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馬種族之爭捲「紅黃示威」
反恐法拘反對派領袖 警封路阻隔防衝突

馬來西亞反對派組織「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淨選盟)

昨日在吉隆坡發起「淨選盟5」集會，多達4萬名身穿黃

衫的示威者，要求涉嫌挪用公款的總理納吉布下台。納吉

布支持者昨日亦號召發起紅衫示威，狙擊淨選盟的「黃衫

軍」，不過人數明顯少得多。大馬警方指兩場示威均為非

法，並於集會前後以反恐法拘捕兩派多名領袖。昨日集會

過程大致和平，未有出現個別「紅衫軍」領袖事前揚言會

發生的大規模血腥衝突，種族問題則成為爭論焦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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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警方派出7,000人應對昨日兩場集會，更出動水炮車在場戒
備。中午時份，部分「黃衫軍」示威者由於不滿警方拒絕讓他們前
往獨立廣場，雙方差點發生衝突，警方一度調動水炮車到場。不
過，水炮車最終沒有發射水炮，卻在測試發射時誤射中防暴隊員，
引起現場一陣笑聲，令緊張氣氛稍為緩和。 ■馬來西亞《中國報》

本在非洲國家蘇丹出席會議的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昨日回
國參與淨選盟集會，更穿上印有「淨選盟5」字樣的黃色T恤。馬哈
蒂爾昨晚在雙子塔前演說，批評納吉布中飽私囊，又形容大馬被竊
賊所控制，「納吉布將法律當成政治工具，他不再適任總理，我們
是時候為這個苛刻的政權寫上句號。」
馬哈蒂爾周三曾發佈影片，指納吉布政府令大馬負上無法償還的

數十億馬來西亞令吉債
務，呼籲國民參加集
會。他昨日批評政府懦
弱，打壓受憲法保護的
人民集會自由，令今次
上街的的人數較上次
少，又指示威和平進
行，政府無必要下令警
方設置路障，形容是政
府而非淨選盟破壞民
主。■當今大馬/法新社

約500名「紅衫軍」昨晨在占美清真寺輕鐵
站附近聚集，沿路遊行至美堡廣場，部分人恐
嚇在場採訪的記者，據報有人揚言要搶記者手
機，更有女性被調戲。「紅衫軍」要求記者出
示採訪證，甚至企圖包圍他們，但最終容許記
者離開。

早到遭封路「黃衫軍」轟警不公
大馬警方昨日在吉隆坡多處封路，阻止集

會，反對派民主行動黨(DPA)國會議員聖地亞
哥指，「黃衫軍」一早抵達吉隆坡一條主要幹
道，理應擁有在該處示威的權利，批評當局封
路是不公平。他又批評，當局一方面容許「紅
衫軍」遊行，但禁止「黃衫軍」遊行至獨立廣
場，不滿警方雙重標準。淨選盟聯席主席安美
嘉則指，對警方全面封路感到震驚，但認為示
威者不會屈服。

■Asia One網站/馬來西亞《中國報》

集會前夕，警方拘捕淨選盟和「紅衫
軍」多名領袖，包括淨選盟主席瑪

麗亞．陳、「紅衫軍」領袖兼巫統大港
區部主席嘉瑪等。昨日集會期間，警方
亦多次在人群中拘捕淨選盟成員及領
袖，示威者批評警方濫捕，但反應相對
克制，未有與警員發生衝突。警方前晚
漏夜封鎖吉隆坡主要道路，包括淨選盟
集會地點獨立廣場，又出動水炮車戒
備。

「黃衫軍」華裔及印裔居多
集會期間，示威者不斷敲鑼打鼓，高

叫「人人都是瑪麗亞．陳」口號，矢言
並不害怕政府。淨選盟代理主席夏阿里
表示，集會目標並非推翻政府，而是要
令政府變得更強。「黃衫軍」成員以華
裔及印裔居多，但當中也有不少馬來
人，對於外界將「紅黃對決」視為華裔
與馬來人之間的種族衝突，出席集會的
前總理馬哈蒂爾認為集會與種族無關，
因為人民關心的是大馬有怎樣的政府，
而不是以什麼種族居多。

淨選盟用了 6星
期籌備今次集會，
其間「紅衫軍」多

次發起挑釁，包括向瑪麗亞．陳發出死
亡恐嚇，多次發表侮辱華裔言論的嘉
瑪，更恐嚇若淨選盟執意舉行集會，
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馬來人與華裔
的種族衝突將會重演。不過由於嘉瑪在
集會前被捕，昨日「紅衫軍」人數遠少
過預期，最高峰時期也只有約4,000人，
其間部分人一度向「黃衫軍」挑釁，但
旋即被警員帶走。

65城市馬來人響應 香港有份
正在秘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納

吉布再次否認挪用公款指控，並聲言遊
行不會讓他退縮。他指責反對派將自己
包裝為獨立非政府組織，企圖以街頭抗
爭推翻民選政府。納吉布又指示威者被
反對派利用。淨選盟去年曾發起20萬人
遊行聲討納吉布，今次示威人數大減，
分析指支持者可能擔心發生暴力衝突，
以及震懾於警方的拘捕行動。
除了大馬之外，全球65個城市也響應
淨選盟集會，包括巴黎、華盛頓、悉
尼、奧克蘭、曼谷、米蘭、東京、香
港、釜山和多倫多等地，都有馬來西亞
人舉行抗議。 ■《馬來西亞郵報》/

當今大馬/馬來西亞《詩華日報》

態度趨強硬
傳朴槿惠施戒嚴

韓國首爾連續第4個周末有大型
示威，要求爆出閨蜜干政醜聞的總
統朴槿惠下台，不過朴槿惠蟄伏多
日後態度轉趨強硬，不僅拒絕配合
檢方調查，更開始恢復處理政務，
甚至有傳她計劃頒佈戒嚴，效法父
親朴正熙以鐵腕手段打壓反對聲音
及政敵。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
黨黨魁秋美愛前日表示，有情報顯
示朴槿惠計劃宣佈戒嚴令，青瓦台
隨即否認。
韓國對上一次實施戒嚴已是1980
年5月17日，當時身為陸軍中將的
全斗煥因應光州爆發爭取民主示
威，頒佈全國戒嚴，翌日更派兵鎮
壓，造成數千人死亡，是為「光州
事件」。同樣實行軍事獨裁的朴正

熙任職總統期間也曾3度發佈戒嚴
令，藉此打壓政敵和拘禁異見人
士，包括後來出任總統的金大中。

青瓦台否認 斥政治煽動
根據韓國憲法，總統有權在必要

時頒佈戒嚴令以維持社會秩序及國
家安全，但總統必須即時將戒嚴令
詳情通知國會，包括戒嚴理據、戒
嚴地區及適用範圍。不過，國會只
要有過半數議員同意，便可要求總
統解除戒嚴，若然不從，國會可以
即時啟動彈劾程序。目前韓國國會
在野黨佔多數的情況下，朴槿惠未
必可以輕易宣佈戒嚴，但考慮到朴
槿惠當前戀棧權位的態度，分析亦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秋美愛前日公開表示朴槿惠有可
能實施戒嚴後，青瓦台立即否認。
青瓦台發言人鄭國然對秋美愛的說
法深表遺憾，批評她作為最大在野
黨領袖，作出不負責任的「政治煽
動」。 ■《韓國時報》

韓國檢察部門過去一周多次嘗
試要求總統朴槿惠以證人身份就
閨蜜崔順實涉嫌干政案助查，但
朴槿惠一直拒絕合作。面對青瓦
台使出「拖字訣」，檢方前日首
次公開表示，朴槿惠除了是崔順
實案的重要證人，「同時也可能
有犯罪嫌疑」，是檢方首次明確

表示可能以疑犯身份，對朴槿惠
展開調查。
檢方今日會正式起訴崔順

實、前青瓦台政策調整首席秘
書官安鐘範以及前附屬秘書官
鄭虎成等3名朴槿惠親信。分析
認為，朴槿惠所涉嫌疑的一部
分已通過親信的供詞和證據得

以確認，因此檢方將於對3人的
起訴書內寫明「與朴總統屬同
謀關係」。
檢方前日就朴槿惠在刑事訴

訟法上的調查身份表示，儘管
她不會被指定為嫌疑人，但由
於她已被檢舉，是被檢舉人，
與以往立場有所不同。有檢察
官透露，調查組將現任總統稱
為被檢舉人，實際上就是指疑
犯。 ■韓國《中央日報》

拒配合調查 朴槿惠或列「疑犯」

納吉布去年被踢爆挪用國營投
資基金一馬發展公司(1MDB)公
款，觸發大型示威。雖然醜聞纏
身，但納吉布堅拒下台，更不斷
打壓反對聲音、拘禁異見人士及
阻止網民發表批評，反映他仍然
大權在握，而且統治模式日趨威
權。有去年參加反納吉布示威的
民眾坦言，由於政治制度變革前
景黯淡，加上擔心秋後算賬，今

次寧願安坐家中。
淨選盟主席瑪麗亞．陳早前

受訪時坦言，抗爭運動活力不
足，示威者出於種種原因輕言
放棄。但她對未來仍然充滿希
望，認為抗爭者的選民意識日
益成長，更趨團結，深信反腐
運動能夠取得成果。
馬來西亞首相署部長阿莎麗

娜認為，淨選盟多次示威根本

沒有帶來真正改變，又質疑淨
選盟主張改革，舉行公平自由
的選舉，但實質上是以「獨立
公民社會」為幌子，進行反對
活動，早已偏離成立初衷。馬
華總會長兼交通部長廖中萊亦
指出，淨選盟已被反對派騎
劫，淪為推翻政府的工具。他
續稱，走上街頭推翻政府背離
民主程序，表明若不滿政府便
要示威，國家便不會和諧。

■《時代》周刊/當今大馬/
Free Malaysia Today網站

納吉布強權打壓 曾示威者棄抗爭

昨日首爾再有反對總統朴槿惠
示威，雖然人數較上周末的百萬
人少，但主辦單位宣稱仍然有60
萬人參加，是連續4星期集會中
的第二高。昨日集會與之前3次
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支持朴槿惠
的「愛朴會」首度舉行集會抗
衡，顯示朴槿惠開始動員支持
者，對倒朴勢力展開輿論反擊。
倒朴集會過程大致和平，示威

者不斷高呼「朴槿惠下台」、
「拘捕朴槿惠」的口號。由於韓

國大學高考剛結束，所以昨日的
集會多了不少學生參加，有示威
學生表示，改善國家遠比進入好
大學重要，故決定籌款買蠟燭及
樽裝水供示威者使用。另一名示
威學生說，每逢國家動盪，學生
便更難找工作，因此決定到場。
以「愛朴會」為首的朴槿惠支

持者團體，則在首爾火車站集
會，主辦團體聲稱有6.7萬人參
加，警方則指有1.1萬人。參加
者不斷揮舞韓國國旗，大叫「沒

有比朴槿惠更好的總統」、「反
對強迫下台」、「死守朴槿惠」
等口號，集會領袖更批評反朴槿
惠示威是朝鮮政府煽動，「絕不
能把國家交給他們」。

■法新社/《韓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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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測水炮車誤射同袍

動員支持者抗60萬人示威

■韓國示威民眾向警員咆哮。
路透社

■「黃衫軍」揮舞馬來西
亞國旗。 彭博社

■前總理馬哈蒂爾(中)拿手機拍下「黃衫
軍」集會盛況。 路透社

■■44萬萬「「黃衫軍黃衫軍」」敲鑼打敲鑼打
鼓遊行鼓遊行，，高舉反納吉布高舉反納吉布
標語及肖像標語及肖像。。 美聯社美聯社

■大馬警方在吉隆坡多處封路，
阻止集會。 彭博社

■「紅衫軍」僅得4000人參與示威。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