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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周二晚開入首都哈拉雷後，一直控制主
要政府機關和國營電視台，雖然街頭到處

都是裝甲車和軍人，但昨日市面秩序仍大致平
靜。較早前曾有傳格雷絲已逃到鄰國納米比亞，
但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她和穆加貝都被禁錮在
「藍宮」內，同樣被囚的還有格雷絲派系「40一
代」兩名部長，分別是高等教育部長莫約和地方
事務部長卡蘇庫韋雷，兩人均是在寓所被軍方攻
擊後匆忙逃入「藍宮」。

著名神父勸下台 南非遣特使調停
各方均嘗試調停事件，路透社稱，津巴布韋

著名天主教神父穆科諾里曾以中間人身份，提
出讓穆加貝體面下台，但被穆加貝拒絕。區內
大國南非的總統祖馬，則派出防長馬皮薩－恩
卡庫拉與國家安全部長邦戈為特使，與穆加貝
以及軍方領導人會面。
暫時未知姆南加古瓦事前是否知道軍方行

動，相傳身處南非的他，至今仍未公開現身或

發表聲明。

前副總統早研「後穆加貝時代」
不過路透社引述津巴布韋情報部門報告指，

曾任情報機關首長的姆南加古瓦，一年多之前
已經開始與軍方及反對派研究「後穆加貝時
代」安排，報道更指出，多種跡象顯示軍方已
經開始落實姆南加古瓦的計劃。

反對派恐軍方拒還政於民
據報軍方高層正計劃組建一個大選前的過渡

政府，臨時總統將由姆南加古瓦出任，內閣官
員則包括多名前執政民盟領袖，反對派領袖、
前總理茨萬古拉伊據報亦已提前結束在南非的
癌症治療，啟程回國。反對派普遍對軍方行動
表示審慎歡迎，但部分人仍然有戒心，特別是
擔心軍方開干政先例後，會否輕易將權力歸還
民選政府。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獨立報》/英國《金融時報》

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發生疑似軍事政

變後，局勢仍未明朗，據報總統穆加

貝、夫人格雷絲和兩名部長，被軟禁

在穆加貝的私人官邸「藍宮」，但93

歲的穆加貝拒絕下台，堅持要完成當

前任期，又堅稱自己為「唯一合法統

治者」。據傳軍方將領正計劃組成過

渡政府，推舉上周被撤職的前副總統

姆南加古瓦任臨時領導人，多名反對

派領袖已獲邀請加入政府。

津巴布韋軍方「兵不血刃」地輕易取得首都哈
拉雷控制權，士兵行動時亦相對克制，未有驚動
民眾，不少人都是在周三早上起床後，才發現長
達37年的穆加貝時代已經結束。有人對於改變突
然來臨表示高興，形容就像在發一場好夢，也有
反對派領袖以「黎明來臨前最黑暗」來形容軍方
行動，希望軍方信守承諾，可以在穆加貝下台歸
還權力。
軍方前日早上在哈拉雷主要幹道設置路障，並

派裝甲車封路，市面交通較平時疏落，不過到中
午路障已被移除，裝甲車亦返回軍營。即使在穆
加貝的私人官邸附近，亦未見有額外保安駐守。
哈拉雷南面中部省的76歲農夫內森表示，他不反
對推翻穆加貝，但認為軍方行動本身是要支持同
屬執政黨的前副總統姆南加古瓦，即使情況怎樣
變改，仍是執政黨掌權，故不少村民都感到百感
交集。 ■《衛報》/法新社

突迎新時代
國民喜憂參半

津巴布韋一夜「變天」，部分人認為這是國家由
獨裁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但暫掌政權的軍方會否甘
於放權，頗成疑問。哈佛肯尼迪學院學者姆帕尼認
為，軍方發動政變只是出於自身奪權野心，而非國
家整體利益，這令津巴布韋經濟和民主改革前景黯
淡。《紐約時報》和彭博通訊社評論認為，政變並
非解決津巴布韋政局問題的答案，不值得慶祝。
姆帕尼指出，政變起源於執政非洲民族聯盟－愛

國陣線(民盟)的內部權鬥，總統穆加貝有意讓妻子
格雷絲繼位，而非流亡海外的前副總統姆南加古
瓦。軍方突然介入政局，是因為它與姆南加古瓦有
「特殊關係」。鑑於當前民間力量薄弱、反對派不
成氣候，軍方全面接管政權的機會很高，這只會延
續「穆加貝式」統治。

前副總統同是鐵腕強人
彭博通訊社引述分析指，姆南加古瓦在多年的

權鬥中，與建制派系內各勢力建立穩固關係，相
比之下，穆加貝愈趨依賴軍方。軍方也累積了
愈來愈大的政治資本，通過將重要國家機
構軍事化，並以武力作後盾打壓穆加貝的
反對者，阻止國家走向民主化。作為回

報，軍方獲得利潤更豐厚的政府項目合約、具有高
價值的土地和採礦權。在很多其他國家，當政府到
了危急關頭，軍隊往往出面「勤王」，津巴布韋軍
方則不同，它雖然與執政黨民盟關係密切，但不一
定完全聽命於穆加貝，從今次政變已可見一斑。
被稱為「鱷魚」的姆南加古瓦有機會接任總統，

是否代表一種進步，津巴布韋人不敢樂觀。當地媒
體《Zimbabwen》主編姆班加稱，姆南加古瓦同樣
是鐵腕強人，在擔任穆加貝親信期間，曾策劃選舉
暴力、綁架反對者並侵吞國家資源等。

■《紐約時報》/彭博通訊社/《衛報》

分析：政變非答案 軍方攬權扼殺民主

柬埔寨最高法院昨日裁定，最大反對黨救國黨
118名黨員，與美國等外國勢力串謀策動革命罪名
成立，判處118人由即日起5年內不得參政，同時
解散救國黨。據報救國黨的議席將會被分配到執政
黨的盟友手中。分析認為，法院此舉是要為首相洪
森連任鋪路，有人權組織形容「柬埔寨民主已
死」。
判決由有執政黨黨籍的法官宣佈，他稱救國黨不

派出代表律師到庭上，變相承認有關與外國勢力串
謀策動革命的控罪。救國黨和美國政府均否認指
控，指柬埔寨政府提供的主要證據竟然是一篇救國
黨主席的演講辭，簡直赤裸裸的政治打擊。
洪森多年來不斷削弱反對黨勢力，但2013年大

選中，洪森領導的執政黨僅以些微優勢勝出。執政
黨去年開展一連串打擊反對黨行動，導致救國黨前

黨魁流亡，現任黨魁索卡亦於兩個月前因叛國罪入
獄。有身在倫敦的反對黨成員稱，他們現時沒有抗
爭計劃，但一定會繼續這場「民主的戰鬥」。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法國政府昨日表示，月初在沙特阿拉
伯突然宣佈辭職的黎巴嫩總理哈里里，
已接受總統馬克龍的邀請，將於日內前
往巴黎。黎巴嫩總統奧恩稱，希望這可
為解決危機「打開大門」。沙特外交大臣
朱拜爾指出，辭職是哈里里的決定，何
時回國亦是他的決定。
法國外長勒德里昂昨日在訪問沙特
期間表示，他將與哈里里會面，又承
諾對方在法國會獲得朋友般的招待。
他表示法方已知會沙特王儲穆罕默
德，但沒有透露哈里里何時起行。法
國總統府表示，哈里里及家人獲邀請
前往法國「數日」，但這不代表他會
在法國流亡。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邀黎國總理赴法
馬克龍出面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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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津巴布韋軍方採取行動拘禁總統穆加貝後，當地

民眾和西方媒體都直接用「政變」形容事件，不過
美國國務院前日回應時，未有使用「政變」或「試
圖政變」等字眼，據報國務院已經強烈勸喻旗下官

員，在局勢穩定和明朗前，應盡量避免使用有關字
眼。根據美國法律，一旦津巴布韋軍方的行動被認
定為政變，華府將需暫停對津巴布韋的援助，因此
國務院此舉相信是要避免在新政府確立前損害美津
關係。
軍方尚未表明會否推翻總統穆加貝，但無論如

何，軍方行動已大致符合美國一般對政變的定義，
亦即「一國的軍隊或其他精英試圖透過非法和蓄意
的行為推翻現任行政機關」。

「語言偽術」避責
美國政府向來對於使用政變、戰爭等狀態非常

審慎，以「戰爭」為例，理論上美國自二戰以來

便從未對外宣戰，即使是朝鮮半島戰爭、越戰和
伊拉克戰爭等，在華府的官方定義中都只算「延
伸軍事行動」。國務院對於其他國家內部局勢的
定義亦非常小心，以確保美國利益為優先。例如
華府若把某件事認定為「種族滅絕」，便可能有
責任介入，因此沒有將緬甸若開邦衝突列為「種
族清洗」。
埃及軍方2013年推翻民選總統穆爾西，當時美

國奧巴馬政府便曾就是否定義為軍事政變，花費3
周進行內部討論。華府對於本身的行為也會用「語
言偽術」修飾，例如將虐待戰犯的手法稱為「強力
盤問」、以「間接損害」形容被美國空軍錯誤炸死
的平民。 ■美聯社

美拒定性「政變」留後路

「人權觀察」昨日發表報告，
指出緬甸軍方在造成數十萬難民
逃往孟加拉的若開邦軍事行動
中，輪姦無數羅興亞婦女。報告
指，緬甸軍方的暴行等同反人類
罪。

8婦遭5名以上軍人輪姦
報告收集了強姦倖存者、救援

組織和孟加拉衛生官員的證言，
詳述大規模強暴的案例，包括緬
軍把羅興亞婦女聚集起來加以性
侵。報告作者惠勒說：「強暴已
成為緬軍對羅興亞種族清洗中，
顯著並具破壞性的特徵。緬甸軍
方暴力野蠻的行徑，已讓無數婦

女遭受殘酷傷害和心理創傷。」
在29名受訪的強暴倖存者中，

28人被至少兩人輪姦，當中8名婦
女更遭5名以上軍人強姦。她們憶
述，眼睜睜看着年幼兒女、配偶和
雙親遭到殺害後，自己再被強暴。
許多倖存者說，她們帶著浮腫撕裂
的下體行走，為了抵達孟加拉忍受
多天劇痛。
「人權觀察」記錄6宗輪姦案
例，軍人把婦女聚成一群，將她
們毒打一頓再輪姦。報告指，不
少受害人都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或精神抑鬱。她們的傷口未經
治療，傷勢包括陰部撕裂和細菌
感染。 ■法新社■■警方在法院外戒備警方在法院外戒備。。 美聯社美聯社

■■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曾於外訪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曾於外訪
埃塞俄比亞時跌倒埃塞俄比亞時跌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津巴布韋市面一切如常津巴布韋市面一切如常。。 法新社法新社

■■民眾閱讀政變新聞民眾閱讀政變新聞。。 路透社路透社

■■前副總統姆南加古瓦前副總統姆南加古瓦((左左))被被
指密謀推翻穆加貝指密謀推翻穆加貝。。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軍人在裝甲車軍人在裝甲車
上監察上監察。。美聯社美聯社

柬國高院解散反對黨
首相鋪路連任

羅興亞婦
遭緬軍輪姦至下體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