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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粹思潮崛起、土耳其外交風波的種種紛擾

下，荷蘭今日舉行大選投票，引起社會激烈爭議的

極右自由黨(PVV)憑反歐盟和反移民主張冒起，相關

議題將是影響大選結果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本報

記者分別訪問在荷蘭土生土長的居民，以及來自東

歐的留學生，發現雙方態度分歧頗大，但均認為歐

盟須改革。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黎耀康荷蘭鹿特丹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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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羅馬尼亞的Ruxandra在萊頓大
學海牙學院修讀國際關係，她表示

自己未取得荷蘭國籍，但傾向支持首相
呂特所屬的自由民主人民黨(VVD)，原
因是該黨對歐盟較友善，經濟及環保政
策也跟她的觀點一致。Ruxandra指出歐
洲必須團結，尤其是英國去年公投通過
脫歐，歐洲人更須宣示對歐盟仍有信
心，建立穩定及包容多元文化的社會。
她認同歐盟並非完美，「但總比什麼也
沒有好」，希望完成學業後能留在荷
蘭，成為大學講師。

企業走法律罅低薪請移民
不過，居於鹿特丹的長者Bogaards對
接納東歐移民則有保留，他指出近年大

量來自波蘭、羅馬尼亞等地的勞工湧
入。荷蘭政府為保障本地勞工，規定外
勞工資不得低於本地人，但不少企業仍
然鑽法律漏洞，以廉價僱用東歐人，
「荷蘭人便沒有工作，只能領取微薄的
救濟金」。這導致市場薪酬水平下降，
加劇貧富懸殊，「得益的只有企業」，
情況更不斷惡化。
對於荷蘭政治現狀，Bogaards表示荷

蘭政府由多黨合組，各黨互相制衡，即
使PVV等較激進的政黨勝出，也要放棄
部分主張，因此他認為國家不會走向極
端，「只會有小改變」。不過這也意味
一些社會問題將無法解決，國民只能看
着國家「一點一滴變壞」，甚至逐漸習
慣這種變化。Bogaards認為部分小政黨
政綱怪誕，PVV領袖懷爾德斯則過於極
端，故決定投票給基督教民主呼籲
(CDA)，「這只因為我不喜歡其他政
黨」。

大學生︰難民問題難卸責
支持「動物黨」的大學生Emi亦稱，

自己不反對歐盟，但歐盟必須改變，相
信動物黨能帶來新思維。她批評荷蘭在
難民危機中同樣有責任，應對此深入研
究，避免難民潮重演。

近日荷蘭及土耳其爆發外交糾紛，雙
方均採取強硬立場回應，事件不斷升
級。受訪者Bogaards認為選舉對這場外
交風波起催化作用，「VVD(首相呂特的
自由民主人民黨)要輸了，呂特若希望
VVD繼續成為最大黨，便須展示勇氣，
不能向土耳其屈服，要發放『我們並不
弱小』的訊息」。因此令事件愈鬧愈
大，但也反映土耳其在荷蘭的影響力擴
大。
移居荷蘭逾 40 年的土耳其裔男子

Vural表示，近年荷蘭社會對移民的態度

有變，種族關係轉差，「我們和他們像
變成兩種人」，對此感到憂慮。Vural認
為自己完全融入荷蘭社會，上周末參與
示威的人也只是少數，希望外界不要標
籤土裔人。
荷蘭「思考黨」(DENK)兩名國會議員
都是土耳其裔，該黨大力提倡移民權
益，更揚言移民不一定要融入社會，Bo-
gaards認為DENK反映擁有土耳其及荷
蘭雙重國籍的人可能無法接受荷蘭社會
價值觀，甚至忠於土耳其政府，長此下
去將成心腹大患，「他們就像癌細胞，

從內部不斷入
侵 」 。 Bo-
gaards批評土
耳其總統埃爾
多安企圖復興
昔日的鄂圖曼
帝國，並利用
雙重國籍人
士，向荷蘭及
其他歐洲國家
施加影響力。

■■懷爾德斯懷爾德斯((右右))
誓言誓言「「去伊斯蘭去伊斯蘭
化化」，」，要求政府要求政府
關閉邊境以抗難關閉邊境以抗難
民民。。 美聯社美聯社

荷蘭極右自由黨(PVV)黨魁懷爾德
斯，前日與首相呂特在電視辯論中正面
交鋒，歷時30分鐘的辯論火藥味十足，
誓言「去伊斯蘭化」的懷爾德斯重申，
政府應關閉邊境，將難民拒諸門外，提
到近期與土耳其的外交風波時，他強調
必須驅逐土國大使。呂特警告PVV提倡
脫歐，只會令國家陷入混亂，批評對方
紙上談兵，未能提出解決問題的實質對
策。
在大選前夕，荷蘭與土國的外交風波
升級，懷爾德斯借題發揮，指歐盟為應
付難民潮而與土國達成協議，他認為要
保護邊境，就不應與「土國總統埃爾多
安那種人」合作，令荷蘭淪為人質。土
國最近派官員到荷蘭宣傳修憲公投，遭
當局禁止，懷爾德斯批評呂特太溫和，

「應把土國大使及使館職員驅逐出
境」。

首相批治國非玩twitter
呂特批評懷爾德斯紙上談兵，「要治

理國家，就要採取合理措施，跟坐在梳
化玩twitter是兩回事」，在場人士立即
鼓掌讚好。呂特指封鎖邊境絕不可行，
又揶揄懷爾德斯的《可蘭經》禁令不切
實際，「他是否打算成立《可蘭經》特
警，逐家逐戶沒收《可蘭經》？」兩人
談及經濟、醫療等議題時，亦與移民扯
上關係，懷爾德斯指政府為新移民提供
的醫療福利，比本地人還多。
呂特在辯論前稱，他希望荷蘭成為首
個阻止民粹勢力擴散的國家，呼籲選民
停止民粹「骨牌效應」。

辯論交鋒
極右黨魁促關邊境

嘆族裔關係轉差 土移民：像變兩種人

■Bogaards
認為自由黨
政見極端，
不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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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羅馬尼亞來自羅馬尼亞
的大學生的大學生RuxanRuxan--
dradra 擺出心形手擺出心形手
勢勢，，以示支持歐以示支持歐
盟盟。。 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政黨政黨DD6666的義工向途人拉票的義工向途人拉票。。 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呂特呂特((左左))與懷爾德斯於電視與懷爾德斯於電視
辯論中正面交鋒辯論中正面交鋒。。 法新社法新社

選前民調顯示，在國會150席當中，
懷爾德斯所領導的極右自由黨(PVV)可
能無法取得30席，而且其他政黨也拒絕
與PVV聯合執政。懷爾德斯雖然未必能
夠掌權，但他的影響力不在於是否取得
首相職銜，而在於煽動社會排外和極右
思潮，撼動主流政治派系。
有「荷蘭特朗普」之稱的懷爾德斯挑
戰荷蘭開放多元的傳統價值觀，並揚言
若PVV成為最大黨卻無法聯合執政，將
掀起「國民抗爭」。即使懷爾德斯無法
上台，在短中期內，他的支持度會繼續
上升，而這對政局帶來三大衝擊。

疑歐擴散 極右政客發圍
首先，懷爾德斯大可推動極端政見，
令整個政治光譜進一步右傾，而其他主
流政客亦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同化」。

例如首相呂特在競選時，就曾要求移民
遵守荷蘭價值規範，否則遣返回國，反
映他為了抵抗懷爾德斯，被迫採取與政
敵相近的政策主張。其次，由於近30個
政黨爭奪國會議席，政局嚴重分裂，
PVV可打着反建制的旗號繼續興風作
浪，令荷蘭新政府的管治更加困難。
不過更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是政治兩
極化和疑歐情緒擴散至歐盟其他成員
國。在荷蘭，要求脫離歐盟的呼聲不如
英國般強烈，但仍有相當一部分選民支
持「荷退」(Nexit)，懷爾德斯倚仗疑歐
派的支持而崛起，歐盟其他極右政客也
會試圖把握這機會，鼓吹各自的脫歐立
場，包括法國「國民陣營」領袖勒龐。
由此可見，就算懷爾德斯未能勝選，他
帶來的政治震盪未來在荷蘭和歐洲政壇
仍會引起迴響。

懷爾德斯同化主流
右傾外溢

荷蘭拒絕土耳其官員入境出席修憲造
勢集會的事件繼續發酵，土耳其前日宣
佈停止兩國高層交往，並禁止荷蘭駐土
耳其大使入境。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早
前表明，會就土國在歐洲所受待遇入稟
歐洲人權法院。他昨日重提1995年波斯
尼亞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事件，指荷蘭
的聯合國維和部隊無法阻止8,000名波
斯尼亞人被殺，其國家道德觀已毀於一
旦，故荷蘭沒有資格教導土耳其何謂文
明。首相呂特批評埃爾多安的言論令人
厭惡，且與歷史事實不符。
土耳其副總理庫爾圖爾穆什在內閣會

議後表示，因應荷蘭的舉動，土國將停
止與荷蘭的部長級及高層會議，禁止荷
蘭外交航班進入領空，亦會拒絕荷蘭大
使入境，並建議國會退出兩國之間的交
流組織。他指出，兩國現陷入嚴重外交

危機，歸咎荷蘭是始作俑者，須主動為
事件降溫，否則制裁持續。土耳其歐盟
事務部長切利克亦表示，土耳其應重新
審視阻截難民的政策。荷蘭駐土大使賴
伊現時身在土國外，使館事務由代辦處
理。

分析：荷首相「企硬」抗極右
歐盟委員會外交高級代表莫蓋里尼，

前日與歐盟擴張事務專員哈恩發表聯合
聲明，敦促土耳其克制，免令爭議升
級。土耳其外長指歐盟選擇性實踐民主
理念，荷蘭顯然違反人權和歐盟價值，
故歐盟不應支持荷蘭。
荷蘭首相呂特在這場外交風波中「企

硬」，分析指由於該國大選在即，呂特
須採取強硬立場，以抗衡極右自由黨黨
魁懷爾德斯。

土拒荷使入境 禁兩國外交往來

■■中間派的中間派的DD6666租用旅遊巴租用旅遊巴，，在鹿特丹市內在鹿特丹市內「「流動宣傳流動宣傳」。」。 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