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年前，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普京曾將蘇聯解

體形容為「20世紀地緣政治大災難」，數百萬

俄羅斯人因此流落他鄉。當時有西方記者詮釋

普京的懷古言論，似乎反映俄國民眾感嘆今不

如昔。蘇聯「八一九」政變轉眼20年，西方傳

媒近日借題發揮，批評俄國至今仍未實現民

主，警告甚至會「再解體」；潛台詞其實是擔

心若普京「王者歸來」後，會不惜一切打造超

級大國，影響全球政治格局。

歐洲和美國媒體對於冷戰後期的歷史，向來

只重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原因是東西德統一

和他們最有切身關係。相反，蘇聯本身的命運

卻始終不受重視，甚至不被視為冷戰議題之

一，「蘇聯解體了」是項里程碑，但僅此而

已，再深入的探討就被視為無需要。

然而，歐美媒體近日紛紛重點報道「八一九」

20周年，法新社、路透社、英國《衛報》等皆

作大型專題報道。其中路透社分析文章形容

「俄國現時各方面均有改善，唯獨民主進程不

進反退」，多家媒體更廣泛報道蘇聯末代總統

戈爾巴喬夫「唱衰」現在的俄羅斯政府，矛頭

直指普京。

外界相信普京快將與梅德韋傑夫協調由誰人

出選總統，普京現雖退居二線，但支持度仍然

高企，大有挾民望「回朝」之勢。特工出身的

普京與梅氏作風明顯迥異，前者擅於玩弄權

術，俄國復興屬「普京王朝」的終極目標。梅

氏與西方關係較佳，外界樂見他連任並與俄國

發展正常貿易關係，而非政治及軍事角力。

外媒趁蘇聯解體20周年來個「大合唱」，相

信要向普京施壓，警告他可能成為「禍國罪

人」，但隨時弄巧反拙，間接替他助選「登

基」。 ■曾憲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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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加盟共和國經濟現況
■波羅的海3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經濟自1990年起增長3倍，不過3

國人口均顯著減少1成，只有愛沙尼亞人壽命顯著上升。

■歐盟邊疆區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和摩爾多瓦經濟嚴重萎縮，國內生產總值劇

減逾半，白俄羅斯沒那麼糟，但也好不了多少。總計3國而言，是

15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經濟最差的，其中摩爾多瓦更是最先重新

由共產黨掌權的加盟共和國。

■高加索地區
產油國阿塞拜疆是經濟表現最為強勁的前加盟共和國，鄰近的亞

美尼亞和格魯吉亞近10年經濟雖見增長，但卻受制於地緣政治和民

族衝突等，戰事不斷。

■中亞5國
擁有豐厚天然資源的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在蘇聯解體後經

濟增加超過400%，與兩國相比，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經濟發展則沒那麼亮眼，但仍有不俗表現。調查顯示，

中亞5國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地區。

■俄羅斯
在總理普京強有力領導下，俄羅斯扭轉1990年代的經濟困局，現

時經濟規模已是2000年的4倍、蘇聯解體前的兩倍。俄羅斯今年上

半年經濟增長3.7%。 ■《衛報》

普京
38歲，蘇聯國家安全委
員會(KGB)官員

普京當時在列寧格

勒市政府工作，但仍

留任KGB官員。他於8

月 2 0 日 趕 回 列 寧 格

勒，支援反抗政變的市長索布恰克。

普京其後在自傳中憶述，當政變爆發

之始，他已鐵定心腸，永不會服從政

變領袖的命令。他於20日辭去KGB的

職位。

梅德韋傑夫
25歲，大學法律系講師

梅德韋傑夫當時擔

任索布恰克的顧問，

因此認識普京。在政

變發生時，他恰巧因

斷腿留院，錯過了這

宗歷史大事，但他沒半點遺憾。

羅斯特羅波維奇
64歲，指揮及大提琴家

他已移居外地及被

剝奪蘇聯公民身份，

其後獲戈爾巴喬夫恢

復公民身份。政變發

生當天，他從巴黎飛

返莫斯科，趕到俄羅斯政府大樓(白

宮)前保衛政府。他稱願為祖國犧牲，

當時過了人生最開心的2天。

霍多爾科夫斯基
28歲，商人

當時擔任梅納捷普

銀行董事局主席，也

是蘇聯共青團團員活

躍分子，曾與葉利欽

共事。他表示視自己為葉利欽團隊一

員，故加入保衛白宮行列。

久加諾夫
47歲，共黨官員

目前擔任俄羅

斯共黨主席的久

加諾夫，當時在

黨的避暑勝地度

假。有指一名高

官問他知否發生了政變，他表示不知

情。他曾表示支持強硬派，但去年又

批評政變領袖不夠果斷。

日里諾夫斯基
45歲，政黨領袖

日里諾夫斯基現任

俄羅斯自由民主黨領

袖，他不支持共產黨

和蘇聯政權，其政黨

公開支持政變。他表示應向政變領袖

頒授國家勳章，認為他們的行動正

確。

■法新社

普梅未參與政變 陸續當上領袖
1991年8月19日政變編寫了歷史重要的一頁，俄羅斯人至今仍記憶猶新，

很多人的一生亦由此改變。後來陸續當上總統的普京及梅德韋傑夫並未參與
其中。

3天政變失敗 成蘇聯解體導火線

1991年 8月19日凌晨，以蘇聯副總
統亞納耶夫、國家安全委

員會(KGB)主席克留奇科夫為首的8名共產黨
強硬派高官發動政變，成立「緊急狀態委員
會」，企圖推翻被他們指為改革過激的總統戈
爾巴喬夫。政變受到以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
葉利欽為首的軍方和莫斯科民眾反對，3天後
旋告流產。戈爾巴喬夫雖然恢復掌權，但實
際權力已落入葉利欽手中，同年12月26日，
蘇聯最高蘇維埃正式宣布蘇聯解體。

普京力推措施重建聯盟
據莫斯科民調機構W ziom最新調查顯示，

現在有20%受訪俄羅斯人希望恢復到蘇聯時
代的超級大國地位，相反在10年前，懷有這
種想法的人僅有16%。德新社報道認為，20年
後，在前蘇聯最大加盟國俄羅斯內，人民仍
然深深緬懷那段作為全球強國的日子。

俄羅斯總理普京可能也是緬懷前蘇聯強大
的一分子，2005年他曾形容前蘇聯解體是

「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最近他更積
極推動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建立
關稅同盟。在西方媒體眼中，這項努力就像
在重建蘇聯、或是組成某種聯盟以抗衡西面
的歐盟。

對於俄羅斯以外14個加盟共和國而言，蘇
聯解體給各地人民生活帶來巨大且深刻的變
化，甚至至今仍影響 他們的生活、思想和

人生。
拉脫維亞最大化妝品生產商總裁蓋勒奇科

夫認為，在蘇聯時期，人們生活完全有保
障，有屋住有工作，雖然條件不及今天，但
人們始終在微笑。然而，他依然喜歡現在的
自由生活，「當我們可以自己支付聘請外國
專家的費用時，我想我對這種現狀是滿意
的。」

更重金錢 搵工更難
愛沙尼亞導演布斯杜斯馬則認為，蘇聯解

體後，所有人都有了選擇的權利，可以找到
理想工作，但代價是人們變得永遠把金錢放
在首位，很多人迷失了自己。政變時正在莫
斯科留學的費奧多洛夫娜認為現在生活變得
更舒適，但目前愛沙尼亞，受過高等教育的
人反而很難找到工作。

在亞美尼亞社會學家米爾郭年的心目中，
童年的蘇聯生活終究還是幸福的，「那時我
是少先隊員，還是班長」，但他同時亦慶幸自
己和兒子終於有機會學習自己的語言，「能
真正感覺到自己是亞美尼亞人了」。

阿塞拜疆記者伊斯麥洛娃則說：「蘇聯解
體使得各地不斷爆發(民族)衝突，在這過程中
我失去了親人和朋友。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
的童年是在難民營度過的。」建築商卡尼耶
夫則說，蘇聯解體只對部分追求個人利益而
不考慮人民未來的人有利。 ■綜合報道

今天是蘇聯「八

一 九 」 政 變 2 0 周

年，這次政變雖然

僅3天便以失敗告

終，卻成為4個月後

蘇 聯 解 體 的 導 火

線。20年後，當俄

羅斯人談及1991年

那 次 失 敗 的 政 變

時，愈來愈多人懷

念前蘇聯作為全球

強國的時代；對於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的人民而言，前蘇

聯的生活保障、社

會 平 等 仍 深 值 惦

掛，但他們同樣珍

惜獨立的身份，並

為此感到高興。

「八一九」政變雖對蘇聯解體意
義重大，但有當時在場的外國記者
憶述，政變猶如一場鬧劇，策動政
變的烏合之眾「手騰腳震」，幾乎是
注定失敗。結果政變歷時僅3日便以
失敗告終，政變領袖只能求饒。

事發前，其實早有傳言指有人討
論發動政變推翻戈爾巴喬夫。1991
年8月19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突然組成臨時委員會，毫無預
警下發動政變，震驚朝野，原以為

會有翻天覆地的舉動。

副總統發布會上手震
但有西方記者形容臨時委員會行

為「天真」及「如孩子般不負責
任」，整場政變雷聲大、雨點小。副
總統亞納耶夫(見圖)在新聞發布會
上，宣布總統戈爾巴喬夫罹患重
病，由他接任，但其抖震的雙手卻
表明他毫無準備，全國人民親眼目
睹他「言不正，名不順」。

整場政變於外界看來匪夷所思：
老婦爬上裝甲車及坦克，向年輕士
兵派發三文治及香腸；數千人與俄
羅斯總統葉利欽在莫斯科白宮外抗
議政變。最終這群政變「小學生」
喪失勇氣，有人吞槍自殺，有人飛
往戈爾巴喬夫被軟禁的地點求饒，
政變宣告落幕。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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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動者如「小學生」注定失敗

「八一九」政變20年後，當年被
蘇共保守派軟禁於黑海度假地的前
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見圖)表示，當

前俄羅斯需要更換領導層，並實施
自由選舉。他批評現任政府令俄羅
斯倒退，狠批總理普京領導的統一
俄羅斯黨是「差劣版」蘇共。

戈爾巴喬夫指出，普京任總統期
間廢除的州長直接選舉及國會選舉
單票制，是時候恢復。他無直接批
評普京，認為後者成功穩定蘇聯解
體後10年的經濟亂局，應記一功；
然而，他亦批評普京對選舉的操
控，令國家倒退20年。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戈爾巴喬夫：俄選舉制度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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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新隱形戰機T-50首亮相
俄羅斯最先進的T-50隱形戰機原型機，前日在莫斯科郊外舉行

的國際航空航天展覽會上亮相(見圖)，並首次公開試飛，總理普
京、副總理伊萬諾夫、空軍總司令澤林等軍政高層親身到場觀看
了試飛過程，普京更盛讚T-50「反映了俄羅斯迄今的技術高度和
專家欲重振航空業輝煌傳統所作的努力」。

T-50殲擊機由俄羅斯蘇霍伊公司和印度於1990年代開始共同研
發，具有超音速巡航能力，最高時速可達2,100公里，最大航程為
5,500公里。這款被稱為第5代戰機的新機型，被認為性能可與美國
最先進的第4代戰機F-22抗衡，甚至更為先進，尤其是機動性及人
工智能系統方面。

T-50的研發比原計劃遲了數年，正式服役則要等到2015年以
後，不過價格卻比F-22低3成。俄羅斯希望能將之作為外銷機型，
同時成為俄印兩國的主力機型。按計劃，T-50將於10年內生產
1,000架，其中200架將用作俄國空軍現有蘇-27戰機的後繼機型，
印度預計亦會購置200架。 ■俄羅斯《真理報》/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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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19日，俄羅斯前總統葉利
欽(左一)站在莫斯科坦克上發表聲明，
號召軍隊和市民抵制政變。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