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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7日，北非國家突尼斯一名年輕菜販因擺檔時，持續受到執

法人員暴力對待，憤而自焚抗議，事件觸發全國示威，更掀起北非和中東反

政府抗議浪潮，最終導致區內多名強人領袖被推翻，被稱為「阿拉伯之春」

(Arab Spring)。然而10年過去，當年爆發過示威的國家，經濟和政

治形勢並沒有變得更好，當中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內戰更

持續至今，讓美國等外國勢力藉機進行軍事介

入，導致生靈塗炭，留下一頁頁

血的教訓。

突尼斯 26 歲菜
販 布 瓦 吉

吉，2010年12月17日因為不堪擺攤
屢遭警察打壓，引火自焚抗議，留醫至翌年1

月4日不治。布瓦吉吉的自焚和死亡引爆突尼斯長年以來的
民怨，民眾紛紛上街示威，要求掌權23年的總統本．阿里下
台，示威規模不斷擴大，成為席捲全國的「茉莉花革命」，最

終本．阿里於2011年1月14日下台，流亡沙特阿拉伯。

舊秩序雖破 新秩序未立
突尼斯示威的成功，加上西方媒體的推波助瀾，吸引了其他阿拉伯國家
民眾仿效，示威反對政府貪腐，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阿爾及利
亞短時間內先後爆發大型抗議集會，更導致時任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
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也門總統薩利赫等，相繼下台或被殺，令中東北非幾
十年來的政治秩序被嚴重擾亂。
然而連串示威或「革命」並未為區內帶來更繁榮安定的社會。在埃及，
在大選中當選的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代表宗教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在埃
及推行伊斯蘭宗教統治，結果上任後不到2年，即被塞西領導的軍隊以政
變的方式推翻，恢復了埃及的世俗政治。然而許多國家，如利比亞、敘利
亞等國並非如埃及這樣秩序得以建立，舊的秩序雖破，但新的秩序始終沒
有建立起來。

外國介入 敘利亞內戰難平
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的反政府示威更演變成長年內戰。曾參與利比亞
示威的馬吉表示，他們最初沒打算要卡扎菲下台，「只想要多一點自由和
正義」，但卡扎菲政府的鎮壓行動，導致民眾以武裝對抗政府。卡扎菲被
趕下台後，被反政府武裝追捕擊斃，但利比亞亦從此群龍無首，反政府武
裝與各地軍閥爭權奪利，時至今日戰火仍未平息。
在敘利亞，最初的抗議同樣是要求總統巴沙爾推行改革，但結果引發內
戰，造成死傷無數，大量民眾流離失所，引發歐洲難民潮 。與利比亞一
樣，敘利亞局勢持續混亂，讓外國勢力有機可乘，介入當地衝突，以擴大
自己的影響力。

昔日示威者：再無發言權
今天阿拉伯世界不少人仍指責「阿拉伯之春」為暴力和經濟崩潰打開洪
水閘門，導致後來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或成為難民，而留在家園的人，也因
國內的混亂而永無寧日，例如突尼斯長年深陷經濟危機，失業率和通脹居
高不下，當年參與反政府運動的律師胡伊達表示，「人們認為本．阿里倒
台，就可以解決所有事情，但我想這需要20年到30年時間。」
輿論認為，美國一直支持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反政府示威者，當年參與抗
議集會的敘利亞人達努恩稱，「我們之前被外國強權玩弄，現在敘利亞沒
有任何發言權，外部勢力說的才算數。」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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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西迪布濟德市一名攤販在2010
年自焚抗議，引發「茉莉花革命」，最
終令「阿拉伯之春」蔓延北非和中東。
西迪布濟德作為「阿拉伯之春」源頭，
居民現時生活未見改善，且面對嚴重失
業問題，不少居民抱怨在當地根本找不
到工作，對未來失去希望。
西迪布濟德的職位主要來自工廠或農

業，但平均每月收入僅150第納爾(約
433港元)。25歲的拉希米在2015年取得
電腦專業文憑，仍需工作4年，才

儲得足夠資金開設小餐廳。
拉希米曾向銀行借貸但

被拒絕，她形容銀行審批極嚴，難以取
得貸款，她的餐廳經營6個月便倒閉，
自此失業。拉希米表示，許多居民均慨
嘆過去10年的生活愈來愈差，很多人嘗
試偷渡往歐洲，部分人途中不幸葬身大
海。
在西迪布濟德經營紡織廠的菲特尼表

示，在「茉莉花革命」前，他的工廠聘
有500名員工，但示威爆發後，所有
客戶均逃離西迪布濟德，紡織廠目前
已廢置。菲特尼批評政府沒有策
略鼓勵投資，以致營商環境每
況愈下。 ■法新社

「革命之源」爆失業危機 突尼斯人不敢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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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敘利亞曾是
中東地區舉足輕重的國

家，但隨着「阿拉伯之
春」爆發，埃及經歷嚴重社

會動盪，敘利亞更陷入漫長內
戰，國力大不如前。相反，沙特

阿拉伯等海灣國家近年急速發
展，外交影響力大增，填補「阿拉

伯之春」造成的地緣政治權力真
空，進一步鞏固在中東地區
的話語權。
巴林在「阿拉伯之春」期間

雖然出現示威浪潮，但在沙特
支援下，局勢轉趨穩定。海灣
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亦向約
旦和摩洛哥提供財政支援，協
助當地推行社會改革。埃及
和敘利亞由於局勢不穩，令
人才和資金外流，阿聯酋局
勢相對穩定，對外宣傳為
安全投資地點，乘機吸納
巨額外資。

海灣國家的國力近年

不斷提升，在國際舞台扮演更重要角色，
例如卡塔爾正籌備2022年世界盃、阿聯酋
去年首次將太空人送上國際太空站，沙特
早前亦主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這些國
家在外交上亦更進取，巴林和阿聯酋今年
便與以色列建交。科威特大學歷史系助理
教授賽義夫指出，「阿拉伯之春」令阿拉
伯世界的傳統權力中心變弱，讓海灣國家
代之而起。 ■法新社

沙特乘虛而入
埃及敘利亞失聲失勢

■埃及的話語權大減。 美聯社

■■美軍多年進駐美軍多年進駐
敘利亞敘利亞。。 法新社法新社

■■突尼斯人在黑市買入美金突尼斯人在黑市買入美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阿拉伯阿拉伯
之春之春」」推翻推翻
多國政權多國政權，，
卻沒有改善卻沒有改善
人民生活人民生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敘利亞一所難民敘利亞一所難民
營中營中，，一名婦人手一名婦人手
抱小孩抱小孩。。 法新社法新社

■■突尼斯爆發新冠危突尼斯爆發新冠危
機後令經濟雪上加機後令經濟雪上加
霜霜，，民眾集會示威要民眾集會示威要
求政府發放救濟金求政府發放救濟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