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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歐主流歷史中，普林西普被描述成極端民族主
義者，當日在薩拉熱窩市政廳外槍殺斐迪南大

公，是藉此爭取波斯尼亞脫離奧匈帝國，加入塞爾維
亞。刺殺事件後一個月，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觸
發俄、德、法、英等列強骨牌式互相宣戰，導致一戰爆
發。這場當時人類史上最大戰爭歷時4年多，造成
3,000萬人傷亡。

冀入塞國 反歐洲一體化
波黑塞族共和國總理多迪克昨日在薩拉熱窩主持普林

西普銅像揭幕儀式，他形容普林西普為「自由鬥士」，
「奧匈帝國佔領了這裡，這裡的民眾至今仍被分割，從
未走在歷史的同一邊」。
儀式期間有年輕演員扮演普林西普走上台向天開兩

槍，以紀念這位民族英雄，台下塞族民眾高喊「射向北
約」及「射向歐盟」等口號。
巴爾幹半島種族問題不僅導致一戰爆發，更在1990

年代引發波黑戰爭，雖然戰事結束已近20年，交戰各
國亦相繼加入或申請加入歐盟的「大家庭」，但未能彌
合種族矛盾，很多波斯尼亞塞族人依然希望加入塞爾維
亞，反對歐洲一體化主張。

紀念鬧雙胞胎 拒赴歐贊助活動
同樣在薩拉熱窩，由波黑聯邦(穆斯林與克羅地亞人)

控制的另一端昨日有由歐盟贊助的官方紀念活動，並邀
請奧地利維也納愛樂樂團在當年事發地點的市政廳外舉
行音樂會，演奏波斯尼亞國歌及歐盟盟歌、德國音樂大
師貝多芬名作《歡樂頌》，

以象徵兩地已經和解。塞族領袖全部拒絕出席活動。
德、法、英等一戰參戰國在內的歐盟28國領袖則聚首
比利時出席紀念活動。
普林西普的歷史評價多年來有不同定位，南斯拉夫時

期由於以塞族人為主體，故他被視為革命英雄，頌揚他
為斯拉夫人民的自由奮門犧牲。但南斯拉夫解體後，波
黑內部各族對他的定位出現分歧，塞族人仍視普林西普
為民族英雄，但穆斯林及克羅地亞人則視他為恐怖分
子。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衛報》/《每日郵報》

1914年6月28日，塞爾
維亞族青年普林西普在薩

拉熱窩的兩下槍聲響遍全
球，打響了一場改寫歐洲版圖的慘

烈戰役。一百年後的今天，國際社會似乎
逐漸忘卻當年以血淚刻下的教訓，全球衝
突熱點猶如一個個薩拉熱窩，只待下一個
「普林西普」到來引爆火藥桶。

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魂斷薩拉熱
窩，引致奧匈帝國向波斯尼亞宣戰。當年
英國、法國、德國等列強鼎立，各國矢志
稱霸爭雄，對發動戰爭欠缺顧慮，最終在
骨牌效應下，演變成一場席捲歐洲的大混
戰。

相比美蘇冷戰時代，或是蘇聯解體後美國
一國獨大的時期，現今美國在全球影響力衰
退，全球局勢正逐漸再次走向多極化。日本
企圖重走軍國主義路線、越南和菲律賓在南
海多次作挑釁性行動、北約和俄羅斯在東歐

再掀軍事競賽……「一戰前的歐洲」的影子正
愈來愈明顯。
上世紀初奧斯曼帝國逐漸衰落，引起塞爾維亞、

奧匈帝國、意大利等列強對巴爾幹土地的胃口，成
為一戰助燃劑。時至今日，伊拉克、敘利亞和蘇丹
等國家政權動盪不穩，恐出現權力真空，讓不法分
子及恐怖分子有機可乘，更令人擔憂會再次引發
「奧斯曼效應」。

1914年7月時任德國外長雅戈曾經指，奧匈帝國
和塞爾維亞的衝突會否擴散「全看俄羅斯」，又稱
「若戰爭到來叩門絕不退縮」。無人「退縮」換來
的結果，便是千萬生靈塗炭、萬里土地化成焦土。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克拉克在著作《夢遊者》提
到，一戰絕非無法避免，若考慮到英德等國的利益
關係，甚至是不應發生，一切禍端均來自當年政客
的短視、誤判和不負責任。

現今國際關係在全球化下錯綜複雜，就如當年一
戰所示，小型的衝突都有可能演化成吞噬全球的戰
火。奈何在軍事科技進步下，人們對扣動板機已開
始顯得麻木，部分人對引發衝突毫無顧慮，甚至主
動挑釁，正是「薩拉熱窩症」復發的先兆。

薩拉熱窩刺殺百周年薩拉熱窩刺殺百周年
種族矛盾未解種族矛盾未解
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青年普林西普在薩拉熱窩(現波斯尼亞及黑山首都)刺殺奧匈

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薩拉熱窩塞族人昨日在市內舉行大型活動紀念事

件100周年，並為「英雄」普林西普豎立銅像，與市內另一端由歐盟牽頭的一戰紀念活動形成

強烈對比，反映在過去一世紀飽受戰火蹂躪的巴爾幹地區，不同種族之間依然存在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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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極端武裝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蘭國」(ISIL)不斷壯大，迫使美國進一步加強在
伊拉克及敘利亞的軍事角色，近日先後宣布向
伊政府軍及敘溫和反對派提供軍事援助，但有
官員憂慮伊拉克教派分裂嚴重，加上美敘利益
關係錯綜複雜，華府一系列中東外交政策成敗
難料。
美總統奧巴馬上周四促請國會通過5億美元
(約38.8億港元)軍援項目，以協助敘反對派訓練
武裝力量及提供武器裝備。國務卿克里前日結
束中東之旅，表示已請求敘反對派協力清剿敘
伊境內的ISIL武裝分子。

提供「地獄火」導彈 無人機赴伊
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前日證實，美方已派遣
多架武裝無人機到巴格達，保護駐伊大使館及

駐伊軍事顧問，據悉華府正加緊向伊政府軍提
供武器，包括800枚「地獄火」空對地導彈。
美國逐漸加強在伊敘的軍事角色，但有華府

及中東盟國官員認為有兩大不利因素。首先，
伊拉克總理馬利基上台後推行教派分離政策，
導致什葉派及遜尼派矛盾嚴重加劇，令華府陷
入兩難，要麼進一步介入致泥足深陷，要麼眼
看10年伊戰的投入付諸東流。
另外，華府既欲剷除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又
被迫與對方站在同一陣線對付ISIL，明顯存在
矛盾。
伊拉克什葉派最高精神領袖西斯塔尼前日呼

籲，各方應在4日內選出新總理。分析指，西斯
塔尼強烈介入，令馬利基無法繼續擔任看守總
理獨攬大權。

■美聯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衛報》

伊拉克上周一有69名囚犯從監獄移送到巴格達南部
城市希拉時死亡，官方聲稱是武裝分子襲擊押送隊
伍，然而有警員及官員向傳媒透露，是政府有預謀地
處決該些囚犯，以防他們被救出後加入ISIL，故先下
手為強。伊政府否認。
有警員指，當地軍警不時就地處決囚犯，但會在報

告中聲稱他們是遇襲被殺。有高官更指，警方在運送
途中處決囚犯，並將16具較早前處決的囚犯屍體帶到
現場，在旁邊放低武器，營造他們施襲的假象。
不過有警員指押送隊伍曾受兩枚炸彈襲擊，部分極

度危險的「基地」組織死囚趁機逃走，故必須當場把
他們射殺。
另外，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監察前日發表報告，指

ISIL於本月11至14日短短4日內，在提克里特兩處殺
死160至190名囚犯。從衛星圖片及ISIL發放的照片
可見，囚犯雙手被綁於背後，一字排開躺在地上，逐
個被處決，最後一組照片見到屍體被疊起。

■《每日郵報》/《泰晤士報》

薩拉熱窩事件(Sarajevo incident)的背景可追溯
至19世紀末，當時在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運動逐漸
高漲，1878年柏林會議決定奧匈帝國接管原屬鄂
圖曼帝國的波斯尼亞及黑山兩省，1908年奧匈帝
國正式吞併兩省，阻止塞爾維亞在巴爾幹半島擴
張，激起塞族民族主義者強烈不滿。
由於奧匈帝國是擁有11個民族的多元民族國

家，以奧地利日耳曼人及匈牙利馬扎爾人為主
體，境內塞族人作為少數民族，主張波黑脫離奧
匈帝國，加入在1878年獲准獨立的塞爾維亞，激

進派更想藉刺殺政要實現目標，奧匈帝國皇帝約
瑟夫一世曾於1910年險遭刺殺。
1911年3月，秘密組織「不統一毋寧死」(簡稱

「黑手黨」)成立，在貝爾格萊德招募普林西普等
3名刺客，刺殺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3人於
1914年5月底抵達薩拉熱窩，與另外4人聯手執
行刺殺，獲分發手槍、小型炸彈，以及事後用來
自盡的山埃。
斐迪南大公訪問薩拉熱窩前，獲塞爾維亞總理

帕希奇警告他是刺殺目標，但他未有理會。6月

28日，斐迪南大公伉儷在薩拉熱窩市內出巡，刺
客查布里諾維奇向車隊投擲炸彈，炸中斐迪南大
公車隊的一輛車。
不過斐迪南大公為展示親民，未有取消訪問，

反而決定到醫院探望傷者，但車隊行錯路，在轉
角位停下調頭，守在附近的普林西普見機走近，
近距離連開兩槍，一槍擊中夫人索菲的腹部，一
槍擊中大公頸部，兩人傷重不治。普林西普的手
槍和山埃被憤怒的途人搶走，他最終被捕，4年後
因肺結核死於獄中。 ■《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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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熱窩演員在普林西普雕像前重演當年刺殺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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