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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示威規模升級 警民衝突釀38傷

「憤怒日」蔓延利比亞

中東示威浪潮首次蔓延至北非國家利比亞，第2大城

市班加西，數百名反政府示威者前日深夜與親政府人

士爆發衝突。警方遭示威者擲石和汽油彈，遂發射催

淚彈、水炮和橡膠子彈還擊，造成38人受傷。反政府

人士模仿鄰國埃及和突尼斯模式，在facebook等社交網

站號召群眾今日發動「憤怒日」大示威。

利比亞領導人
卡扎菲1969年透
過軍事政變上
台，在沒國會和
憲法下鐵腕管治
國家逾40年，是
非洲在任最長的
領袖。他自稱革
命領袖，沒正式
官職，但集軍政
大權於一身。

為了帶領國家
走出被西方孤立的局面，他2003年宣布放棄大殺傷力武器計劃，譴責
恐怖主義，並補償1986年柏林的士高炸彈襲擊、以及1988年泛美航空
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爆炸的受害者。

連串決定令利比亞與西方關係暖化，聯合國和美國撤銷制裁，但卡
扎菲仍面對侵犯人權的指控。由於利比亞有豐富油元，分析普遍預期
不會爆發類似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而今次爆發示威的班加西市是少
數聚集異見分子的地帶，長期與卡扎菲作對。 ■美聯社

軍變上台
卡扎菲鐵腕40年

採訪埃及遇200暴民 CBS女記者遭性侵
埃及示威騷亂期間，外國傳媒紛紛投訴遭粗

暴對待。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表示，埃
及前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當日，該台首席海外特
派員洛根(Lara Logan)於開羅解放廣場採訪期
間，遭受暴民「殘忍地」性侵犯。

CBS聲明指出，當時洛根正為CBS王牌節目
《60分鐘時事雜誌》採訪，現場群眾慶祝穆巴
拉克下台，洛根和團隊、保鑣被「危險分子」
包圍，當時超過200名暴民突然發狂。

洛根在暴民推擠下與團隊走散，繼而被暴民
包圍，並不斷遭到「殘忍的性侵犯」和毆打，
其後才被一群女子和約20名士兵救出。翌日，
她即飛返美國，目前在醫院靜養。

被指以國間諜 遭通宵扣留
事實上，洛根是次採訪禍不單行。性侵犯發

生前1星期，她因被指是以色列間諜，遭埃軍
通宵扣留。她指當時被蒙眼、鎖上手銬和用槍指嚇。她之
前數天一直患重病，被扣留期間要求當局准許靜脈注射，
避免脫水。

她獲釋後返美，上周四再到開羅。她表示離不開採訪工
作，覺得如果未能做好是次報道，便是「專業上的失
敗」。

39歲的洛根生於南非，已婚，育有一名2歲兒子。她
2001年報道美軍入侵阿富汗而聲名大噪，翌年加盟CBS，
2003年美軍攻陷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之際，她更是唯一身處

現場的美國新聞機構記者，直擊報道前總統薩達姆雕塑被
拉下的歷史一刻。

知情人士表示，洛根返美後仍十分驚恐，沉默不語。據
稱她已出院回家。

洛根於1998年和職業籃球員賈森．西蒙結婚，但她醉心
戰地採訪，兩人聚少離多，結果在2005年離婚，當時她身
在伊拉克。2年後，她與美國有線新聞網絡一名特派員交
往，然後在伊拉克結識現任丈夫伯克特。 ■路透社/

美聯社/法新社/《衛報》/《每日郵報》/《華盛頓郵報》

勇字當頭備受尊崇
洛根是CBS知名記者，經常採訪

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見圖)，傳
媒生涯經歷無數次危險。另一方
面，她樣子甜美，出眾身材更引人
注視，英國《太陽報》還稱她為

「34D羅拉」(Lara，洛根和同是身材
激凸的《盜墓者羅拉》的名字)。

洛根曾在法國任職保母、在紐約
任職餐館侍應，回到出生地南非
後，在德班一家報館面試時稱「你
們的員工沒一個年輕人」，竟然獲

聘，自此展開傳媒生涯，先後為美
國廣播公司、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等
自由撰稿。

她採訪時勇字當頭，死神屢次擦
身而過。有一次，她在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邊境採訪，身處的軍車被反
坦克導彈擊中，她的臉被撞腫、口
腔撕裂；身旁士兵還被炸斷腿。軍
隊想送她離開，她竟惱怒起來並拒
絕，說只要冰袋敷傷口便可。

■《華盛頓郵報》

仿埃及革命 數千人廣場紮營

美國第5艦隊基地所在地、其
中東盟友巴林，示威者展開持久
戰，數千人仿效埃及革命以解放
廣場為大本營，佔據市中心珍珠
廣場一個主要路口，搭營露宿，

要求首相兼國王哈馬德的叔叔哈
利法下台、和平移交權力，並提
供更多職位和更佳住房，揚言政
府不答應訴求絕不罷休。

什葉派反對派領袖呼籲建立真
正君主立憲制，而不是由國王委
任總理。伊斯蘭民族和諧協會會
長薩勒曼說，其陣營的議員將杯
葛國會會期，直至國家轉為君主
立憲制。

前日示威造成兩死數10傷，其
中一名「烈士」昨日舉殯，逾千
人加入路祭，高呼「人民要推翻
政權」。內政部承諾，如證實警方
採取過度武力，將採取法律行
動。 ■路透社

採訪動盪地區女記者高危 埃及以強姦打壓
在局勢動盪的地方採訪是高危工作，女記者遇到

的危險尤其大，其中遭受性侵犯以至強姦更是女記
者的噩夢。

以洛根遇襲的埃及為例，當地政府視記者為批評
政府的「麻煩友」，往往以強姦威脅她們。此外，埃
及男性又喜歡對女性「毛手毛腳」，一篇2008年的報
道指出，該國有多達83%女性曾被性騷擾，女遊客的
比率更達98%。

女記者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往往受到強姦威脅。

《哥倫比亞傳播評論》2007年一篇文章，便記述一名
女記者在印度的經歷。當時她和男同伴同行，突然
被一群發狂的人攔截，將她拉到溝渠上，扯開上
衣，還想解開褲子；她的臉被按到泥土上，無法呼
救。正當她快要被強姦時，有好心人將她拉到幾碼
外，她才看見幾名警員站 袖手旁觀，還向 她裸
露的上身竊笑。保護記者委員會表示，去年至少44
名記者在採訪時遇害，其中巴基斯坦是最危險的國
家。　 ■路透社/美聯社

1月至今發生動亂的國家 最新爆發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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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呼反卡扎菲口號
據當地傳媒報道，1996年在阿布薩利姆監獄中被射殺的千名囚

犯，其家屬前晚在班加西示威，要求釋放人權律師塔貝爾，又高喊
反貪腐和反領袖卡扎菲的口號，與親政府支持者爆發衝突。

當局承諾釋放塔貝爾及110名被禁制的武裝組織成員，但未能平
息民憤，發動「憤怒日」的fb群組成員倍增至9,600人；另一群組亦

號召舉行「2月17日起義：利比亞罷工一天」。今日的示威原意是紀念9
名示威者在意大利領事館抗議辱回漫畫時被殺5周年。

遭政府控制傳媒封殺
反政府人士連日示威，但遭政府控制的傳媒封殺。網上流傳的零碎

短片可見，有示威者在槍聲中逃跑，有人呼籲處決卡扎菲。數百親政
府人士昨日亦在首都的黎波里等多個城市示威，支持卡扎菲。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中東示威浪潮席捲美國的死敵伊朗

和中東盟友巴林，奧巴馬政府展現出

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方面鼓吹伊

朗民眾追求自由；另一方面促請巴林

國王回應人民訴求。專家指，這反映

了美國推行民主自由理念，完全建基

於其中東利益布局的戰略考量。

奧巴馬日前批評伊朗領導人「鼓勵

埃及示威在前，打壓國內示威在後，

做法虛偽」，鼓動伊朗人「鼓起勇氣表

達追求更大自由和更有代表性政府」，

毫不掩飾地企圖利用伊朗社會裂痕，

達到推翻現政權的目的。

巴林暴力衝突其實不遑多讓，迄今

至少有兩名示威者喪生，政府封鎖視

頻阻止上載圖片。但奧巴馬隻字不提

暴力事件，巧妙地對巴林政府而非示

威者喊話，呼籲盟友尊重年輕一代追

求變革。為了自圓其說，他區分埃及

起義和伊朗2009年示威，批評後者槍

殺和拘捕示威者，封鎖互聯網和手機

網絡。

穆巴拉克倒台，華府頓失中東一大

支柱，伊朗視之為美國和以色列在中

東的勢力減弱；但與此同時，伊朗多

個城市亦爆發反政府示威，美國乘勢

反擊，與伊朗展開地區主導權爭奪

戰。

前國務院伊朗政策顧問馬洛尼指

出，奧巴馬對伊朗核談判的前景悲

觀，因此美伊的對抗將愈趨尖銳。過

去數年，什葉派非阿拉伯國家伊朗在

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勢力漸

長，隨 什葉派佔多數的也門和巴林

示威擴大，伊朗的勢力可望進一步提

升。

不過，美國亦有一線曙光。今年之

前，中東認為「英雄」就是敢於與華

府對抗。但突、埃變天，讓阿拉伯人

明白到「英雄」變成敢於抗衡高壓管

治的個體，這令伊朗處於不利位置。

華府對伊朗，巴林的反政府示威抗

議奉行「雙重標準」頗耐人尋味。

奧巴馬的講話展露「鍾無艷」嘴

臉，無非是因為巴林是輔助美國孤立

伊朗的中東盟友，而伊朗內賈德政府

則是美國急欲推翻的「邪惡政權」。

鑑於巴林和約旦的局勢發展，香港特

區政府昨日對兩國發出黃色外遊警示。

政府發言人說，計劃前往當地或已在當

地的港人應留意局勢，提高警覺。

保安局會密切留意當地局勢，如有需

要，會透過媒體及保安局外遊警示網頁

發 布 當 地 最 新 情 況 ， 網 址 為 ：

www.sb.gov.hk/chi/ota。發言人又提醒市

民，德黑蘭近日有反政府示威，伊朗的

黃色外遊警示仍然生效。外地港人如需

協助，可致電入境事務處24小時求助熱

線(852)1866。

香港對巴林約旦發黃色旅警

到訪英國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前日

表示，在突尼斯和埃及相繼發生民眾騷

亂後，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不應在中東煽

動支持民主示威，令公眾的不滿情緒火

上加油。

拉夫羅夫說：「我們深信鼓吹革命會

產生反後果，俄羅斯曾發生不止一次革

命，我們認為無須將革命強加於人。」

被問到美國呼籲埃及民主過渡時，他

說：「強加某種特定模式的民主，也會

產生反效果。」

拉夫羅夫反問，哈馬斯5年前勝出議會

選舉，是否巴勒斯坦人沒有真民主？

「不是，這是雙重標準。」美國和歐盟稱

哈馬斯為恐怖組織。他又批評歐美對伊

朗實施新制裁，超出聯合國安理會的協

議，並表明俄國不會支持新決議案。

■路透社/美聯社/《獨立報》

俄斥美歐煽動中東示威

議員促處死示威領袖
「烈士」葬禮爆衝突
伊朗緊張局勢升級，國會議

員前日呼籲處死反對派領袖穆
薩維和卡魯比。日前在示威中
喪生的德黑蘭藝術大學學生賈
勒昨日舉殯，再觸發親政府和
反政府人士衝突。

多名議員在國會指摘美、英
和以色列透過反對派領袖策動
示威，稱反對派領袖受到伊朗
敵人「誤導」。強硬派教士哈塔

米更指穆卡二人是真主的敵人，該
被處以極刑。最高檢察長穆薩辛尼
－埃氣耶亦警告要起訴兩人。

卡魯比：無懼死亡威脅
卡魯比揚言無懼死亡威脅，準備

付出一切代價，並警告執政者應趁
為時未晚，聽取人民的聲音，施行

暴力及抗拒人民意願不能永久持
續。

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質疑示威由
外國勢力策動，但穆薩維否認說：

「這場偉大的運動受到 眼地位的
當權者，以及尋求自身利益的外國
人抨擊。兩者企圖將這場運動與猶
太復國主義和美國掛 ，但綠色運
動一直與外國保持距離，目的是恢
復1979年革命和已故領袖卡梅內伊
主張的價值。」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批評伊朗政
府「假裝慶賀埃及變天，實以武力
鎮壓民眾」，呼籲伊朗人民繼續展
現勇氣表達訴求。他又不點名提醒
中東政權，「不能以高壓手段維持
政權」。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紐約時報》

示威者斥政府擬「大屠殺」
美國在中東的反恐盟

友也門，騷亂蔓延至港口城市
亞丁，數百示威者向警方擲石，
一名示威者背部重傷不治，另有
一名21歲青年死亡。在首都薩
那，警方出動2,000人維持治安，
約3,000名示威者從薩那大學出

發，與帶備匕首、石頭和木棒的
親政府人士爆發衝突，至少4人受
傷，3名記者遭總統薩利赫的支持
者毆打。示威者指責政府殘暴，
企圖「大屠殺」，施襲者包括便衣
警員。警方鳴槍示警後，政府支
持者獲豪華車輛接走。 ■路透社

也門

■洛根2月11日晚被侵犯前不久拍下的照片。 路透社

■通訊社普遍只能發布政府支持者活動的照片。圖為支持
者用鞋拍打反對派領袖穆薩維的肖像。 路透社

■示威者高舉鐵腕統治40年的卡扎菲海報，在的黎波
里遊行。 法新社

■卡扎菲(右)與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均強權統治
國家數十年。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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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伊朗

巴林

利比
亞

從伊朗巴林示威
看美雙重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