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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泛化極端主義助長政治暴力
斯總理遇刺背後 經濟發展趨緩致激進政治觀點流行

香港文匯報訊 被譽為全世界知名度及收入最
高的魔術師大衛高柏飛，被16名女性指控下藥及
性侵，其中逾半數人聲稱，事發時皆未成年，年
紀最小甚至只有15歲，消息震撼各大媒體。
《衛報》報道，現年67歲的大衛高柏飛遭指控
的犯案時間，可追溯至1980年代末至2014年間。
對此，大衛高柏飛及其律師目前都否認所有指
控，甚至稱大衛高柏飛是「#MeToo」運動的倡導
者。報道指出，有3名女性聲稱大衛高柏飛對她們
下藥迷姦，另外有4名女性稱大衛高柏飛在表演期
間對她們的胸部等私密部位進行不當觸摸。

同時向兩女落藥
一名化名卡拉的女子稱，她在1991年認識大衛
高柏飛，當時她只有15歲，大衛高柏飛透過電話
與她保持聯繫，還給她送禮物和演出門票，甚至

還給她寄紙條，上面寫着「兩年後我會回來」。
卡拉大概18歲時，兩人發生自願性關係，卡拉後
來才意識到自己被大衛高柏飛「洗腦」，儘管她
當時是「自願」的，但他們之間存在着「巨大的
權力和財務失衡」。
另一名化名為莉莉的女性稱，在她上高中時，

曾經和父親、妹妹一起去看大衛高柏飛的表演。
其間大衛高柏飛選中她上台，然後在舞台上當着
她家人面前撫摸她的胸部。據她家人證實，當時
坐在前排的他們看到這一幕都驚呆了。莉莉說這
是她多年來的噩夢，總會夢見大衛高柏飛在對她
使用魔術。
還有一名化名吉莉安的女性告訴媒體，她在
1993年一次演出中認識大衛高柏飛，之後同意和
他見面喝東西，但接下來的事她怎麼都沒想到：
她和她的一位朋友被大衛高柏飛下藥，然後在她

們無法同意的情況下，他和她們發生了性關係。
一位名叫布蘭妮．劉易斯的女性亦有類似經

歷，她指控大衛高柏飛在1988年對她下藥後性
侵。據她描述，當時17歲的她在日本參加一場模
特兒大賽，大衛高柏飛是比賽評委，相識之後，
布蘭妮的噩夢就開始了。布蘭妮．劉易斯2018年
曾指控大衛高柏飛，但當時他極力否認事件。其
實早在2007年，大衛高柏飛就被一名叫卡羅爾的
女性指控性侵，不過經過兩年調查，聯邦調查局
取消這項指控，而且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大衛高柏飛的魔術以講故事和幻覺的結合而聞

名，著名的「人體切割術」最震撼版本──切割
魔術師本人，就是由他演繹。40多年的職業生涯
為他贏得11項健力士世界紀錄，他的電視節目獲
得38項艾美獎提名，贏得21項艾美獎。美國國
會圖書館評價他為「活着的傳奇人物」。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內閣府周四（5月16
日）公布初步數據顯示，第一季國內生產總
值（GDP）與上季比較折算年率萎縮2%，
比經濟專家原本估計萎縮1.2%還差。專家
指出，日本經濟面臨的滯脹壓力或進一步
加大，也增添日本央行考慮下一次加息時
機的變數。
專家指出，由於工資漲幅長期追不上物
價漲幅，個人消費持續下滑，成為拖累日
本經濟的主要因素。日本生命基礎研究所
經濟調查部部長齋藤太郎表示，經濟停
滯、物價上漲，「日本經濟可以說是陷入
了滯脹」。他認為，經濟不景氣的最大原
因在於家庭實際收入下降，導致消費停
滯。
專家認為，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出口降幅
較大，一方面是因為豐田集團數據造假醜
聞導致部分汽車製造商停產，另一方面也
與此前一個季度基數較高有關。隨着汽車
業恢復生產，外需在今年第二季度或將有
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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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濟面臨滯脹壓力進一步加大，增添
央行考慮下一次加息時機變數。 法新社

德國近期政治暴力事件頻發，當局統計自
2019年至今，當地每年針對政客的言語

和身體暴力攻擊增加一倍以上。德國刑事警察
局上周證實，當地今年已錄得至少22宗造成人
身傷害的政治暴力事件，較去年全年的27宗更
多。在英國、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等國家，針
對政客的人身攻擊和騷擾也與日俱增。

極端勢力利用民眾不滿情緒
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安全事務專家唐寧指出，

極端政治觀點在歐洲流行的背後，是民眾因物
價上漲、貧富差距拉闊，對社會不公的不滿情
緒，被極端政治勢力利用，「歐洲選民們愈來
愈覺得，主流政黨沒有代表他們。人們會說，
『現有經濟結構一定有什麼地方失靈了，為什
麼已經年屆40多歲，我依然無法置業安居？』」
唐寧也稱，主流政黨為吸引選票，逐漸採納

部分極端的政治主張，例如在英國，曾經只有
極右翼主張的對移民強硬觀點，已被執政保守
黨採納，甚至成為其政策主流，「英國歷任政
府多年來，都不會將移民事務政治化，但從
2016年脫歐公投起，這種默契已然破裂。」

「受政府迫害」組織吸引力增
英國早前宣布重新定義「極端主義」，將

包括親巴勒斯坦組織在內的多個團體貼上「極
端主義」標籤。唐寧對此直言，新定義過於強
調所謂「意識形態」區分，卻將多個正常表
達訴求的組織列入其中，引來民眾更多不
滿。如果有組織藉機將自己描述作「受到政
府迫害」，當局擴大極端主義定義非但無法
打壓相關群體，反而會變相助長其吸引力。
德國萊比錫大學政治學教授德克爾指出，歐

洲多國政府僅靠強硬鎮壓，不足以解決極端主
義的威脅，「擴大極端主義定義後，我們又該
如何處置？我們依然需要解決在政治和公共事
務當中切實存在、威脅日增的各類問題。」
德國杜塞爾多夫大學政治學家馬歇爾稱，在

社媒助長輿論爭議，以及民粹主義言論不斷煽
動下，歐洲各國的政治氛圍變得更加緊張，
「我們會觀察到情緒兩極化的現象：持不同政
見者在彼此眼中，最終都被視作『敵人』。」

香港文匯報訊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周三（5月15日）遇刺，身中至少兩槍，接

受手術後脫離危險，但情況依然非常嚴重。菲佐遇刺引起國際社會強烈譴責，

歐洲多國政治暴力在選舉年頻繁浮面亦引起關注。《華盛頓郵報》等傳媒分析，

歐洲近年經濟發展趨緩、貧富差距拉闊，令激進的政治觀點流行。部分政府擴

大對極端主義的定義，卻引來民意反彈。現時歐洲社會氛圍趨

於緊張對立，極右勢力冒起，政治暴力事件恐仍會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 包括斯洛伐克在內，有8
個東歐及波羅的海國家於 2004 年加入歐
盟。統計顯示截至2022年，歐盟為這8個
國家以及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合共注資高
達5,150億歐元（約4.37萬億港元）。不過
彭博通訊社指出，斯洛伐克等國家受益於
歐盟發展經濟，但也引發城鄉貧富差距懸
殊等問題，間接助長保守勢力在鄉郊地區
浮面，加劇社會分歧。

鄉郊未受惠助長保守勢力
分析指出，在斯洛伐克等加入歐盟的東
歐國家，立場保守的政治團體及其成員，
反而較加入歐盟前更多。這一現狀背後，
與當地持續拉闊的貧富差距不無關係。歐
盟統計局顯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
發2022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是歐盟平均水平的146%，但在斯洛伐克東
部鄉郊，這一數值只有歐盟平均水平的
52%。
在斯洛伐克東部鄉郊洪考采夫，當地民
眾抱怨當局獲得歐盟的經濟援助，卻未有
給年輕世代提供足夠的平價住宅，或更好
的本地就業機會。29歲居民帕斯蒂里克坦
言，對於當地年輕人，加入歐盟只意味他
們有機會在海外工作、入職跨國企業，
「我們並沒有適應乘坐所謂『自由民主列
車』，關於我們成為歐盟成員國有何優勢
的討論已經消失了。」
報道指出，在波蘭等東歐國家，當地農

民受益於歐盟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卻受困
於歐盟衝擊成員國農業發展的政策。東歐
國家農民普遍反對歐盟從烏克蘭進口穀
物，打擊各成員國的糧食銷量、也不滿歐
盟擬透過綠色協議大幅限制農業碳排放，
變相削減農業產量等。

香港文匯報訊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周三（5
月15日）遇刺，是自2003年塞爾維亞前總理
金吉奇遇刺身亡以來，歐洲首次發生國家領
導人遇刺事件。英國政治專欄作家、牛津大
學前歐洲現代史講師阿爾蒙德稱，菲佐遇刺
事件令人聯想到1914年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
大公遇刺身亡，成為一戰導火線，今次事件
在歐洲政壇的微妙時刻發生，政治暴力很容
易引發破壞性的混亂。
阿爾蒙德分析稱，斯洛伐克是歐盟與北約
成員國當中，向烏克蘭援助軍火的前線國家

之一。斯洛伐克庫存的多數武器、彈藥和零
部件都屬於前蘇聯制式，能夠滿足對烏軍援
需求。但屬親俄派的菲佐不支持對烏軍援及
對俄制裁，呼籲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談判解決俄烏衝突，「烏克蘭和盟友們會擔
心，菲佐旨在透過阻止歐盟對烏軍援，令烏
克蘭陷入絕境。」

歐議會選舉提高警惕
阿爾蒙德還稱，西方國家非常擔憂菲佐在
外交事務上，對俄羅斯態度友好，按照歐盟

現有制度，斯洛伐克在外交政策上擁有否決
權，「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一樣，菲佐是歐
盟部分成員國的『眼中釘』。」
歐洲議會下月舉行選舉，多名參選者都會外

出拉票，阿爾蒙德指出，菲佐遇刺事件應當令
各國提高警惕，「如果長期以來，外出拉票的
政客面臨的風險是雞蛋和拳頭，那麼現時對刀
槍的恐懼會困擾他們。」阿爾蒙德警告，歐洲
政府首腦遇刺的事實，足以令歐洲國家處於戒
備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仍在我們面
前，我們面臨真實的衝突外溢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歐洲多國社會分歧近年加劇，針對領導人與意見
不合政客的攻擊愈來愈多。《衛報》分析稱，從輿論戰到司法
戰，許多歐洲國家領導人不得不面對來自對立陣營的騷擾、欺
凌、輿論攻擊與虛假指控等。在有毒的政治氛圍中，類似策略實
際上與政治分歧無關，更多是一種利用歪曲事實、操縱輿論，達
到折磨競爭對手的手段。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因妻子戈麥斯早前捲入醜聞，一度考慮辭
職。報道指出，針對戈麥斯的指控，實則是西班牙在野右翼人民
黨散播，即使有極右組織承認，所謂戈麥斯「參與販毒」、「經
營色情俱樂部」很可能是假新聞，保守政治勢力仍不斷以類似傳
聞，攻擊屬左翼政黨的桑切斯。
荷蘭前財政部長、聯合國資深外交官卡格去年11月參加荷蘭大
選，她坦言在選舉中，遭到大量網絡辱罵和死亡威脅，被迫退出
政壇。

歐陷有毒政治氛圍
屢現輿論攻擊虛假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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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學者：聯想一戰導火線 臨衝突外溢風險

◆◆槍手在人群中向菲佐舉槍手在人群中向菲佐舉
槍槍（（黃圈示黃圈示））。。 路透社路透社

◆◆菲佐中槍後倒臥遠處菲佐中槍後倒臥遠處（（箭嘴示箭嘴示）），，
槍手即時被制服槍手即時被制服。。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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