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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同聲譴責

梵蒂岡
教宗方濟各昨日在聖伯多祿廣
場發表復活節文告，譴責斯里
蘭卡襲擊為「殘忍的暴力行
為」，對此感到非常難過。

美 國
總統特朗普在twitter發文，向
斯里蘭卡人民致以深切哀悼，
美國準備提供協助。

英 國
首相文翠珊對斯里蘭卡發生襲
擊感到震驚，向所有受影響的
人致以最深切慰問，稱各方需
團結一致，確保沒有人要在恐
懼中崇拜。

歐 盟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形容事件
「可怕及令人痛心」；外交政
策專員莫蓋里尼稱，這是斯里
蘭卡和全世界傷感的一天。

荷 蘭
首相呂特形容襲擊事件可怕，
向死傷者及其家屬致以慰問。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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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大早，澤連斯基將投票的航運學
院就聚集了數百家媒體。11時，在12

名保鏢簇擁下，澤連斯基與妻子葉連娜來到
投票點。澤連斯基表示，他昨晚徹夜未眠。
但無論結果如何，此次選舉都將是烏克蘭人
民的勝利。記者在現場看到，前美國駐烏克
蘭大使威廉·泰勒作為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
的觀察員出現在投票點，而歐安組織議會大
會主席格奧爾吉·策列特里則在澤連斯基投
票前與其握手寒暄。

波羅申科未能完成致命一擊
此次選舉共有19個國際組織和17個國家
派出2,344名國際觀察員，其中美國國家民
主研究所的觀察員76名，僅次於歐洲大選
觀察員代表團，位居第二。中午12時，總
統波羅申科與家人在總統府附近的軍官之家
投票點進行投票。波羅申科呼籲選民在投票
時保持理智。他說，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國

家。投票前，波羅申科還與家人一起去基輔
弗拉季米爾教堂進行了棕櫚主日禱告活動。
近期民調顯示，澤連斯基支持率高達

72%，而波羅申科支持率僅為25%，烏媒體
普遍認為這場選舉的勝負已無懸念，澤連斯
基勝出將標誌着庫奇馬時代的烏克蘭所有政
治集體謝幕。烏政治分析人士博爾特尼克認
為，波羅申科未能在辯論中完成對對手的致
命一擊，因此已提前宣告失敗。
兩天前，兩位候選人在基輔奧林匹克體育
場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儘管該辯論並非法
律意義上的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而是候選
人的個人競選表演，仍然吸引了2.2萬名觀
眾現場觀戰。烏克蘭上一次總統候選人辯論
還是15年前，在時任總理的亞努科維奇與
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之間展開的。辯論中，
波羅申科表示，澤連斯基如當選將是弱勢總
統，無法抗衡俄羅斯總統普京。澤連斯基則
反唇相譏，指責總統貪腐治國。記者在現場

看到，體育場內秩序井然。兩位候選人在台
上唇槍舌劍，台下雙方支持者卻並未劍拔弩
張，可見雙方陣營對選舉結果都已心中有
數，願坦然接受結果。
由於澤連斯基此前在競選活動中行事低

調，鮮於接受採訪，也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
引發外界對其能力的擔憂。然而，從當天辯論
臨場發揮來看，澤連斯基犀利的提問和巧妙的
回應，令現場多數選民滿意，這在很大程度上
稀釋了外界對其質疑。政治經驗豐富的波羅申
科卻處境尷尬，其發言時台下觀眾不時發出噓
聲，甚至很多人做出大拇指朝下的不滿手勢。
烏克蘭政治問題專家布扎羅夫認為，兩位候選
人的表現都不錯，但問題是民眾並不看重辯論
內容，因為他們早已對總統失去信任。

分析指澤連斯基難鞏固政權
一周前，親總統的烏國家戰略基金會主席
別列佐韋茨向記者坦言說，「毫不諱言，我

們已做好成為反對派的準備。」別列佐韋茨
認為，戰勝波羅申科的是「澤連斯基現
象」，而非澤連斯基本人。在西方社會方興
未艾的反建制思潮中，烏克蘭所有的傳統政
治精英都難敵政壇新人。「澤連斯基獲勝將
是大概率的，這主要是因為烏國內充斥着反
政權的非理智情緒，導致波羅申科的不支持
率高居不下，接近六成。在此情況下，波羅
申科難以獲勝。」
別列佐韋茨認為，澤連斯基可以運用新技

術手段和民眾的反抗情緒贏得選舉，但他難以
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澤連斯基要想鞏固政
權，需要具備出色的領導能力，如在經濟上要
有所建樹，對強力部門要有很強管控能力，在
反腐問題上要取得真正成果，但目前看來，無
論澤本人還是其團隊都未必具備這樣的才能。

弱勢總統或令政局撲朔迷離
別列佐韋茨預測，烏克蘭未來出現政治危

機的可能性較大，新總統很可能將是弱勢總
統。烏克蘭現為議會總統制國家，根據烏法
律，總統選舉後，政府內閣可以留任，因為
政府是由議會多數派組成。而新議會選舉將
於秋季舉行。儘管趁熱打鐵提前選舉議會對
新總統有利，但根據烏憲法，在議會最後六
個月任期之內，總統不得提前解散議會。因
此，議會現有政黨料將盡最大可能拖延總統就
職典禮，使新總統不具備解散議會的條件。
可以預見，在總統選舉後的半年之內，烏

政壇或將出現新總統、看守內閣和現議會三足
鼎立的局面。總統有權任命新的外交部長、國
防部長、國家安全局局長、總檢察長以及國家
安全與國防委員會秘書。但是前四位高官的任
命，總統只有提名權，還必須經過議會批准。
如果議會不批准總統的提名，則很可能在澤連
斯基上台初期，外長、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局
局長、總檢察長均由現職或現副職代行職責。
因此，選後烏政局走向將更加撲朔迷離。

澤連斯基發言人：若當選只幹一任不謀連任

烏克蘭昨日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投票，現任總統波羅申科

與演員澤連斯基進行終極對決。澤連斯基發言人日前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獨家採訪時預測，澤連斯基第二輪得票率為

60%至70%。發言人指出，澤連斯基如當選，將信守競選

承諾，只幹一任，絕不謀求連任。因此，他不會因戀權而瞻

前顧後、左右逢源，而將發動真刀真槍的反腐和大刀闊斧的

改革。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張武 烏克蘭報道

斯里蘭卡頻發宗教暴力
佛教徒被指排擠少數宗教 去年86宗衝突針對基督徒

在數十年內戰期間，泰米爾分離主義組織「泰米
爾之虎」及其他叛亂組織不斷發動暴力，斯里

蘭卡中央銀行、商場、佛寺及有大量遊客入住的酒
店，均成為炸彈襲擊目標。泰米爾人於2009年結束
分離主義運動後，近年當地不同宗教仍屢生衝突。

僧侶圖干擾周日崇拜
據2012年的統計數字，斯里蘭卡當年2,200萬人

口中，佛教徒佔70%，印度教徒佔12.6%，穆斯林
和基督徒分別佔9.7%及 7.6%。僧伽羅人主要信奉
佛教，泰米爾人則信奉印度教、伊斯蘭教及基督教
為主。基督徒團體表示，近年他們受到激進佛教僧
侶針對的情況不斷增加，斯里蘭卡「全國基督教福
音聯會」指出，去年確認86宗針對基督教的歧
視、恐嚇或暴力事件，本年至今則發生26宗，包
括曾有佛教僧侶試圖干擾周日崇拜。
美國國務院去年發表斯里蘭卡人權報告，指出當地
部分基督教團體及教會遭政府打壓，將基督徒的崇拜
聚會列為「非法集會」，要求停止聚會。佛教僧侶亦
經常阻撓基督徒和穆斯林舉行集會。

曾現穆斯林激進組織
激進佛教徒同樣針對穆斯林，部分佛教徒組織指
責穆斯林經常偷竊佛寺的財物。穆斯林則懷疑由於
他們在許多小鎮經營商店，佛教徒妒忌他們做生意
賺錢，因此以不同藉口攻擊穆斯林。
伊斯蘭極端組織近年肆虐全球，不過斯里蘭卡未

有發生涉及外國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恐襲，當地警方1
月曾拘捕4人，指他們隸屬一個新成立的穆斯林激
進組織，並在突擊搜查行動中，檢獲大批爆炸品及
信管。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斯里蘭卡過

去數十年來陷

入內戰，屬少

數族裔的泰米

爾人發動武裝獨立運動，與佔人口大多數

的僧伽羅人掀起連串衝突，造成嚴重傷

亡。隨着內戰於2009年結束，斯里蘭卡

並未重現和平，不同宗教之間的流血衝突

接踵而來，其中佔人口多達70%的佛教

徒，被指排擠伊斯蘭教及基督教等少數宗

教，單在去年便發生86宗針對基督徒的

歧視、恐嚇及暴力事件。

斯里蘭卡當局在復活節連環
襲擊後實施宵禁，並以阻止假
消息散播為由，封鎖facebook
及WhatsApp等社交媒體，令
不少外國遊客無法及時與親友
聯絡。
早前剛從倫敦移居科倫坡的

費爾南度事發後在 twitter 留
言，提醒親友可能無法透過fb
或WhatsApp與她聯絡，她表
示自從當局頒佈實施宵禁後，
便無法登入多個社交網站，包
括YouTube及instagram等，「人們如
今只能用手機短訊聯絡，或者twitter還
可以用。」
今次遇害的旅客，大部分都是在酒

店喪生，當地旅遊業人士擔心事件會對

業界帶來災難性打擊。一名酒店員工嘆
道，經歷過多年內戰後以為終於可以重
頭開始，沒想到又發生嚴重襲擊，「很
多人會因為這次襲擊失去工作。」

■綜合報道

遇襲的聖安東尼教堂位於斯里蘭卡首都科
倫坡郊區，早於19世紀荷蘭殖民統治時
期，神父安東尼奧在當地傳道後，獲荷蘭殖
民政府撥地興建，供奉天主教聖人聖安東
尼，被主教團列為全國朝聖地。教堂其後經
歷多次擴建，斯里蘭卡政府曾在2010年推
出特別版郵票，紀念建堂175周年。
荷蘭殖民統治斯里蘭卡初期禁制天主教，

神父只能暗中傳道。安東尼奧當年假扮商
人，藏身一條漁村，其間村民請求他想辦法
阻止巨浪淹沒漁村，安東尼奧遂在海灘豎立
十字架和祈禱，海浪隨即退卻，村民因此紛
紛信奉天主教。安東尼奧之後建造聖安東尼
教堂，方便傳道，安東尼奧逝世後，遺體亦
下葬於此。 ■綜合報道

遇襲的聖塞巴斯蒂安教堂位於斯里蘭卡尼
甘布市，由於市內天主教徒持續增加，教會
於1936年動工興建聖塞巴斯蒂安教堂，以
容納更多信徒。教堂由神父甘農設計，仿照
法國蘭斯大教堂的哥德式建築風格，於
1946年竣工。
聖塞巴斯蒂安是殉道聖人，聖塞巴斯蒂安

教堂每年1月均會舉行「聖塞巴斯蒂安節」
以作紀念，於此日舉行巡遊和向窮人免費派
發食物，並上演話劇講述聖塞巴斯蒂安殉道
故事，但在1950年開始已改為在聖誕節以
僧伽羅語演出話劇，講述東方三博士祝賀耶
穌基督出生的故事。 ■綜合報道

當局封鎖社媒 遊客難報平安

遇 襲 教 堂 簡 介

始建荷蘭殖民統治時期

仿法國教堂哥德式風格

在烏克蘭兩位總統候
選人上周五舉行辯論
期間，澤連斯基批評
波羅申科上台5年，
仍未能結束烏東戰
事，波羅申科則諷刺
澤連斯基要解決戰
事，只能跑到俄羅斯
總統普京面前下跪。

澤連斯基此時突然表示，要
向在烏東戰事死者的家屬下
跪請求原諒，他隨即面向在
場兩萬觀眾跪下，波羅申科
也即時背向觀眾、面向支持
者下跪。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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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票站登記。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張武 攝

■■澤連斯基澤連斯基
在第二輪投在第二輪投
票中投票票中投票。。

法新社法新社

■波羅申科帶同孫兒在投票站投票。 美聯社

■■軍方在遇襲教堂外嚴守軍方在遇襲教堂外嚴守。。 美聯社美聯社

■當地居民抗議恐怖襲擊。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