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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美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任
教的穆爾西，2012年代表穆兄

會參加埃及歷來首場民主總統選舉
並當選，但在位僅一年多，反對派
便發起連場示威，抗議穆爾西及穆
兄會騎劫推翻前總統穆巴拉克的反
政府示威，以及試圖推動埃及伊斯
蘭化，最終與穆巴拉克關係友好的
軍方介入，時任防長的現任總統塞
西發動政變推翻穆爾西上台，並將
穆兄會打成恐怖組織。

洩露國家機密囚25年
穆爾西下台後，被控在2012年武
力鎮壓示威造成多人死亡，罪成判
監20年；前年9月，埃及最高上訴
法院再以向卡塔爾洩露國家機密的
罪名，判處穆爾西25年監禁。他前
日出庭，是就另一宗間諜案受審。
綜合埃及官方消息和穆爾西律師團
隊所述，穆爾西前日出庭時情況正
常，他在玻璃分隔的犯人欄內陳詞15
分鐘，當中強調自己是埃及合法總
統，要求設立特別法庭進行審訊，又
揚言掌握了大量秘密材料，威脅公
開。穆爾西的陳詞以一段歌頌對埃及
的愛的詩詞作結，但發言完畢後，穆
爾西突然在犯人欄內暈倒，當局立即
將他送往醫院，但途中證實不治。埃
及檢察總長辦公室稱，穆爾西是死於
心臟病發，初步驗屍確認他身上沒有

明顯的新傷痕。

拒家屬要求安葬家族墓地
穆兄會不接受官方說法，指穆爾
西所囚監獄環境惡劣，經常被單獨
關押，2013年被囚以來只獲准與家
人見面3次，即使患有糖尿病和高血
壓，仍無法得到應得治療，食物質
素極差，違反基本人權。不過路透
社引述醫護消息稱，穆爾西一直獲
准在私家及警方醫院接受治療，否
認延醫。
雖然穆兄會號召支持者集體出席

穆爾西的葬禮，並在全球所有埃及
使領館外示威，但埃及政府為防生
變，昨日立即安排穆爾西在家屬見
證下下葬開羅東部，未有按照家屬
意願讓他歸葬家族墓地。埃及官方
電視台雖然報道穆爾西死訊，但未
有提及他的前總統身份。

伊朗哀悼 土總統形容「烈士」
多個與穆爾西及穆兄會關係密切

的國家或組織均表示哀悼，其中土
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形容穆爾西是
「烈士」，伊朗外交部亦發聲明致
哀。國際特赦組織促請埃及進行
「公正、徹底及具透明度」的死因
調查，指埃及政府有責任確保在囚
人士接受適切醫療看護。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穆兄會斥當局「謀殺」號召全球示威

埃及前總統穆爾西庭上猝死

2011年1月25日

數以萬計埃
及 民 眾 示
威，促穆巴
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宣
佈辭職，由
軍方暫時接
管權力。

2011年2月11日 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

埃及舉行國
會選舉，多
個伊斯蘭政
黨勝出。

穆 爾 西 以
51.7%得票
率 當 選 總
統。

2012年6月30日 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

穆爾西計劃
修憲擴大總
統權力，引
發示威。

軍方發動政
變，推翻及
拘 捕 穆 爾
西。

2013年7月3日 2013年8月14日

穆爾西支持者
與警方衝突，
穆兄會被列為
恐怖組織。

埃及舉行總統
選舉，塞西以
96.9% 得 票
率當選。

2014年5月

埃及首位民選總統、2013年因軍事政變下台的穆爾西，前

日就間諜罪出庭受審期間突然暈倒，送院途中逝世，終年67

歲。埃及官方表示穆爾西是死於心臟病發，不過他生前所屬的

穆斯林兄弟會則指控當局多年來將穆爾西囚禁在惡劣環境中，

等同將他「謀殺」。當局昨日即時安排穆爾西在開羅下葬，以

防穆兄會號召支持者聚集，多個國際組織均

要求徹查穆爾西之死的真相，土耳

其、卡塔爾及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

運動(哈馬斯)等與穆兄會關係友

好方紛紛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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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2011年爆發示威浪潮，時任總統穆
巴拉克下台，為當時沸沸揚揚的「阿拉伯之
春」掀起高潮。穆斯林兄弟會領袖穆爾西其
後執政，卻無法解決亂局，一年後即被軍方
推翻並鋃鐺入獄，最終在法院陳詞時猝逝。

穆爾西猝逝彷彿是「阿拉伯之春」的縮影，折射這場西方支
持的反政府浪潮僅得一剎光輝，社會動盪、經濟停滯、極端
主義冒起等惡果隨即浮現，整個「春天」最終戛然而止。

運動爆發前社會安定
「阿拉伯之春」爆發前，伊斯蘭世界大部分處於君主政治

或強人統治，雖然未有奉行西式民主體制，但各國政治及經
濟尚算安定，無論是埃及的開羅、沙姆沙伊赫，敘利亞的大
馬士革，突尼斯的蘇塞、突尼斯城，均是歐洲人的熱門度假
勝地。

然而2010年底，突尼斯小販布瓦齊齊因不滿警察貪污自焚
身亡，引發當地反政府示威，其後擴散至摩洛哥、埃及、巴
林等多國。埃及示威如火如荼之際，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公
開要求穆巴拉克下台，被視為埃及最終變天的原因之一，埃
及翌年更舉行首次民主選舉。

穆爾西時代宗教衝突加劇
假如埃及的故事就此結束，那確實是一場政治運動的童

話。只是現實往往不似預期，穆爾西上台後，他所屬的穆斯
林兄弟會大力鼓吹伊斯蘭主義，使埃及逐漸背離穆巴拉克時
代的世俗化方針，不同宗教之間的仇視愈演愈烈，各地屢次
出現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事件。後來穆爾西政府倒台，部分穆
斯林激進分子認定基督徒支持軍方政變，大批基督徒開設的
商店、學校和教堂遇襲或遭縱火，全國逾900萬基督徒人心
惶惶，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

不斷激化的宗教思想加上社會動盪，使宗教極端組織有機
可乘，例如在中部的明亞省，恐怖組織「Gamaa Islamiya」
勢力日益擴張；西奈半島更成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重要據點，ISIS先於2015年向一架從西奈半島飛往俄
羅斯的客機發動炸彈襲擊，機上224人全數罹難，2017年再
襲擊西奈半島一間清真寺，逾300人死亡。

恐襲頻生 重挫旅遊業
政治不穩、恐襲頻生導致埃及經濟惡化，遊客大幅減

少，埃及政府2016年被迫把本幣埃及鎊貶值五成，導致物
價飆升，當地去年底通脹率高達18%。當局為求應付政府
開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貸款，為此推行緊縮
政策，並調高公共服務收費，埃及電費由2016年至今已累
積調高 113%，有大學教授坦言如今要節衣縮食，減少吃
肉，基層苦況可想而知。這與穆巴拉克執政時的穩定局
面，可謂天淵之別。

類似情況在其他受「阿拉伯之春」影響的地區同樣出現，例
如文化和宗教向來較包容的突尼斯，過去數年多次發生恐怖襲
擊，嚇跑不少遊客和投資者，當地去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
長只有2.6%，比前總統本．阿里在位時還要低，本幣第納爾由
2017年起貶值逾兩成。利比亞強人卡扎菲在「阿拉伯之春」後
倒台並被殺，各部落和武裝勢力卻無法組織新政府，導致內戰
持續至今，首都的黎波里近月更遭反政府軍圍困。

阿拉伯世界社會狀況與西方不能同日而語，「阿拉伯之
春」的弊端，在於盲目套用西式民主，卻忽視區內本已存在
的宗教、社會和部落矛盾，結果統治多年的強人倒台，反而
導致社會問題激化，部分地區內的鬥爭更始終不休，昔日的
穩定局面已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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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爾西1951年出身於埃及東部省一
個小康之家，在開羅大學取得工程學
士及碩士學位後，赴美國深造，1982
年獲得美國南加州大學材料科學博士
學位，於加州州立大學任教3年後，
1985年回國出任宰加濟格大學材料科
學教授，並擔任工程系主任。不過在
專注學術的同時，穆爾西從學生時代
就一直參與政治活動，曾經加入反以
色列團體「抵抗猶太復國主義委員
會」，1970年代末更加入穆斯林兄弟
會，並在組織內扶搖直上。

單獨囚禁 禁絕會客
2000年，穆爾西以獨立候選人身
份當選埃及國會議員，並出任穆兄會
議會黨團主席，2005年再成為穆兄
會最高決策機構指導局的成員，但其
後因參與支持改革派法官的示威被判
入獄7個月。2011年1月底，穆爾西
曾因宣佈支持並參加針對時任總統穆

巴拉克的示威被捕，穆巴拉克下台
後，穆兄會組建自由與正義黨參加國
會選舉，成為國會第一大黨。2012
年總統大選中，穆兄會原本安排另一
人選參選，但因不符合參選資格，令
穆爾西得以候補身份參選並成功當
選，成為埃及史上首位民選總統。
2013年被推翻後，穆爾西長期被囚

禁在隔音的單人囚室裡，被禁絕會客，
家人最後一次與他見面是2018年，辯
護團隊更是自2017年之後便沒在法庭
以外見過他。相比起來，下台後
同樣面臨多項控罪的穆巴拉
克，日子好過得多，他
受審期間一直獲安排入
住軍方醫院，而且幾乎
所有定罪都在軍方重新掌
權後被推翻，2017年
獲釋後，至今仍然安
然居於開羅的家。

■綜合報道

工程學者從政 穆兄會扶搖直上

埃及2011年在「阿
拉伯之春」浪潮中，推翻

前總統穆巴拉克，穆爾西翌
年成為埃及首名民選總統。
然而此後埃及政局持續動

盪，穆爾西政府執政僅一
年便被推翻，亂局至今

仍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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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 爾 西
2015 年出庭
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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