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曼谷與周邊地區實施的緊急狀態令昨日進入

第二日，示威組織無視禁令繼續集會。憲法法院昨

日受理選舉委員會入稟，就看守政府是否有權推遲

大選作出裁決，預料在當地時間今晨9時(香港時

間今早10時)會有決定。由於總

理英祿此前一直以政府「無權」

為由拒絕押後大選，裁決對未來

一星期的泰國政局將

有重大意義。

烏反對派最後通牒

曼曼谷谷封封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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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選委會申延遲大選
促再尋求泰王頒令 紅衫軍籲選民提前投票

看守政府一直強調無權推遲由泰王頒令
舉行的2月2日大選，但選委會反指，

鑑於在野民主黨抵制選舉，加上全國各地
的投票籌備工作遭到阻撓，短期內根本無
法選舉，認為政府有責任重新尋求泰王頒
令。
選委會委員頌集表示，有示威襲擊選票
印刷廠房，部分選票被毀，運送選票到各
省份的工作亦受阻。他擔心後日提前投
票開始後，會產生更多麻煩，一旦無
法點算選票，足令選舉無效。若憲法
法院裁定選委會有權力叫停選舉，
選委會將再開會討論。示威者前日
包圍選委會在南部的辦公室，頌集
要求所有職員緊守崗位。

3層人牆護素貼示威
曼谷反政府示威者昨日繼續遊行，領袖素

貼在3層人牆保護下帶頭前進。約100人到
總檢察署辦公室外抗議，要求官員不要為
「他信政權」服務。示威領袖重申局勢還未
達實施緊急狀態，擔心政府會暴力對付示威
者。民主黨發言人表示，緊急狀態破壞投資
者信心，可能激化局勢，引發暴力事件。前
日示威者拆走警察總部招牌，警方已確認31
人涉案，稍後會落案起訴。
紅衫軍「反獨裁民主聯合陣線」(UDD)主
席提妲宣布，將於下周三在緊急狀態以外地
區遊行，支持如期大選，強調不會跟反政府
示威者衝突。她呼籲選民踴躍參與提前投
票，特別要求曼谷居民監察選舉是否公平和
透明。

軍方恐束縛緊急狀態實施
執政為泰黨消息稱，黨內有聲音認為政府

不應發出緊急狀態，因無助阻嚇示威者，亦
嚇怕遊客，顯得政府無能。分析指，泰國軍
方雖多次表達保持中立，但同時警告政府不
能使用武力，如出現暴力事件，軍方將直接
介入，束縛政府實施緊急狀態的力度。政府
沒有軍隊做後盾，只能繼續忍讓，無法真正
實施緊急狀態，難言改變現狀。

■路透社/《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泰國PBS電視台

加拿大魁北克
省東部一幢長者
大廈昨日發生火
警，造成至少3人
死亡，30多名住
客失蹤。當局疏
散了20名住客到
安全地方，但未
知尚有多少人被

困樓內，起火原因仍在調查中。
肇事大廈距離魁北克約225公里，52個單位合共住了50
多名長者。大廈於昨日凌晨12時半起火，現場吹強風，火
勢迅速蔓延至全幢大廈。附近多間消防局合力撲救。目擊
者透露，大廈二樓首先起火，聽到該層有女子尖叫並跑出
露台，「她的兒子爬上梯子但無法靠近，她活活被燒
死」。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泰國看守總理英祿昨稱，雖已實施緊急狀態，但軍
警絕不會用武力鎮壓示威者，強調2010年向「紅衫
軍」清場的悲劇不會重演。她又重申無意辭職，而軍
方將與警方合作維持秩序，並協助選委會維持大選順
利舉行。
英祿昨與軍方高層會面，國防部發言人表示，她要

求軍方嚴密監控所有武器、彈藥及爆炸品，擔心武器
一旦流出會加劇暴力。消息指，英祿在會議要求軍方
高層指示下屬，了解他們是否有投票權。
和平及秩序管理中心(CAPO)主席、看守副總理素拉

蓬昨午公布英祿簽署的6條規定，包括5人或以上不得
在特定區域非法集會、不得出版引發民眾恐慌或破壞
安全秩序的新聞刊物、不得使用特定交通路線、不得
進入特定建築物或區域，以及為自身安全考慮應撤離
某些特定區域。大選相關集會可獲豁免，至於「應撤
離某些特定區域」被解讀為警方可將示威者趕離集會
地點。 ■《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英祿晤軍方：
不辭職不鎮壓

加長者屋起火
3死逾30失蹤

本來沒有冬天的泰國，從去年底開始遭遇數十年來
時間最長的一股寒潮。昨日早上，首都曼谷的氣溫降
到攝氏15.6度，是當地30年來最冷的早上。寒流也影
響到泰國本季稻米的產量和品質。大米出口商協會表
示，低溫導致水稻提前開花，最終很多收穫穀粒都是
空的。
泰國從去年10月起進入涼季，氣溫普遍低於往年，
尤其是東部、東北部和中部地區。在這3個地區，共
有45個府被宣布為寒冷災區，2,500萬人受冷空氣影
響。據國家災害控制部門統計，截至目前全國共有63
人由於寒冷天氣引發的疾病死亡。 ■《曼谷郵報》

挫稻米產量
曼谷寒流30年最冷

4年前時任泰國副總理素貼領導軍警武力鎮壓
示威者，但4年後的今天，他搖身一變成為現屆
政府的對頭，領導示威者佔領堵塞路口、阻截官
員辦公，和他曾經極力批評的行為同出一轍。紐
約人權觀察組織高級研究員桑南慨嘆，泰國政治
環境愈來愈極端，只要一方掌權，另一方必然反
對，情況循環不休。
桑南表示，當地不同黨派近年不但未有邁向和

解，反而更加激進，拒絕循談判取得雙方皆認可
的共識。
2010年泰國政府之所以能快速解決僵局，有賴
軍隊的武力，但今次軍方明顯同情示威者，令獲
得警方支持的英祿不願武力清場，以免促使軍方
介入，對她不利。
政治經濟師貝克形容，素貼與英祿之間的是一

場消耗戰，兩者看誰先撐不住。隨着反對派封城
行動已持續近兩周，示威人數大減，聲勢不足，
推翻政府的機會減少，但素貼仍未完全失勢。就
算素貼成功推翻總理英祿，只會觸發另一輪「紅
衫軍」示威，僵局無法解決。

■美聯社

陸軍總司令 巴育
多次表態保持中立

看守總理 英祿
清場悲劇不會重演

■■有示威者興奮地有示威者興奮地
擁抱素貼擁抱素貼。。 路透社路透社

■■反對派用募捐款項砌反對派用募捐款項砌
出出「「贏贏」」字字。。 路透社路透社

向東？還是向西？回歸以莫斯科為
中心的前蘇聯空間？還是投入歐盟懷
抱？對今天的烏克蘭來說，國家定位
的確是個大問題。從10年前「橙色革

命」到當今反政府騷亂，烏克蘭始終在左與右、東
與西之間徘徊：有意融入歐盟，同時希望維繫與俄
羅斯的傳統關係。在這場歐俄拔河賽之中，烏克蘭
食兩家茶禮的如意算盤似打不響，搖擺不定之間，
有走向自我分裂危險。

烏克蘭為歐洲領土第二大國，僅次於俄羅斯，她
東依俄國，西臨歐盟，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烏俄
人民生活在同一國家有逾300多年歷史，烏又曾是
前蘇聯一部分，烏與俄保存緊密的種族、宗教、文
化、語言、經濟等多種聯繫。去年11月，烏國暫停
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引發首都基輔的大規模示
威。基輔位於烏國中央，以東地區傳統上以俄國勢
力為主，以西地區則較受西歐影響，因此，該城市
成為歐俄角力的縮影。

面對歐盟和北約東擴，俄總統普京一直致力於復
興俄國強國事業，除了擲重金舉辦冬季奧運，打響
國際名堂，也致力推動自身關稅同盟，強化與鄰邦
政治經濟交往，提升俄國領導力。在歐俄政治爭奪
戰裡，烏國難以做到真正的獨立自主，留給總統亞
努科維奇的，是「東」或「西」的兩難抉擇，奈何
他至今未能作出果斷決定，無法讓外界明瞭烏國未
來真正的走向。

「賭一鋪」加入歐盟， 擺脫過往包袱，闖出一片
新天地，何嘗不可？否則，就乾脆因應國家文化和
歷史傳統，專心與俄國修補關係，勿再與歐盟眉來
眼去。可是亞努科維奇舉棋不定，只顧討價還價，
既招惹俄國不滿，同時又在西方輿論壓力下，無法
重手驅散示威，變相鼓勵反對派更有恃無恐，連總
統地位也搖搖欲墜。即使他挺過這一關，至明年大
選，等待烏克蘭的恐怕只會是更嚴重分裂和動盪。

基輔是斯拉夫文明的搖籃，基輔羅斯曾是俄羅斯
國家的發源地。無論明
天烏克蘭向西，還是向
東，都無法改變這一歷
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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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一名亞裔少女上周六在酒吧
門外，懷疑走過一批正拍照的人面前擋
住鏡頭，引發爭執後遭拳打腳踢，最終
傷重死亡。其中一名女疑犯前日提堂，
另外兩男兩女在逃。當地有商戶懸紅
5,000美元(約3.9萬港元)緝兇。
事發於聖安娜的「The Crosby」酒吧
外，23歲死者范金是心理學系畢業生，
在一間印刷公司任職。她深夜時與朋友
外出，無意間在疑犯的相機前走過，引
起對方不滿。雙方初則口角繼而動武，范金與對方一名女子
雙雙倒地，互扯頭髮。此時另一名女子踢向范金的太陽穴，
范金倒地不起，疑犯立即逃走。
范金送院搶救後，周二判定腦死亡，並拔走維生儀器。
被捕的25歲疑犯扎瓦拉被控一項謀殺罪，獲准以100萬美
元(約776萬港元)保釋。 ■《紐約每日新聞》

擋住鏡頭 美亞裔女遭毆斃 烏克蘭反政府示威引發的騷亂進一步升級，
防暴警察前日在首都基輔與示威者爆發暴力衝
突，至少5人死亡。反對派同日發出最後通
牒，要求總統亞努科維奇於24小時內宣布提早
大選。總理阿扎羅夫稱準備與反對派作建設性
對話，但不接受最後通牒。
示威者前日在基輔政府和國會大樓附近設置障

礙物，警方突破障礙並試圖逮捕示威者，雙方衝
突，防暴警察發射橡膠子彈等驅趕示威者，示威
者則投擲石塊及自製燃燒彈還擊。反對派指有5
名示威者喪生，檢察官則證實兩人在衝突中遭槍
擊身亡，數百名警察受傷，是去年11月反政府示
威爆發以來，首次有示威者死亡。

總理拒接受 70示威者被捕
內政部表示有70名示威者被捕，政府已賦予

保安部隊更大權力，包括可封鎖街道及向示威
者射水炮。反對派領袖呼籲在基輔市中心獨立

廣場的4萬名示威者留守大本營，避免衝突。
亞努科維奇前日與3名反對派領袖，以及國

家調解政治危機工作小組舉行第一輪談判，請
求國民不要受激進分子挑釁，表示通過和平途
徑解決衝突為時未晚。反對派領袖則表示，亞
努科維奇沒具體回應他們的要求，警告若對方
在昨日的第二輪會談中再沒正面回應，將採取
攻勢。示威者昨午宣布停戰8小時，等待反對
派代表與亞努科維奇的談判結果。
阿扎羅夫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表

示，不接受最後通牒。他又指警方沒使用實
彈，反對派需為示威者死亡負責。

普京：不會介入
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昨表示，

俄方不會介入烏國反政府示威，相信該國領導
人能妥善解決。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限日內提早大選

■■警方驅趕示威者警方驅趕示威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示威者向警方投擲自製燃燒彈示威者向警方投擲自製燃燒彈。。法新社法新社

■■范金范金

■■長者屋慘遭燒通頂長者屋慘遭燒通頂。。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反對派阻撓辦公反對派阻撓辦公，，官官
員被逼離開員被逼離開。。 美聯社美聯社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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