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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去年8月總統大選後連日爆發示威，反對派動員在多個城市抗
議，部分示威更演變為警民衝突。而在示威浪潮尚未平息時，

歐盟便對白俄實施制裁。今次「迫降」事件發生後，歐盟迅速一致同
意制裁白俄，包括禁止白俄航班飛越歐盟領空。

聯繫反對派 大放厥詞煽惑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前日表示，如果白俄能夠「改變方向」，
「過渡至民主政體」，歐盟便會向白俄提供經濟援助。她稱歐盟希望
向白俄傳遞兩道訊息，「對於白俄民眾，我們知悉了你們對變革、民
主和光明未來的渴望。對於白俄當局，施壓、暴力和脅迫不會為你們
的政權帶來任何合法性。」
馮德萊恩更揚言，白俄當局和平過渡至民主只是時間問題，歐盟準
備好採取一切可行措施加以配合。歐盟委員會發言人亦透露，馮德萊
恩已致函白俄反對派領袖季哈諾夫斯卡婭和其他反對派人士，「對白
俄民眾的勇氣與力量，表達尊重和敬意」。
美國白宮前日則宣布正與歐盟合作，制訂針對白俄總統盧卡申科及
白俄政府主要官員的制裁名單，並於下月3日起，重新對白俄9間國
企實施全面制裁。白宮發言人普薩基稱，華府呼籲盧卡申科允許國際
社會對「迫降」事件展開可信調查，美國亦不排除實施更多制裁。

《衛報》：試圖收歸白俄
西方國家過去數年一直希望就白俄問題，與白俄傳統盟友俄羅斯角
力。去年8月白俄爆發反政府示威期間，美國更一度派兵進駐北約成
員國立陶宛，在接近白俄邊界地區舉行軍演。不過不論是公開聲援反
對派，還是透過經濟制裁或軍事手段向白俄施壓，均未能動搖白俄政
權。
英國《衛報》分析指出，今次白俄「客機迫降」事件，給予西方國
家針對白俄的藉口，而歐美各國使出「利誘」、禁止航班入境，以及
後續各項經濟制裁等措施，便是對白俄軟硬兼施，最終企圖實現政權
更迭，將白俄納入自身勢力版圖。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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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前日宣稱，若白

俄「向民主過渡」，便

可獲得歐盟提供30億歐元

（約283億港元）貸款，美國

則準備再次制裁9間白俄國營企

業。美歐的最新舉動，均帶有「顏色

革命」的影子，顯示西方國家有意借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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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約翰遜經
常借人權問題大做文章，

多次指責俄羅斯違反人權，近
期更批評白俄羅斯拘捕反對派記

者。然而對於俄國總統普京盟友、持反移
民立場的匈牙利極右總理歐爾班，約翰遜卻邀

請他訪問英國，前日在首相府與對方討論貿易議
題。英國在野政黨和輿論紛紛批評約翰遜為貿易利
益，將人權議題拋諸腦後。
在約翰遜前日會晤歐爾班前，一批示威者在首相
府外抗議兩人會面。首相府則為約翰遜邀請歐爾班

到訪的決定辯護，稱這次會面對於英國
在脫歐後保持繁榮發展非常重要。英國商
業大臣關浩霆亦為上司解圍，稱在後脫歐時
代，英國需與個別歐盟國家建立雙邊關係。
歐爾班一向與歐盟存在分歧，並認同約翰遜

帶領英國脫歐，他曾指歐洲受到穆斯林「入
侵」，言論備受爭議。約翰遜同樣被指曾發表具冒
犯性的言論，例如他於2018年在報章專欄中，形容
戴上面紗的穆斯林女性看似「信箱」和「銀行劫
匪」。

●綜合報道

美國經常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在多地策動「顏色革命」、顛覆其
他國家政權，例如發動伊拉克戰爭，令當地人民以為只要推翻薩達姆
政權後便可過上安穩生活，殊不知等待他們的卻是長年的流離失所
和頻繁戰亂。伊拉克人民並非西方「顏色革命」唯一的犧牲
品，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和吉爾吉斯
斯坦「鬱金香革命」，同樣由美國等西方國家背後策劃，令全
球政局變得更為混亂，人民生活朝不保夕。

砸薩達姆像 男子悔不當初
在2003年3月，英美聯軍以伊拉克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為

由，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直接出兵伊拉克，一名叫賈布里的男
子當時揮舞大鐵錘，砸向薩達姆的巨型雕像，以為隨着雕像
倒下，他和其他人便可迎向自由。不過，伊拉克自此戰火不
斷，加上親美的伊拉克政府腐敗，令國家根本無法有效管
治。賈布里數年前接受英國傳媒訪問時，滿臉哀愁地表示，
每當自己走過那座倒下的雕像時，均感到痛苦和羞恥，無數
次問自己為何推倒它，「我真想重新把它豎立起來，但這樣做
的話，我恐怕會喪命。」
烏克蘭在2004年至2005年間爆發「橙色革命」，幕後黑手同
樣是美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當時插手干預烏克蘭2004年總
統選舉，聲稱得票最多的親俄羅斯候選人亞努科維奇，依靠舞弊
擊敗對手尤先科，西方國家更暗中出錢煽動民眾上街抗議和發動
大罷工。烏克蘭翌年重新舉行總統選舉，親西方的尤先科在美國
扶植下成功當選，令美國實現在烏克蘭建立親美政府的目標，藉
此制衡俄羅斯。烏克蘭社會經歷「橙色革命」後陷入更嚴重撕
裂，最終在2014年再度爆發激烈示威，令國家分裂、經濟全面下
滑。 ●綜合報道

白俄羅斯發生「客機迫降」事件後受到西方國家針對，白俄總統盧卡
申科前日前往俄羅斯城市索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以示兩國團結
共同抗衡西方施壓。普京指出，美國在2013年為了追捕被指洩密的中
情局前僱員斯諾登，迫使時任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的專機降落奧地
利，西方當時卻保持沉默，明顯有別於對白俄的處理手法，暴露其雙重
標準。

憂重演去年大規模示威
克里姆林宮表示，普京與盧卡申科的會談議題，包括繼續發展雙邊關

係，落實經貿、能源和人文領域的合作項目，以及白俄和俄羅斯在聯盟
國家框架內推動一體化等。盧卡申科與普京會面時表示，他帶來有助普
京理解「客機迫降」一事的機密文件，對於普京的支持表達感謝，同時
指西方國家試圖在白俄引起動亂，令當地局勢返回去年8月爆發大規模

反政府示威的時候。
普京表示，他非常歡迎盧卡申科來訪，還提議兩人一同游泳，
指俄羅斯和白俄將持續有序和分階段地深化兩國關係。普
京同時認為，歐盟要求歐洲客機繞過白俄領空飛行是一
種情緒宣洩。

分析指出，盧卡申科可能會要求俄國提供額外
財政支援，並希望普京能在下月舉行的俄美峰
會上，捍衛白俄的利益。

另一方面，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日前
到訪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與白俄
總理洛夫琴科會面，米舒斯京表
示，俄方反對在國際舞台上
對白俄實施單邊制裁，呼
籲各方不要將客機緊急
降落一事政治化，俄
方支持白俄聲稱須
由航空部門進行
國際透明調查
的立場。
●綜合報道

與匈極右總理會面
約翰遜雙標露餡

普京晤盧卡申科展團結 控西方雙標

經濟崩壞戰火不休 「顏色革命」無好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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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早年對付敵對政權，主要採取入侵手段，例如
冷戰時期的古巴、1989年的巴拿馬，以至2003年出兵
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近年則頻頻發動「顏色革
命」，透過支持當地反對派，煽動反政府示威，以達
到推翻敵對政權、扶植親美傀儡政權目的。然而翻看

歷史，許多爆發「顏色革命」的國家在換上新政權後貪腐叢生、內戰不
休，人民生靈塗炭。美國目的已達，反對派便棄如敝屣，百姓更成為犧
牲品，不少人都為當年被美國利用而追悔莫及。

美國對「顏色革命」可謂「搞上癮」，前總統奧巴馬時期的「阿拉伯
之春」，將整個中東弄垮。埃及爆發「阿拉伯之春」，長期執政的強人
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穆爾西成為埃及首位民選總統，結果引發內亂，軍
政府最終掌權。

前蘇聯國家和中亞地區許多國家的政權，亦被「顏色革命」推倒，換
來的只是亂局，烏克蘭是明顯例子，美國幕後扶植的反對派領袖尤先
科，在2004年大選敗於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尤先科和西方國家隨即
裏應外合，發動大規模示威，最終尤先科在重選勝出。在尤先科任內，
烏克蘭經濟急速下滑，民不聊生，尤先科在2010年大選大敗，亞努科
維奇再次上台，美國此時再搞局，煽動反對派上街示威推翻亞努科維
奇。烏克蘭政治危機導致國家分裂，戰事連連，數以萬計民眾逃離家
園，國家至今仍動盪不安。

近年美國矛頭集中在白俄羅斯和吉爾吉斯斯坦等親俄羅斯政權，藉此
與俄國角力。白俄總統盧卡申科掌權20多年，西方早已不滿其親俄立
場，然而西方扶植的白俄反對派不成氣候，在去年總統大選一敗塗地。
西方國家其後以選舉舞弊為借口，再煽動反政府示威，將白俄弄至混亂
不堪，但仍未能動搖盧卡申科政權。今次「客機迫降」事件，正好給西
方一個藉口，美歐再次打出「組合拳」軟硬兼施，美國施加制裁，歐盟
更赤裸裸表明若白俄「過渡至民主」，便提供巨額貸款，試圖煽動民眾
反政府。

白俄風波再將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表露無遺，白俄社會恐再陷入亂
局，民眾必須加以警惕，以免成為西方的政治工具。事件亦令人想起前
年香港的暴亂，同樣有「顏色革命」影子，西方國家煽動黑暴，企圖實
現其反華陰謀，雖然黑暴聲勢目前稍為收斂，但西方國家必然死心不
息，須時刻提防死灰復燃。

有借口便發功 慎防黑暴重臨
林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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