱水浴和穿上清潔的衣服。
■美聯社/《星期日泰晤士報》/《星期日郵報》

示威者負傷疲憊 憂警用fb搜捕

突尼斯卡夫市一間警局前日遭示威者抗議，期間
警察局長掌摑一名女示威者引起公憤，觸發警民衝
突。警察向人群開槍，造成4人死亡、一人受傷。
突尼斯內務部表示，前日早上，該警察局大樓前

聚集了近千名示威者，他們指警察局長卡祖阿尼濫

用職權，要求其辭職。演變成警民暴力衝突後，示
威者企圖縱火焚燒警局大樓，並投擲燃燒彈，國營
電視台片段顯示一輛警車焚燒。
內務部消息人士指，卡祖阿尼已被捕。

■路透社/法新社/中通社

突國警察局長摑示威者 警槍殺4人

對於中東國家的改革者來說，要將伊斯蘭教、
民主與經濟活力三者融合，幾乎是「不可能的任
務」。埃及出現的政治和社會矛盾，就是與此有
關，不少專家也認為，土耳其卻在這方面做得比
較好，可作為埃及復興的借鑑。

「堅實民主，經濟好」
國際危機組織土耳其辦公室項目主任波普說：

「土耳其的表現令阿拉伯世界羡慕。它正邁向堅實
的民主，經濟規模相當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一
半。」奧巴馬上台後首個到訪的穆斯林國家正是
土耳其，更讚揚該國堪作中東典範。
埃、土背景相似。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於1981年

上台時，土耳其仍由軍人治國，但兩國選擇了不
同路向。軍人出身的穆巴拉克大權在握，未有真
正推動民主；土耳其軍方卻制定新憲法，容許民
主體制開花。
經濟方面，埃及維持國家控制，土耳其則開放

經濟，鼓勵私人領域急速發展。兩國同樣擁有
8,000萬人口，但土耳其經濟規模竟是埃及的4倍。
經濟發展蓬勃，民心自然歸向，埃爾多安這位

2003年上任的總理，即將勝出第3次選舉，繼續帶
領土耳其。 ■《紐約時報》

土耳其發展蓬勃
埃及可借鑑

華府急劃清界線
美特使挺埃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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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派往埃及斡旋當地

事務的特使威斯納首次就埃及局勢發言，立即語出驚

人，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必須留任。有分析指言論顯示

美國對穆巴拉克立場軟化，但將威斯納和其他白宮官員

言論相比，反映美國政策混亂，沒統一立場。

回顧北非示威開展之初，奧巴馬在突尼斯總統本．阿

里下台後，盛讚突尼斯人反抗強權「勇敢」，顯然當時未

想過革命怒火會燃燒至埃及等重要盟友。到了埃及發生

示威騷亂，奧巴馬在國情咨文隻字未提，反映華府失

措，仍在揣摩立場。

其後華府官員對於埃及事態口徑仍極不一致，充分反

映美國在中東、北非利益的千絲萬縷、因而舉步維艱的

局面。副總統拜登稱穆巴拉克不是獨裁者，希拉里指埃

及政權「穩定」，反映二人企圖淡化事件，仍希望維持在

中東北非建立親美獨裁政權、牽制伊斯蘭勢力的做法。

事態失控，奧巴馬即呼籲埃及政權有序過渡，拜登和

希拉里也隨即重複奧巴馬立場。希拉里最近數日又多番

警告須提防極端勢力抬頭，顯示美國最大憂慮──埃及

重蹈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覆轍。

從奧巴馬的立場看來，穆巴拉克大概已成美國的「負

資產」；但華府的最大問題是還未覓得另一稱心代言人

「接管」埃及。這正是美國在埃及問題上進退失據，以至

前言不對後語的原因。是次席捲阿拉伯世界的示威一直

隱藏反美意味，威斯納的言論可能使之一下子浮面。

穆斯林兄弟會首度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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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兄弟會昨首次與政府談判。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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