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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思邦派定心丸安撫市場
英國脫歐引發的亂局持續，財政大臣歐思邦27日打破沉默首

度發聲安撫市場，稱稍後宣布是否角逐保守黨黨魁；同樣有意爭
奪黨魁寶座的倫敦前市長約翰遜同
日與歐思邦 「同聲同氣」 稱 「恐嚇
計劃」 結束。宣佈下台後首次出席
議會會議的英國首相卡梅倫27日表
示，現階段不會啟動脫歐程序。英國脫歐

大公報駐倫敦記者 李 威

【大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報道：在法國，有官員針對英語發
起杯葛運動，英語目前是歐盟24種官
方語言之一，也是日常 「工作語言」
。但在法國南部貝濟耶，市長梅納爾
說，英國脫歐後，英語在布魯塞爾已
經沒有合法性，必須廢除其官方語言
地位。歐洲議會議員、法國左翼黨的
總統參選人梅朗雄也說，英國不應再
成為歐洲議會的第三工作語言。

英國公投脫歐後政治地震影響到

布魯塞爾，歐洲委員會主席容克被其
他歐洲官員指摘是這場鬧劇的罪魁禍
首，並要求他下台。

捷克外長扎奧拉萊克說，英國民
眾公投中反對 「負面形象」，容克就
是活生生的例子。

扎奧拉萊克對捷克電視台說， 「
在我看來。他不是這個位置的合適人
選，我們不禁想問，誰應該對英國公
投的結果負責？」不過容克這位盧森
堡的前首相，拒絕辭職。

另一方面，歐洲官員也忙於將英
國公投引發的 「脫歐」骨牌效應扼殺
在萌芽狀態中。荷蘭極右自由黨領袖
懷爾德斯也呼籲舉辦脫歐公投，對此
總理呂特認為 「不符合荷蘭利益」持
反對立場。

德國總理默克爾27日也表示，必
須防止其他歐盟成員效仿英國脫歐。
她也同時表示，理解英國需要時間啟
動程序，但強調稱，在正式啟動 「里
斯本條約第50條款」前，不會與英方
有任何私下交易。

議員促將英語踢出歐盟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被指罪魁禍
首 法新社

未公投先按揭 卡梅倫早備後路
【大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

：英國首相卡梅倫與妻子薩曼莎被發現在英
國脫歐公投舉行的8天前，與英國滙豐銀行簽
署了一項住宅貸款安排。這令人質疑，卡梅
倫是否在公投結果宣布之前，已為下台作出
規劃。

卡梅倫24日含淚宣布辭職，預計保守黨
將在三個月內選出他的繼任者，屆時卡梅倫
夫婦將搬出唐寧街10號首相府。但英國《每
日郵報》發現，他們早在英國脫歐公投拉票
活動處於高潮之時，已開始規劃 「下台」之
後的生活。

卡梅倫夫婦取得上述按揭貸款當天，英
國財相歐思邦宣布會在英國一旦脫歐之時推
出緊急預算案，還揚言到時會加稅。雖然卡
梅倫15日當天還要出席在下議院舉行的首相
答問大會，但他仍然能抽空與薩曼莎，為他
們那位於西倫敦諾丁山的價值350萬英鎊的排
屋解決按揭問題。

卡梅倫夫婦早已擁有兩個物業：一個是
位於卡梅倫所屬牛津郡選區的一間價值130萬
英鎊的農舍；另一個是位於諾丁山、有4個睡
房的愛德華式住宅，這是用他們在舊居的獲
利以110萬英鎊現金買入的。

▲卡梅倫（左）與夫人被指備好後路
路透社

◀英國民眾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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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市中心

法新社

◀工黨黨魁科
爾賓26日離開
倫敦住宅

美聯社

◀前倫敦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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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變拖歐 啟動程序延至新首相誕生

▲英國財相歐思
邦27日在開市前
發言安撫市場

法新社

上周五（24日）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引
發國際金融市場劇烈震盪，英國股市和英鎊
暴跌，主管經濟的保守黨二號人物、財政大
臣歐思邦卻遲遲未出面表態。被指 「失蹤」
數日的歐思邦27日終於現身，他罕有地在早
上7時召開記者會，希望趕在金融市場開市前
安撫市場。

歐思邦表示，雖然脫歐非他所願，但接
受民眾的選擇，會盡一切努力保持經濟穩定
，繼續帶領國家渡過艱難時期。他說，英國
未來面臨三大挑戰：市場的動盪、未來幾個
月的不確定以及與歐洲長期的關係，並提出
應對措施。

他指出，為保市場穩定，已與七國集團
成員國財長及央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領導人等聯絡，準備了應急方案；為減少不
確定性，英國不急於觸發 「里斯本條約第50
條款」（Article 50）啟動脫歐程序，待情況
明朗及10月份選出新首相之後才進行；對於
英歐關係，英國不會背棄歐洲或世界其他國
家，雙方談判期間自由貿易條款或活動不會
改變。

他最後強調，未來金融市場波動可能繼
續，但已做好迎接挑戰的準備，目前不會制
定緊急預算案，並相信英國經濟根基強健，
足以應對面臨的挑戰。在歐思邦發表講話後
，英國股市和英鎊一度止跌回升。

保守黨9月2日前誕新黨魁
在卡梅倫24日宣布辭職後，保守黨內就

相位之爭燃起烽煙。脫歐派領袖之一、前保
守黨重臣施志安早前放話，新相必須來自脫
歐陣營，才能符合選民的期待。但遭到留歐
派的反擊，力推己方陣營登上首相寶座。曾
被視為首相接班人的歐思邦在記者會上表示
，將在本周明確宣布自己是否角逐保守黨黨
魁。據悉，另一位熱門人選的內政大臣文翠
珊也將在本周內表態。

脫歐領袖、前倫敦市長約翰遜27日表示
，很明顯脫歐宣傳的 「恐嚇計劃」已經結束
，大家的養老金很安全，股市和英鎊也開始
穩定。他當天亦在《每日電訊報》上撰文稱
，脫歐的負面後果被極度誇大，目前不急於
擺脫歐盟，英脫歐後仍可進歐盟統一市場。
他說，現在英國可以依據自由貿易及合作夥
伴，而非聯邦體系，與歐盟建立關係，英國
亦可與歐盟之外的增長經濟體，建立自由貿
易協議。

保守黨後座議員組織 「1922委員會」27
日開會後決定，黨魁提名將於本周四截止，
並要求9月2日前選出卡梅倫的接任者。

工黨科爾賓力抗「逼宮」
在野工黨方面的內鬥也不斷升級，因不

滿該黨黨魁科爾賓未盡全力支持留歐，20名
「影子內閣」成員紛紛出走並要求其下台。

影子內閣下議院領袖布萊恩特（Chris Bryant）
質疑科爾賓的公投立場，稱科爾賓竟然不肯
正面回答自己的選票投給了誰。黨內人士指
，當前英國面臨危機，保守黨已不能領導國
家，工黨要來主持大局，但科爾賓不是合適
的人選，工黨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領導人。

面對同僚 「逼宮」，科爾賓拒絕辭職，
形容是對工黨領導人發動的 「政變」。他於
27日宣布組成新的 「影子內閣」，並表示工
黨也有 「退場計劃」，將在未來的英歐談判
中發揮核心的作用。他強調，接下來可能舉
行的工黨黨魁選舉中，自己還會參加競爭。

不過，工黨議員預計將於27日稍晚討論
對科爾賓提出不信任動議，大批黨員表示對
科爾賓新任命的影子內閣進行抵制。

陰謀推翻脫歐公投結果
另一方面，留歐和脫歐兩大陣營繼續圍

繞推翻公投結果激烈角力。在留歐方面，在
英國下議院聯署請願要求舉行二次公投已逾
300萬人，一些專家和學者也從法理角度探討
脫歐是否仍有迴旋的餘地。

支持留歐的前首相貝理雅表示，脫歐有
如換房子，有人說新房子好，有人說新房子
壞，只有看了新房子才知道誰說得對。現在英
國民眾感受到了脫歐帶來的動盪，等於看過了
新房，目前只是交了訂金，後悔還來得及。

脫歐陣營則批評留歐派的下
議院聯署簽名存在造假。支
持脫歐的《每日郵報》
27日網絡版頭條以 「
脫歐的阻撓者」為
題，指摘支持留歐
的貝理雅、蘇格
蘭首席部長斯特
金、自由民主黨
黨魁法倫等人陰
謀將公投翻盤，
是違背1700萬脫
歐選民的意願。

英國通過全民公投，正式宣布與
歐洲 「分手」 。但在此 「歷史性的一
刻」 卻全無慶賀與祝福：英民眾臉上
寫滿了憂愁，許多投脫歐票的人懊悔
不已；歐盟視其為極不負責任的鬧劇
，籲倫敦 「立即啟動脫歐程序」 ；其
他或在局中、或在局外的國家也只有
惋惜，緊急制定應對之策，防範可能
出現的動盪……英脫歐弄假成真，絕
非是民主的勝利，而是現實的尷尬。

何謂民主？簡言之，就是民眾平
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共同管理
國家事務。具體到脫歐公投，就是選

民一人一票，對這一足以影響國家命
運及歐洲未來走向的重大決策清楚表
明態度。很明顯，遠非每一選民對該
話題的嚴肅性都認識到位，對這一變
革的影響都有理性而明晰的判斷。許
多人並未感覺到選票的珍貴，投票過
程不乏戲謔、草率。待脫歐意外成真
，英鎊大幅貶值，荷包急劇縮水，人
們才如夢方醒，才真正感到脫歐不是
兒戲。但木已成舟，後悔於事無補。
三天來，要求重新公投的民眾聯署已
突破三百萬，但除再為世人增添點笑
料外，改變脫歐結果的可能性為零。

實難評判英國人的文明水準。據
谷 歌 公 司 分 析 搜 索 結 果 的 Google
Trend發布的統計顯示，脫歐結果公
布後六小時，英國人搜索的熱詞竟然
是 「歐盟是什麼」 、 「歐盟有哪些國
家」 、 「歐盟有多少國家」 等等，一
些選民甚至連自己的國家是否屬於歐
盟都沒搞清，就懵懵懂懂投了票。

也不敢稱頌英國人所謂的信念。
待脫歐噩夢成真時， 「後悔」 又成為
英最紅火的網絡流行語。有選民稱，
根本未意識到自己這一票的意義，認
為投票結果應是鐵定留歐，自己反潮

流般投給了脫歐。也有選民指被現實
「震醒」 ，若一切可以重來，一定會

投留歐一票。連日來，民眾懊悔情緒
爆煲，再公投聯署已突破三百萬，每
天以百萬計增長的，但除再為世人增
添點笑料外，再無其他意義。

更難恭維卡梅倫執政技藝。對民
眾而言，脫歐公投或許還是一次民主
選擇，但對職業政客來說，卻是一場
徹頭徹尾的政治投機。三年前，為尋
求連任，卡梅倫拿國家命運豪賭，試
圖通過公投一勞永逸地解決英歐爭議
。未料弄巧成拙，到頭來搬起石頭砸

了自己的腳。據說，卡梅倫辭職後，
曾在一眾親信面前傷感落淚，但歷史
已不會因眼淚而翻轉。

若一切可以重來，結果未必如此
。世間萬物，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
也有必然，但在一起事件中，究竟有
多少必然？又有多少偶然
？必然與偶然中，誰是主
導？即使最聰明的預測師
，恐怕也很難就這些問題
給出準確答案。英國脫歐
，有後悔，有竊笑，唯一
沒有的是欣喜。

脫歐弄假成真 英式民主只收穫了懊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