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東國家巴林的示威騷亂流血收場，數以千計示威者連日在首都麥納麥的珍珠廣場聚集，拒絕離開，

當局最終在昨日凌晨武力清場。據稱，最少4人在衝突中死亡，231人受傷，什葉派反對黨國會議員表

示，約60人失蹤。當局強調抗議集會非法，並頒布緊急狀態令。在警方重奪廣場控制權後，巴林全國幾乎

處於封鎖狀態，首都到處都有坦克和裝甲車戒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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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處封鎖狀態 街頭坦克裝甲車遍佈

伊朗2軍艦傳駛經蘇伊士運河 油價升穿104

埃及變天後，中東局勢波譎雲詭，美國為保在中東地
區利益，近日密謀重整戰略部署。美國航母「企業」號
前日由地中海經蘇伊士運河駛往波斯灣，聲稱支援美軍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連同在阿拉伯海執行任
務的「卡爾文森」號，2艘大型航母同時部署中東，使當
地更添緊張氣氛。另一邊廂，以色列前日指伊朗兩艘軍
艦罕有地駛過蘇伊士運河往敘利亞，屬挑釁行為，但運
河官員稱伊朗已取消有關計劃。受伊朗軍事行動消息以
及中東各國示威影響，倫敦布蘭特期油一度升至每桶
104.30美元，昨日稍為回落至103.66美元。

赴敘利亞港口 計劃已取消
以色列外長利伯曼前日表示，伊朗兩艘軍艦預計當晚

通過蘇伊士運河駛入地中海，準備前往敘利亞，有以國
官員稱伊朗軍艦將在敘利亞港口停留1年，敘利亞是伊朗
盟友。這將是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首次有該
國艦通過蘇伊士運河。利伯曼指責此舉為伊朗的挑釁行
為，提言可能採取攔截行動。

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部門昨日承認收到有關申請，但
指伊朗已取消計劃。伊朗法爾斯通訊社上月26日曾報
道，伊朗海軍艦艇出海執行為期1年的訓練任務，途經亞
丁灣進入紅海，再穿越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這次訓
練任務是針對索馬里海盜的威脅，保護伊朗商船和油輪
的安全。然而，地中海向來並非索馬里海盜的活躍地
點。

伊朗官員表示，伊朗戰艦打算通過蘇伊士運河運行，
本身「沒有問題」，並指戰艦終有一日會通過運河。

運河管理局官員表示，兩艘戰艦分別為阿勒萬德級護
衛艦和一艘補給艦，現時停泊在沙特阿拉伯的紅海港口
吉達。

美2航母戰鬥群部署中東
與此同時，美國海軍第5艦隊「企業」號航母戰鬥群，

前日穿過蘇伊士運河前往海灣地區，同行的美軍艦艇還
有導彈驅逐艦「海灣」號和綜合補給艦「北極」號等。
美國「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目前正在阿拉伯海執行
任務，但美軍沒有透露該航母的位置等細節。2艘美國航
母同時在中東密集活動，令外界非常關注。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在中東採訪反政府示威潮的外國記
者，繼續受粗暴對待。繼知名女記者
洛根在埃及採訪時遭性侵犯後，巴林
警方昨日清場期間，一名美國廣播公
司（ABC）記者也被暴徒亂棍襲擊。
當時他以手提電話向紐約新聞部現場
報道實況，痛苦呼叫聲傳遍地球。

遇襲記者馬克斯(見圖)當時身在首林
麥納麥的珍珠廣場。防暴警察突然湧
入，拿㠥電話的馬克斯遇襲，對㠥電
話高呼「不要！不要！不要！喂！我

是記者！⋯⋯我
走了！我走了！
我走了！⋯⋯
我被人打了。」

暴徒又搶走
馬 克 斯 的 相
機，馬克斯其後
來到酒店附近的市
集躲避，他說：「我被一群暴徒打
了，傷得頗嚴重⋯⋯」

■美國廣播公司/法新社

中東國家巴林王
國 原 為 英 國 殖 民

地，1971年8月15日宣布獨立，首都麥
納麥。面積706.5 平方公里，約為香港
的十一分之七，人口65萬(2001年人口
普查)，外籍人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
一；主要居民為阿拉伯人，超過60%，
其他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伊
朗等國家的僑民。現國王為哈馬德．
本．伊薩．阿勒哈利法，1999年3月6日
登位。地理上巴林位於亞洲西南部，
為波斯灣西南部的島國，鄰近卡塔爾
和沙特阿拉伯之間，屬熱帶沙漠氣

候。
巴林的石油資源豐富，國民經濟以

石油為主。巴林的戰略地位非常重
要，它擁有良好的海軍和空軍基地，
如朱菲爾海軍基地和穆哈拉克空軍基
地。今日的巴林，實已成為中東的金
融和航運中心。

金融、工業、旅遊成為三大經濟支
柱。巴林景色秀麗、四季如春、素有

「海灣明珠」之稱。自古以來，天然的
湧泉散布各處。在阿拉伯語中，巴林
意為「兩股水源，兩個海」。

■綜合報道

石油為經濟支柱 戰略地位突出

美國情報部門相信，伊朗領導層就
是否進一步研發核武的問題而陷入分
裂，在面臨國際制裁下，部分伊朗領
袖擔心國內經濟惡化，會激起國內的
反政府情緒。

美國官員表示，情報總監克拉珀前
天向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美國已
完成新的國家機密評估(NIE)，指伊朗
除了擴展濃縮鈾計劃外，亦已恢復核
武研究，但未能確定伊朗是否有全面
的製造核彈計劃。

雖然伊朗領導層對是否進一步研發
核武陷入分裂，但克拉珀指伊朗仍然
構成潛在威脅，他說：「我們看到一
個令人不安的情況：伊朗變得越來越
強硬專制⋯⋯對西方目中無人，同時
繼續改進提煉濃縮鈾能力，以及生產
核武的科學、技術和工業能力。」據
2007年的NIE稱，伊朗已於2003年放棄
發展核武，有關結論引起以色列和多
個歐洲情報部門質疑。

■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美情報：核武爭議令伊朗領導層分裂
伊拉克同樣爆發反政府示威，抗議政府

管治差和失業率高企。約600名示威者昨日在南
部城市巴士拉的省政府總部前聚集，要求巴士拉省長
下台。在首都巴格達以南270公里的納西爾，數十名示
威者闖進市政府大樓縱火，5名警員受傷，5名示威者
被捕。

東部庫特市前日約2,000名示威者向地方政府辦公室
擲石，並縱火焚燒部分建築物，目擊者指警察和士兵向

示威者開槍，政府發言人稱有3人槍殺。在北部的蘇萊曼
尼亞，昨日也有1名示威者喪生，最少33人受傷。

■美聯社

抗議政府管治差4死

■伊朗軍艦取消通過蘇伊士運河駛入地中海的計劃。圖
為該國軍艦以前參與軍演。 資料圖片

軍方發言人表示會採取所有必要措施，確保國家
安全，並下令人民避免進入首都市中心地區。

《紐約時報》報道，前晚11時後，廣場氣氛平靜，
年輕示威者靜靜坐㠥吸食水煙，小孩在帳幕中睡覺。

踏入昨日凌晨2時45分後，廣場忽然出現藍色閃光，數以
百計警車突然到場，警員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驅散示
威者。反對派聲稱，4名示威者在與警方的衝突中被打
死，數十人受傷。

20分鐘完成清場
當局在昨晨約3時開始清場，路透社記者稱，清場在20

分鐘便已完成。
巴林通訊社報道，巴林內政部發言人哈桑前晚表示，

集會不符合法定程序，但由於「最近發生了令人遺憾的
事件，出於同情，（官方）允許集會舉行」。發言人指集
會阻礙交通，妨礙公眾利益。不過，巴林當局被指阻止
救傷車出動拯救傷者，引來醫生抗議，據稱衛生大臣哈
馬爾已經下台。

發言人又解釋示威者喪生的情況，指當時一批示威者
襲擊巡邏的警員，毀壞警車，警方被迫使用催淚彈還
擊，並鳴槍示警。

奧巴馬籲克制
自本月14日以來，以什葉派為主的巴林民眾持續上街

示威，提出多項訴求，包括當局公平對待什葉派、政府
下台、首相由選舉產生而非國王任命等。

美國官員表示，總統奧巴馬將會致電巴林，要求當局
保持克制。國防部呼籲各方克制，國務卿希拉里表示關
注事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不要對平民及記者使
用武力。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

華府為何對巴林局勢如坐針氈？
中東反政府示威浪潮蔓延至巴林。在世

界地圖上，巴林絕不及埃及等大國起眼。

這個比香港還小的國家，在迪拜和多哈還

未冒起之前，是主要的離岸投資中心，目

前有近百億美元互惠基金停泊。倘該國局

勢惡化，有可能造成區域金融動盪。連日

巴林示威不斷，帶有濃厚宗教意味，令巴

林盟友美國深感不安。

巴林以金融業為主，佔全國國內生產總

值（GDP）25%。儘管巴林的人均GDP達到

4萬美元，在全球排名第20，但巴林的貧

富懸殊問題嚴重，不少人每日只靠數美元

糊口。

國民收入差距大，加上國內什葉派長期

受到遜尼派統治者壓迫，國民長期積累怨

氣，終於在示威中爆發出來。這對美國來

說不啻是惡夢一場。美國第5艦隊司令部

設在巴林，而第5艦隊在全日24小時都會

有至少1艘航空母艦在海灣水域巡弋，美

其名曰是維持地區局勢穩定，實際是要維

持美國的石油通道安全，滿足一己龐大之

石油需求，維繫美國在中東絕對霸權。

是次巴林示威的性質，更叫美國惴惴不

安。示威打正旗號是什葉派對遜尼派的不

滿，宗教衝突意味濃厚，一旦「革命」成

功，讓什葉派上台，建立政教合一伊斯蘭

政權的機會（即如1979年的伊朗）必定較

世俗化的埃及為大。

倘若什葉派上台後，與同屬什葉派掌權

的伊朗更同聲同氣，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最

大敵人伊朗勢必如虎添翼，此乃華府最大

噩夢，亦是華府何以就巴林局勢異常沉

默，以至在巴林當局清場後未置一詞的真

正緣由。

專家指，因經受不住埃及民眾高呼渴

求，奧巴馬最終同意放棄多年盟友穆巴拉

克，但此番對巴林未必會如此慷慨。

兩派示威 警民衝突14死

示威衝突釀40傷 軍隊進駐亞丁

在北非國家利比亞，反政府網民將昨
日定為「憤怒日」，號召民眾上街示威，
最高領導人卡扎菲的數百名支持者也在
首都的黎波里聚集，全國多個地方前日
爆發警民衝突，據稱有14人死亡。
卡扎菲支持者在首都的綠色廣場聚集，高

呼「我們擁護卡扎菲，擁護革命！」、「革
命繼續」等口號。卡扎菲在1969年發動軍事
政變上台，他將此視為革命。前日於利比亞
第2大城市班加西、貝達、東部城鎮阿班
達，示威者和警方均發生衝突，有當地非政
府組織指責保安部隊和民兵向示威青年發射
實彈，造成4人死亡和多人受傷。

網民號召「憤怒日」示威
利比亞當局早前已向政府僱員加薪1倍，

又釋放110名懷疑伊斯蘭武裝分子，試圖平
息反對派和民眾不滿情緒，緩和緊張局勢。
利比亞報章報道，由於警民衝突導致有人死
亡，內政部已將綠山省的保安長官撤職。

反政府示威者怒火仍未息。在社交網站
facebook，一個名為「憤怒日」的群組周一
只有4,400名成員，到周三已倍增至9,600
人。分析認為，這次反對派動員，將是對卡
扎菲的重大考驗。卡扎菲上台已超過40年，
是非洲在位最長的統治者。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也門的反政府示威昨日踏入第7天，群眾
繼續要求執政32年的總統薩利赫下台。雖然
軍方和宗教領袖呼籲民眾冷靜，但6,000名
示威者未有理會，昨日在首都薩那集會抗
議。部分人前往市中心的解放廣場時，與一

批政府支持者爆發衝突，最少40人受傷，警
方表示拘捕約50人。

據報一批親政府分子在薩那大學附近，手
持木棍和利刀襲擊反政府示威者，警方一度
向天鳴槍試圖分隔雙方，但薩利赫支持者向
示威者開槍，警方未能控制場面，被迫撤
退，事件中有多人受傷。

在南部港口城市亞丁，大批軍隊昨日進駐
當地，數百人在市政廳外靜坐，抗議警察暴
力對待示威者，警方向天開槍示警，但未能
驅散人群。有宗教領袖昨日表示，在研究突
尼斯和埃及事件後，他們促請薩利赫建立一
個團結的政府，給予人民決定管治者的權
利，但未有要求薩利赫下台，認為他應留任
至2013年大選。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擁護卡扎菲的民眾示威。 法新社

■也門示威者放火燒政府汽車。 法新社

軍 方 在 珍
珠 廣 場 清 場
時 ， 煙 霧 瀰
漫。 美聯社

▲

巴林國情

■麥納麥的
清場行動結
束後，大批
坦克及裝甲
車駐守在珍
珠廣場。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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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首都清場
4死逾200傷

美記者遭狂毆 慘叫聲傳遍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