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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市的喬治廣場是近期獨派支持者的集會地點。蘇獨被否決
後，支持者入夜後逐漸散去。約2,000名統派支持者則到廣場聚集，

不少人都身披英國國旗，高呼統一口號及唱出英國愛國歌曲《Rule Bri-
tannia》和英國國歌《天佑女王》，與獨派互相指罵，後者不甘示弱，
唱出蘇格蘭代表歌曲《蘇格蘭之花》，氣氛緊張。

做納粹手勢 辱罵警員
警方把兩派人士分隔開，但有小部分統派年輕支持者借醉鬧

事，突然襲擊獨派支持者。還企圖突破警方防線及辱罵警員。
一名醉酒青年稱「格拉斯哥會因支持獨立而燒毀」，聲稱「現
在是時候償還」，有獨派支持者向對方投擲煙霧彈還
擊。目擊者稱看到統派支持者以種族歧視語句謾罵
及做出納粹手勢，並與警員衝突。
警方出動超過80名警員和騎警控制場面，拘
捕6名滋事者，部分地鐵站需臨時關閉。

青年吐口水 罵中年婦「人渣」
而在同日較早時，一名身上掛有獨派徽

章的中年婦人，在集會期間試圖穿過喬
治廣場，但遭一批年約20多歲的男子
走近向她吐口水，並罵她是「人
渣」。
一名獨派支持者指出，雙方的衝

突反映蘇格蘭社會在公投後嚴重分
化，形容這是今次爭議的醜陋一
面，損害蘇格蘭形象。反獨立組
織「一起會更好」回應時表示，
希望民眾離開喬治廣場。
英女王前日發表聲明，呼籲統

獨兩派要互相尊重和支持，相信
英國各地「對蘇格蘭持續的愛」
有助人民在公投後團結起來。
女王在聲明中指出，不少蘇格蘭
和其他地方的民眾都有強烈感受及截
然不同的情緒，這反映出英國的健全
民主傳統，但相信民眾能透過理解他人
感受，使這些激烈情緒冷靜下來。她又
稱相信蘇格蘭人能像英國其他地區民眾
般，在表達強烈意見之後，會以互相尊
重的精神再次團結起來。

■《衛報》/英國《太陽報》/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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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公投結果塵埃落定，但有統派支持者

前晚上街舉行慶祝集會期間，與一批支持獨

立的青年人互相謾罵，目擊者表示有統派分

子公然展示納粹敬禮手勢，並與分隔雙方

的警員衝突。事件反映統獨問題已撕裂蘇

格蘭社會，一名獨派支持者慨嘆，「蘇格

蘭在公投後已變得嚴重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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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前首相白高敦在公投前四處奔波，游說蘇格蘭人不要獨立，
憑出色的演講感動人心，被認為是使蘇格蘭留在英國的功臣。他昨
日演講時表示，公投已塵埃落定，認為統獨兩派蘇格蘭人應團結一
致。他保證倫敦政府會信守下放權力的承諾，又表示下月國會復會
後將提出辯論，要求當局發表放權的具體「路線圖」。

無意重返政壇前線
白高敦早前發表激昂演說，呼籲反對蘇格蘭獨立，表現令人刮
目相看。雖然愈來愈多聲音要求白高敦復出，重返政壇前線，但
他表示無意這樣做，強調自己參與辯論只是為保護蘇格蘭下一
代。
前防相霍理林讚揚白高敦在這次公投作出正面貢獻，並表示白
高敦通常予人冷酷和工於心計的感覺，但當對方專心處理與自己
密切相關的事務時，便變得更有活力、更討人喜歡。工黨國會議
員約翰．曼指出，白高敦應在蘇格蘭領導工黨。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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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獨公投不僅牽
動英國政局，對
2017年英國可能舉行
的脫歐公投同樣意義
重大。路透社民調顯
示，選民傾向親歐的
蘇格蘭決定留在英
國，英國脫歐機會只
有 1/5，相反則高達
2/3。有分析指出，今
次蘇獨公投劇情峰迴
路轉，正好成為英國
和歐洲政客在處理脫
歐 公 投 時 的 「 教
材」。
英國在驚濤駭浪下

維持統一，但實質已
元氣大傷，加上政府
同意放權引發政治大
地震，令明年大選更
添變數。首相卡梅倫
承諾2017年舉辦脫歐
公投，前提是保守黨
在明年大選保住執政
地位，但作為在野工
黨票倉的蘇格蘭留
下，保守黨勝選並不
樂觀。工黨黨魁文立
彬已表明，如果歐盟
停止擴權，可考慮取
消脫歐公投。

即使英國最終舉行脫歐公投，
政客亦可望從蘇獨公投汲取教
訓。布魯塞爾歐洲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聚萊夫指出，蘇獨公投與脫
歐公投的爭論點有很多相似之
處，例如反對蘇獨陣營大打經濟
牌，警告蘇格蘭脫離英國會有嚴
重經濟和商業後果，有關論據同
樣適用於英國和歐盟之間。
除了部分報章和電視台外，英

國主流媒體幾乎一面倒反對蘇
獨，對輿論起了主導作用。考慮
到英國大部分報章多年來均持疑
歐立場，將是舉行脫歐公投時一
股不可輕視的力量。 ■路透社

蘇格蘭公投告一段落，早
前公投對經濟引起的不明朗因素

亦隨之消散。評級機構穆迪前日宣
布維持英國「Aa1」信貸評級，評級前

景為「穩定」，指蘇獨被否決，保存了英
國金融機構及體系的實力，預期未來數月的

評級不會改變。
穆迪表示，英國作為全球第6大經濟體，其經

濟規模、多元化及競爭力，仍然非常強大，強調
首相卡梅倫在公投後承諾向蘇格蘭、英格蘭、威
爾斯及北愛爾蘭下放更多權力，不會影響英國的
前景。 ■法新社

英國朝野此前為挽留蘇格蘭而聯手作戰，蘇獨風
波剛剛告一段落，執政保守黨與在野工黨的分歧隨
即重現。首相卡梅倫表示，在下放更多權力予蘇格
蘭的同時，將禁止蘇格蘭議員在「純英格蘭事務」
上投票，以保障英格蘭的權益。由於在野工黨在國
會有41個蘇格蘭議席，此舉勢必大幅削弱工黨的話
事權，黨魁文立彬已表明反對，使得有關議案能否
在明年大選前順利通過成疑。

被批打壓工黨國會勢力
包括副首相克萊格在內的多名英國政客此前已指
出，當蘇格蘭獲下放更多權力後，蘇格蘭議員仍能
就英格蘭事務投票並不公平。極右的英國獨立黨
(UKIP)領袖法拉傑稱，已去信全部59名蘇格蘭議
員，要求對方立即停止就英格蘭事務投票。
此舉引起文立彬及工黨不滿，認為是藉此打壓工
黨在國會的勢力，批評卡梅倫「玩弄政治手段」，
威脅阻止放權草案通過。文立彬又提出明年秋天召
開「制憲大會」，收集及參考各地呈交的意見書，
制訂下放自治權及改革國會投票制度的方案，但這
與卡梅倫希望在明年五月大選前通過放權草案的方
針相違背。唐寧街回應文立彬的不滿時，批評他
「不理會英格蘭」。
蘇獨公投把選民年齡門檻降至16歲，有傳文立彬
有意仿傚這個安排，提議明年大選跟隨。分析指，
年輕人普遍較支持工黨，文立彬此舉是希望增加大
選勝算。 ■法新社/《每日郵報》

蘇格蘭獨立危機解除，加上當地近期國際曝光
率大增，酒店訂房率於公投後顯著上升，來自美
國遊客的訂房率更增加4.8%。不過有旅遊公司
認為增幅與公投無關，因珀斯郡下周將舉行歐美
高球盛事「萊德盃」。
旅遊調查及訂房網GoEuro表示，來自英格蘭

的預訂升4%，同樣有爭取獨立運動的法國及西
班牙訂房率分別升2%及3.3%，可能是兩國遊客
想到蘇格蘭感受氣氛。
GoEuro本周較早時的調查顯示，大部分歐洲

國家認為，蘇格蘭一旦脫英，魅力將大減，重挫
當地旅遊業，如今公投否決獨立，應有助平息遊
客對蘇格蘭問題的憂慮。 ■《每日郵報》

蘇格蘭獨立風波暫告一段落，但其引起
的漣漪牽動全球多地的獨立意識，包括一
直實行聯邦制的美國。民調顯示，美國近
1/4人認為其所屬州份應脫離聯邦政府，
民眾主要不滿總統奧巴馬領導的班子內政
外交均表現不濟，特別是他推行的醫療改
革計劃，大幅增加民眾保險開支，令國民
怨聲載道。
路透社與市場調查機構Ipsos聯合民調

在上月23日至本月16日期間，訪問美國
8,952名民眾，當中23.9%受訪者強烈支
持所屬州份獨立，反對的則有53.3%。
29.7%共和黨籍受訪者傾向分離，高於民

主黨的21%。西部獨立意識普遍高於東
北部，西南部中以得州支持獨立呼聲最
高。

意西分離派謀仿傚推公投
在歐洲，意大利北部分離派也受蘇獨公

投鼓舞，當地反歐盟政黨「北方聯盟」領
袖薩爾維尼更親赴蘇格蘭見證公投過程，
並計劃在意北舉辦公投，爭取獨立或更多
自治權。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議會昨
通過動議，容許居民於11月9日舉行無約
束力獨立公投。

■《每日郵報》/《今日俄羅斯》

奧巴馬不濟 1/4美民倡脫離聯邦

公投後酒店訂房增
解旅業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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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保金融實力統一保金融實力
穆迪維持英評級穆迪維持英評級

保守黨工黨陷分歧
放權恐受阻

■■兩派支持者在喬治廣場兩派支持者在喬治廣場
叉頸混戰叉頸混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騎警的馬匹被混亂情騎警的馬匹被混亂情
況嚇驚況嚇驚。。 路透社路透社

■■互相追打互相追打

■■獨派被捕獨派被捕

執政保守黨執政保守黨

首相卡梅倫首相卡梅倫
在野工黨在野工黨

黨魁文立彬黨魁文立彬

■■有人揚言有人揚言「「格拉斯哥會因支格拉斯哥會因支
持獨立而燒毀持獨立而燒毀」。」。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