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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件珍寶遭搶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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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主席哈瓦斯昨日首次證實，在反政府示威期間，開羅的埃及博物館至少

有18件珍貴文物被暴徒搶走，包括女神抱起少年法老王圖坦卡門的鍍金木雕，以及一件圖坦卡

門手持魚叉的雕像。考古學家形容，這兩個雕像舉世聞名，屬無價之寶，可在古董市場上以鉅

額成交。

失竊的還有第18王朝法老阿肯那頓石灰像、王后娜
芙蒂蒂供奉像、第18王朝首都阿馬納一位公主的

沙岩頭像、阿馬納一具石雕像、圖坦卡門曾祖父于亞的
11具木雕像，以及一個原放在于亞木乃伊胸膛、防止其
心臟被盜的護身符「心臟聖金龜」。

文物高官一度隱瞞
暴徒於1月28日乘亂闖入博物館，企圖尋找黃金，並大

肆破壞和搶掠。哈瓦斯一直聲稱損失不算嚴重，僅13個
展櫃被砸爛，70件文物損毀，全部可修復。有關法老王
文物的照片已在藝術品收藏家之間流傳，哈瓦斯表示，
警方和軍方已展開緊急調查緝兇。

埃及博物館由法國籍埃及古物學家馬里耶特於1858年
創建，1902年落成啟用，從示威中心解放廣場信步可
達。館內藏有逾10萬件埃及文物，包括舉世知名、於
1922年在帝王谷出土的圖坦卡門墓藏品，其中最珍貴的
莫過於圖坦卡門的黃金面具，一直放置在1樓展覽箱，幸
好今次力保不失。

坦克人鏈保護太遲
近3周示威，軍方曾調動坦克保護博物館，開羅市民亦

自發組成人鏈，防止暴徒搶掠。博物館部分藏品將於未
來數年遷移至吉薩金字塔附近一個新設超現代藝術館。

■《星期日泰晤士報》/法新社/美聯社

埃及最高軍事委員會昨表示，
將根據示威者要求，中止憲法、
解散國會，並成立委員會草擬新
憲法，再把其交由公投決定。據
報道，軍方主導的臨時政府將執
政6個月，直至總統大選和國會選
舉為止。總理沙菲克昨日並舉行
穆巴拉克下台後的首次內閣會
議。

「經商」部隊 掌控15%GDP
軍方能否領導國家步向民主體

制仍充滿疑問。埃軍控制全國多
個行業，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15%，自成一個社會。
46.9萬大軍不僅是戰鬥部隊，還經
商。根據「維基解密」網站公開
的外交文件，美駐埃大使斯科比
將埃軍形容為「類似商業集團」
的機構。軍方生產樽裝水、橄欖
油、水管、電纜、室內暖氣裝置
等幾乎所有事物，而且經營酒店
和建築公司，擁有大片土地。軍
人又經營農場、工廠、學校等。
斯科比指出，軍方在埃及經濟

中「增加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參
與，阻礙自由市場改革」。過去10
年，穆氏次子賈邁勒推出一連串
私有化政策，將國營企業逐一出
售，但軍方對經濟的掌控有增無
減，因為很多之前的國營企業，
都在私有化中落入軍方之手。
賈邁勒的經濟改革雖然帶動經

濟發展，但增長成果落在軍方和
穆氏家族和親信手中，民眾沒有
得益。

壟斷政府部門 料控制選舉
軍方不但控制埃及經濟，也壟

斷政府部門。在29個省中，21個
省的省長都由前軍方和安全部隊
人員出任，蘇伊士運河管理局高
層和幾個政府內閣職位也如是。
另外，軍人購買汽車有折扣，也
能享受更佳醫療服務。
一旦埃及推行民主選舉，軍方

特權勢必受到衝擊。有官員預
測，總統選舉將由軍方「小心控
制」，以確保軍人特權。

■美聯社/法新社/

《星期日泰晤士報》

軍
方
解
散
國
會
草
擬
新
憲

阿盟秘書長總統大熱
穆巴拉克終於下台，軍方暫掌國家，

及後誰主埃及引來各方揣測。分析人士
和黨派領袖表示，總統選舉可能需時半
年至1年籌備，預計屆時阿拉伯聯盟秘
書長穆薩(見圖)當選的機會最大。
穆薩現年74歲，曾出任埃及外長，現

時擔任阿拉伯聯盟秘書長已近10年，國
營電視台稱他的任期即將屆滿，正好可參選總統。穆薩
一直高調批評美國和以色列的政策，極受埃及民眾歡
迎。 ■《時代周刊》

推翻極權國家後 近半無自由
多項研究顯示，類似埃及與突尼斯的人民抗爭，近半

帶來的社會其實並不自由。
美國華盛頓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於2005年發表「如何

贏得自由：從公民鬥爭到持續民主」的報告，調查上一代
從獨裁政權統治轉型的67個國家，發現只有35國屬於「自
由」。革命後政治形勢如何發展，取決於很多情況。如果
某國在人民革命前，已有強大且凝聚力高的公民組織，反
對派又以非暴力爭取訴求，便有利於民主持續。相反，如
果反對派與軍方協商推翻統治者，便會破壞建構穩定民主
社會的機會。觀乎埃及動亂，恰好便是後者。 ■路透社

■軍方與民眾仍然和陸相處，但埃及要步向民主，軍方取態成
為關鍵。 路透社

■少年法老王圖坦卡門手持魚叉的雕
像是被盜的天價文物之一。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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