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泰危機 撕裂「歐改革之星」
英媒︰自治區今宣佈獨立 挑釁中央出手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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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獨立風波

擾攘多時，今日迎來關鍵一天，

馬德里政府要求自治區須回覆是否

已獨立，若對方一意孤行，馬德里

將收回自治權、全面接管。無論自

治區如何回覆、中央政府如何反制，只有一件事十分明確︰獨立

爭議已導致加泰羅尼亞社會深深地受傷和撕裂，在統獨兩派的朋

友和家庭成員之間，留下難以磨滅的疤痕。英國《泰晤士報》昨

引述消息指，自治區政府將宣佈獨立，試圖挑釁中央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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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高舉西班牙國旗民眾高舉西班牙國旗，，表達意願表達意願。。美聯社美聯社

加泰羅尼亞與西班牙歷史上固然
有過無數恩恩怨怨，但為何獨立勢
力在後佛朗哥時期一度沉寂後，近
年突然急速冒起，更引發了今次獨
立危機？除了歐債危機後的不滿
外，英國《衛報》前總編輯普雷斯
頓指出，由自治區政府資助的加泰
語媒體，多年來一面倒地宣揚「加
泰羅尼亞慘遭西班牙殖民壓迫3個世
紀」的訊息，並打壓反分離主義的
聲音，民眾缺乏機會接收不同資訊
下，自然產生「獨立才是主流」、
「獨立才是出路」的錯覺。
加泰羅尼亞政府自1983年起，創
立以加泰語廣播的加泰羅尼亞廣播
公司，在獨派政客掌權下，這些加
泰語電視和電台成為播「獨」喉
舌，例如10月1日獨立公投後，電
視台不斷重複播放警員毆打堵塞票
站人士的片段，卻只有零星報道提
及反獨立示威。
為顯示「公平」，電視台也會邀請
統派評論員出席節目，但其中兩名評
論員指出，節目上他們往往要以一人
之力，舌戰其餘3至4位獨派嘉賓，
「目的是要製造統派是少數、甚至是
加泰社會邊緣人的印象。」

圍爐取暖 以為歐盟撐獨立
獨派往往以加泰羅尼亞擁有自己的

語言作為獨立依據，事實上，當地很
多內陸地區居民都只會加泰語，這些
最支持獨立的地區，亦往往就是只靠
加泰語電視台接收資訊的一群，即使
上網，也只會與加泰語同胞「圍爐取
暖」。缺乏相反意見下，他們對時局
的看法與巴塞羅那等大城市居民相距
甚遠，例如他們會以為歐盟會歡迎加
泰羅尼亞獨立、當地經濟前景一片光
明，更認為只要「自己話事」便能解
決一切問題。 ■《衛報》

加泰羅尼亞的獨立公投令歐洲各地分離
勢力蠢蠢欲動，意大利北部兩個大區，包括
米蘭所屬的倫巴第大區和威尼斯所屬的威尼
托大區，將於本周日投票，決定是否向意大
利中央政府要求更大自治權。不過與加泰羅
尼亞公投前後的場面相比，米蘭和威尼斯的
市面相對平靜，遊客如常觀光。
如果不是的士車身上的投票廣告，或者留意

到街道上零星的橫額，一般人不會知道兩地即
將舉行投票。兩區公投均無法律約束力，但大

區政府希望可以藉此獲得民意授權，與中央政
府討價還價。倫巴第大區主席馬羅尼表示，投
票率越高，談判籌碼就越多。
倫巴第大區政府計劃擴大23項自治權

力，包括保安、教育、科研及環保等，認為
現有自治權與上繳稅款不成正比，估計兩者
「差額」為540億歐元(約5,560億港元)。馬
羅尼所屬的北方聯盟早年曾經要求脫離意大
利獨立，不過他承認這些只是「革命性用
語」，未能實現。 ■《紐約時報》

加泰羅尼亞獨立風波如何令
普通家庭產生分歧，從當地居
民羅斯身上可見一斑。羅斯是
土生土長的加泰羅尼亞人，堅
持自治區獨立，這令他與妻子
加西亞「火星撞地球」，因為
加西亞在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
亞長大，無法想像支持獨立運
動，她慨嘆丈夫「永遠不認為
我是正確的」。羅斯夫婦有一
名7歲兒子，他與父親談話時
用加泰羅尼亞語，跟母親就講
西班牙語。

認沉默多數不容忽視
夫婦倆住在巴塞羅那市中

心，羅斯是一家遊客出租公寓
的經理，加西亞是一名翻譯
員。對於自治區能否脫離西班
牙，羅斯表示自己計算過，由
於未獲大多數人支持，現時獨

立並不可行。雖然自治區政府
主席普伊格德蒙特稱9成選民
贊成獨立，但只有43%合資格
選民投了票，「沉默多數」的
力量不容忽視，這亦令獨立公
投的認受性備受質疑。
羅斯希望可仿效2014年英國
容許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的例
子，就是中央政府認可公投為
合法，才是爭取自主權的較現
實途徑。然而他承認獨立運動
令經濟蒙上陰影，尤其是公投
後大銀行和企業宣佈撤離，這
比暫緩獨立更沉重地打擊獨
派。妻子加西亞認為，加泰羅
尼亞的「民族主義」源於當地
人不願向中央繳付稅收，但丈
夫隨即駁斥她，形容「這決非
一場飢餓的人所發動的革命，
這是關乎文化。」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民調顯示，收入較高的加泰
羅尼亞家庭，較傾向支持獨
立，包括公務員和大學畢業生
等組別。獨立立場除與收入相
關外，出生地方也是影響因
素，若受訪人士及其家族在加
泰羅尼亞住得愈久，支持獨立
的意願亦愈高。
加泰羅尼亞政府民調研究中

心的數據顯示，在每月收入低
於900歐元(約8,268港元)的人
士中，32%支持獨立；每月收
入1,800至2,400歐元(約1.7萬
至2.2萬港元)人士中，約53%

支持獨立。一份訪問約1,500
名選民的調查指出，只有在自
稱「過着舒適生活」的人中，
獨立才是受歡迎的選項；在
「經濟環境困難」的人中，只
有1/3人支持獨立。拒絕獨立
人士中，大部分為沒有工作、
退休或低收入人士。
調查亦發現，如受訪者三代

以來都是生於加泰羅尼亞，支
持獨立的比例高達75%，受訪
者家族與加泰羅尼亞關係愈疏
離，支持獨立比例則愈低。

■西班牙《國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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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立場「火星撞地球」
子用雙語溝通

退休及低收入者反獨立

威尼斯米蘭周日公投 謀更大自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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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獨派領袖被拘留兩名獨派領袖被拘留，，巴塞羅那大批巴塞羅那大批
獨派抗議表示不滿獨派抗議表示不滿。。 美聯社美聯社

■■若加泰一意孤行若加泰一意孤行，，馬德里將收回自治馬德里將收回自治
權權、、全面接管全面接管。。圖為首相拉霍伊圖為首相拉霍伊。。路透社路透社

■■反對獨立人士早前上街力撐統一反對獨立人士早前上街力撐統一。。法新社法新社

■■普伊格德蒙特無聲示威普伊格德蒙特無聲示威。。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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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是否已宣佈了獨立，自治區
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在周一含糊

其辭，僅稱要與中央談判，但中央
重申必須有明確答覆，並立下當地
時間今日上午10時(香港時間今下午
4時)的終極死線。首相拉霍伊昨要求
普伊格德蒙特所屬政黨的黨員，游
說他回心轉意作出理智的抉擇，勿
再惹麻煩。西班牙憲法法院亦裁定
自治區上月通過的《公投法》無
效，意味本月初的獨立公投違憲。
然而《泰晤士報》引述普伊格德蒙
特身邊的消息人士透露，「我們不會
退讓，任由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羅尼
亞，沒人會服從馬德里官員的命
令」。據報普伊格德蒙特接着會要求
舉行自治區選舉，試圖挾着反對中央
接管的民意，讓他以更強勢的姿態重
新當選。若成真，中央政府將啟動憲
法第155條，但由於未有先例，故如
何實施直接管治，仍是未知之數。自
治區傳媒報道，中央會先接管自治區
日常運作，再舉行選舉。

英撐統一 拒認加泰「獨立」
英國首相文翠珊前日致電拉霍
伊，表示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缺乏
法律基礎，不會承認自治區單方面
宣佈獨立。加泰羅尼亞兩名獨派領
袖早前被控煽動叛亂，遭法院下令
拘留，約20萬人前晚在自治區首府
巴塞羅那出席燭光集會抗議。
隨着政治危機拖延日久，馬德里
和自治區政府一直劍拔弩張，受苦
最深的還是加泰羅尼亞普羅大眾。
從月初公投的警民暴力衝突，到統
獨兩派的大型示威，都在加泰羅尼
亞人的親朋好友之間，劃下一道道
情感傷痕。獨派認為馬德里未有給
予自治區及其語言足夠的尊重，無
法作為西班牙的一部分繼續繁榮發
展；統派則批評遭獨派欺騙和滋
擾，有人更打算移民。

精神困擾求診 不乏兒童
精神分析師烏維托表示，一系列政
治事件對成人、青少年和兒童等各年
齡階層的人都留下明顯的心理衝擊。
他透露，近期絕大部分向他求診的病
人，都花了一整次療程於解決政治運
動帶來的精神困擾，當中不乏兒童。

烏維托又指出，雖然統獨兩派的分裂
最明顯，但很多沒既定立場的人也陷
入困境，例如家長是統派支持者，而
兄弟姐妹則撐獨派，那麼立場中間的
人則不知該站在哪一邊。
在巴塞羅那，支持獨立的53歲工
程師何塞普批評馬德里政府打壓，
稱早前的警民衝突令他和父親感到
焦慮和憤怒，夜晚難以入睡。從事
翻譯的64歲統派市民拉戈同樣不
滿，她指出因為自己反對獨立，就
遭對方冠以「法西斯分子」的標
籤，令她感到自己不是加泰羅尼亞
的一分子。

衝擊身份認同 禍馬德里
巴塞羅那在今年8月才經歷過客貨

車向人群恐襲，導致14人死亡。該
市危機小組負責人波爾卡爾表示，
恐襲在很多人心裡留下陰影，他們
正努力克服恐懼，嘗試讓生活回復
正常，但獨立風波重新撕開心理傷
口，「每次街頭有騷動，他們(心理
受創傷者)的努力就立即付諸流水，
因為這令他們想起恐襲的可怕情
景。」即使近期的集會大都是和平
進行，但人們還是擔心警方執法時
會出現暴力事件，這種失控感和不
安感將造成後遺症。社會撕裂的不
僅限於加泰羅尼亞，馬德里康普頓
斯大學心理學教授福塞表示，馬德
里人也愈來愈焦慮，感到自己的身
份認同受攻擊，難以從中抽離。

恐累歐盟 後果超西銀負債
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經濟，也成為政

治鬥爭的犧牲品。在歐債危機時期，
西班牙淪為經濟最疲弱的「歐豬」之
一，陷入最嚴重衰退，經過拉霍伊政
府的大刀闊斧改革後，經濟重拾升
軌，今年更有望連續第三年錄得3個
百分點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
成為歐洲復甦的明星。然而分析師擔
心若局勢繼續升級，恐怕會把歐盟捲
進來，拖累該區的復甦進程，後果將
比西班牙銀行負債問題更嚴重。彭博
通訊社形容，西班牙本來是歐盟改革
的「明星」，但加泰羅尼亞爭議令這
角色岌岌可危。

■《泰晤士報》法新社/美聯社/
彭博通訊社/加拿大《環球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