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莎家住伊朗西部庫爾德斯坦省薩基茲市。
13日，她與哥哥基拉亞什一起到首都德黑蘭拜訪
親戚，但在市區被道德警察指責 「頭巾戴得太
鬆」 ，隨後被拉上警車，帶到拘留中心接受 「再
教育」 。約1個小時後，基拉亞什到拘留中心接
瑪莎，卻聽到她昏迷倒地被送往醫院的消息。16
日，瑪莎搶救無效身亡。

伊朗警方稱，瑪莎死於心臟病發作。但瑪莎
的家人表示她沒有心臟病，且被送到醫院時身上
有傷痕，懷疑是警方濫用暴力導致瑪莎死亡。一
張據稱是瑪莎腦部CT圖像的照片上有顱骨骨折和
腦出血跡象。

德黑蘭等地連日爆發示威，多名女子焚燒頭
巾、剪掉長髮，以示對限制女性穿着自由的 「頭
巾法」 和道德警察的抗議。男子亦加入示威隊
伍。據伊朗政府和民間團體統計，截至21日已有
至少9人在混亂中死亡，包括一名警隊成員。

馬斯克擬向示威者送「星鏈」
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頒布 「頭巾

法」 ，要求年滿9歲的女性在公共場所佩戴頭
巾遮住頭髮，並以寬鬆服飾遮蓋身形。道德警
察負責檢查女性是否遵守規定，並被賦予懲罰
違規者的權力。今年7月和8月，萊希分別簽署
兩項法令，進一步收緊 「頭巾法」 ，引起民眾
不滿。在此背景下，瑪莎之死成為大規模示威
的導火索。

伊朗政府努力穩定局勢。哈梅內伊的助理前
往瑪莎家中表示哀悼，並承諾當局會採取行動。
萊希與瑪莎的家人通電話，表示已第一時間要求
政府展開特別調查。據伊朗媒體報道，大德黑蘭
地區道德警察的負責人米爾薩伊已經被停職。

然而，美國等西方國家火上澆油，煽動伊朗
人繼續示威，並將矛頭指向伊朗政府。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在推特發文，要求伊朗政府 「停止對女
性的系統性迫害，允許和平示威」 。英國外交大
臣克萊弗利聲稱，示威說明伊朗政府應當 「換一
條路」 ，例如放棄發展核武器。

美國科企
SpaceX 創 始
人 馬 斯 克
稱，他將為
自己的 「星
鏈」衛星互聯
網系統申請
制裁豁免，
以便在伊朗提
供服務。有分
析指，近年全
球各地的反政府
示威者利用互聯網
組織行動，馬斯克此
舉顯然是為伊朗示威者
提供便利。

伊朗總統：美國不可信
德黑蘭地區政府21日表示，已在示威現場逮

捕了至少3名外國公民。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卡納
尼批評說，西方國家將人權當作干預伊朗局勢的
工具，試圖利用一宗仍處於調查階段的案件實現
政治目的。他直言，長期制裁伊朗的美國，才是
伊朗人權最大的破壞者。

美國一直將反美的伊朗政府視為眼中釘，雙
方矛盾重重。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
議，並再次對德黑蘭舉起制裁大棒，擾亂伊朗經
濟民生。2021年4月起，伊核協議相關方舉行多
輪會談，但由於美國態度反覆無常，談判始終未
能取得突破。19日，萊希啟程前往美國參加聯合
國大會，但他表示沒有興趣與美國總統拜登會
面，也無法相信美國。

美國2016年沒收了伊朗央行在紐約花旗銀
行的20億美元資產，用於補償1983年黎巴嫩貝
魯特軍營爆炸案的遇難美軍家屬。華府單方面認
為伊朗與爆炸案有關，伊朗則指責美國違反國際
法，並將其告上國際法庭。21日，美國要求國際
法庭拒絕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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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頭巾法

哈梅內伊現身 破病重傳言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伊朗最高領袖

哈梅內伊17日和21日兩次公開現身，戳破西方媒
體上流傳的 「哈梅內伊病重」 傳言。他此前約兩
周沒有公開露面。

《紐約時報》16日援引4名 「熟悉哈梅內伊健
康狀況」 人士報道稱，83歲高齡的哈梅內伊病重
卧床，不得不取消所有會議和公開活動，一個醫
療團隊正在觀察他的情況。社交媒體上甚至有傳
言說他已經去世。17日，哈梅內伊在一個宗教活
動上公開現身並發表講話，戳破謠言。21日，他
再次公開露面，並且口齒清晰地發表了長達55分
鐘的演講。路透社表示，他看起來很健康。

據報道，哈梅內伊21日的演講主要聚焦
1980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並強調伊朗年輕人
需要接受關於這場衝突的教育，以免被西方勢力
欺騙。他並未提及近日席捲伊朗多地的反 「頭巾
法」 示威。

20日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哈梅內
伊也是伊朗示威者抗議的對象之
一。兩名男子爬上馬
讚德蘭省首府

薩里市政府大樓的外牆，撕毀其上的哈梅內伊和
前任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的畫像。下方圍觀的人
群發出陣陣歡呼，並高喊「獨裁者去死」等口號。

哈梅內伊於1981至1989年擔任伊朗總統，此
後擔任伊朗最高領袖至今，外界對其接班人有各
種猜測。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20日表示，目前
最有希望的人選是現任總統萊希和哈梅內伊之子
穆傑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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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共同社、路透社報
道：日本政府堅持將於27日斥巨資為遇刺
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辦國葬，引起民眾
強烈反對。21日早晨，一名七旬男子在日
本首相官邸附近自焚，抗議當局為安倍舉行
國葬的決定。據日媒報道，該男子全身燒
傷，一度昏迷，但送醫後已恢復意識。

當地時間21日早晨6時50分前後，日本
警方接到報警稱東京都千代田區霞關三丁目
路上有一名身上着火的男子。警方趕到現場
撲滅火焰，並將該名男子送到醫院，一名警
察在救火時受傷。現場發現一張字條，寫有
「我堅決反對為安倍舉行國葬」 等內容。事

發地點靠近日本首相官邸和國會議事堂，當
局表示周圍建築並未受損。

警方並未公布自焚男子的姓名，只表示
正在調查其身份及事件原委。據報道，該男
子恢復意識後表示自己70多歲，自焚前在
身上潑了油料。

安倍7月8日參加助選活動時被當街槍
殺，嫌犯山上徹也稱刺殺安倍是因為他為異
端教派 「統一教」 站台。案發後，安倍和日
本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所在的自民黨與 「統一
教」 的牽扯受到公眾關注，岸田的支持率一
路下跌。《每日新聞》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調

顯示，岸田支持率僅剩29%。共同社的民
調顯示，逾六成民眾反對為安倍舉行國葬。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澳洲總理阿爾巴尼
斯等外國政要預計將參加安倍的葬禮。日本
警察廳長官露木康浩20日視察了葬禮舉辦
地日本武道館，21日視察周邊地區。

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政府要求所有年滿9歲
的女性在公共場所佩戴頭巾，並穿上寬鬆的服飾遮蓋身
形。該國專門設有 「道德警察」，其工作內容之一便
是確保女性遵守 「着裝規範」。違規者面臨罰款、鞭

打和入獄等懲罰。
今年7月5日，伊朗總統萊希簽署一項新法令，規定女性佩戴的

頭巾不僅要遮住頭髮，還要遮住頸部和肩膀。8月15日，萊希再次簽
署法令，對在社交媒體發布不戴頭巾照片的女性施以剝奪部分社會權
利的懲罰，女性政府僱員若違規可能被解僱。

來源：BBC、《衛報》

▲伊朗女子瑪莎被道德警察逮捕後去
世，引發大規模示威。 網絡圖片

日本七旬老翁自焚 抗議安倍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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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球隊被揭欺凌原住民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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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方和
消防人員21日
在自焚案現場
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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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足球俱樂部被控種族歧視，圖為該俱樂部的球迷。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
報道：多位澳洲原住民球員
指控墨爾本霍桑足球俱樂部
（Hawthorn Football Club，
昵稱老鷹隊）對其實施種族歧
視和虐待，澳式足球聯盟
（AFL）21日表示已介入調查。

據澳洲媒體報道，2005
年至2021年阿拉斯泰爾．克
拉克森擔任霍桑足球俱樂部教
練期間，至少3位原住民球員
曾受到欺凌，並被要求在足球
事業和家庭之間二選一。

一名球員披露，克拉克森
曾要求他和伴侶分手，甚至
要求他讓已懷孕的伴侶流產。
俱樂部還收走了這位球員的手
機SIM卡以阻止他和家人聯
繫，並讓他與一名助理教練同
住。

美聯社表示，澳式足球隊
的原住民球員經常抱怨受到群
體欺辱，一些明星球員也未能
幸免，但這是第一次有教練面
臨嚴重的種族歧視指控。霍桑
足球俱樂部今年稍早已委託外
部機構審查相關指控，審查文
件於兩周前交給了俱樂部高層
和AFL誠信委員會。

AFL表示，此事情節嚴
重，需要進一步進行全面審
查。

澳式足球是一種源自墨
爾本地區的球類運動，又稱
澳式欖球。澳式足球場長度
可達185米，比其他規則的
足球場大很多。比賽時每隊
上場18人，另外各有4名替
補球員，主要以持球奔跑但
踢球射門的形式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