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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蒙尘
马尔代夫哗变全记录

2012年2月7日，将永远
载入马尔代夫历史。

一天之内总统易人

当天，马尔代夫首都马
累，数百名抗议者在国防部
大厦前示威，军方和警察奉
命进行驱散。然而，戏剧性
的一幕发生了。警察突然倒
戈，同示威者一起控制了马
尔代夫国家广播公司，并将
其改名为国家电视台。目击
者称，电视台播放一部与反
对派有关的电视节目，号召
民众走上街头推翻总统穆罕
默德·纳希德。

当天下午，纳希德发表
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之
位。纳希德在讲话中称：“在
当前形势下，如果我辞职，将
有利于国家。我不打算铁腕
治国，我会辞去总统职务。
我不想伤害马尔代夫人民。”
此前，马尔代夫经历了几周
的民众示威。

随后，按照宪法规定，马
尔代夫副总统穆罕默德·瓦
希德·哈桑代替纳希德成为
新总统，马尔代夫在一天内
实现了权力交接。

然而，真正的事实总不
似表面现象那样光鲜明媚。

8 日，纳希德宣称自己
辞职系遭到“逼宫”。“是的，
我在枪口下被迫辞职。我的
周围都是枪支，他们威胁我
如果不辞职，他们将毫不迟
疑地扣动扳机。”他说。

“大约 50 名全副武装的
人乘坐几辆没有标志的汽
车，强制将纳希德带到总统

办公室，其中一些高级军官
我们居然素未谋面。他们强
迫纳希德在国家电视台上宣
布辞职。”纳希德的传媒顾
问、英国人保罗·罗伯特称，

“看上去，这是一场偶然的政
变，实际上是反对派领导人
在安全部队的支持下精心策
划的结果。”

真相陷入“罗生门”

“这绝不是政变。”马尔
代夫军方发言人坚决否认。

关于纳希德辞职，他给
出了完全不同的版本。他
称，持续不断的示威发生后，
纳希德当天自行来到国防军
总部就是否应该辞职“寻求
建议”，军方则建议他“主动
辞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
的总统顾问也向媒体表示：

“纳希德当时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下令军队采取强制措施
平息哗变，要么辞职。”

各方不一的说法让马尔
代夫政变陷入罗生门。对
此，美国《新闻周刊》评论称，
这个岛国自 2008 年纳希德
上台以来，经历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然而该国民主化路
程依然充满艰辛和曲折。

30年来首位民选总统

“我完全可以像前任总
统加尧姆一样，将那些策划
推翻我的人逮捕，但这样将
会彻底破坏我们已经赢得的
民主变革。”纳希德在辞职后
表示。

据悉，这位上台仅 3 年

多的总统是马尔代夫 30 年
来首位民选总统。他的前
任加尧姆在只有一位候选
人的情况下，曾连续 6 次当
选总统，统治国家 30 载，成
为“执政时间最长的亚洲国
家领导人”。

加尧姆在任时，一方面
将马尔代夫这个贫穷的岛国
变成了“度假天堂”，另一方
面在该国深厚的伊斯兰传统
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以总统
为核心的集权统治。虽然他
在表面上推行了一些政治改
革，但始终没有肃清伊斯兰
传统势力在政治上的影响，
也没有建立现代政党政治。

从英国留学回国的纳希
德，一直坚定地反对加尧
姆。他多次发表文章抨击独
裁，呼吁马尔代夫引进多党
制和议会制。

为此，加尧姆 27 次将纳
希德投入监狱，饱受严刑逼
供的纳希德因此几乎蹲遍了
马尔代夫所有的监狱和看守
所，入狱时间加起来长达近
6 年。他因为腿部受伤留下
后遗症，至今走路仍只能跛
着腿。

2003 年，一名青年在监
狱里被打死，引发民众抗议
并呼吁改革，这成为马尔代
夫民主道路的契机。在国内
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加尧
姆被迫于第二天开放党禁，
纳希德带领自己在斯里兰卡
组建的民主党返回祖国。

2007 年 8 月，加尧姆最
终同意启动全民公投。一年
后，马尔代夫举行总统直选，
纳希德成功当选，成为 30 年

来第一位民选总统。
“新政府坚决包容不同

的意见，任何人不会因为批
评政府而受到打压，只有处
于民众监督下的政府才能保
持强大。”纳希德在当选后发
表讲话称。此时，加尧姆及
其支持者成了反对派。

“扫黄”引发大不满

据媒体报道称，2012 年
1 月，纳希德以“扫黄”为由，
下令关闭马尔代夫数以百计
的洗浴和按摩中心。由于这
些洗浴和按摩中心大多为反
对派支持者经营，反对派民
众因此进行示威，纳希德最
终迫于压力收回成命。

在纳希德与反对派之间
隔阂加剧的情况下，他于 1
月 16 日下令拘捕隶属反对
派的刑事法庭首席法官阿卜
杜拉·穆罕默德。分析人士
认为，这成为马尔代夫政治
哗变的导火索。

此前，一位名为阿哈姆
德的反对派政客曾多次遭到
纳希德政府的逮捕。因为他
发放了一份指控纳希德与基
督教和犹太教教徒密谋破坏
伊斯兰教的宣传册。法官阿
卜杜拉·穆罕默德却下令释
放了这位曾是前任总统加尧
姆内阁成员的反对派。纳希
德因此认为穆罕默德是前独
裁者加尧姆的同党，同时称
穆罕默德与多宗侵犯人权和
贪腐案有关，下令对其进行
拘捕。

与此同时，副总统瓦希
德、最高法院、人权委员会、

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和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均呼吁释放穆罕默德。一些
批评家也指出，政府不应该
逮捕阿哈姆德，纳希德是在
滥用权力。

随后，马尔代夫民众和
反对派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游
行示威，抗议纳希德打压反对
派，并指责纳希德“独裁”。前
总统加尧姆所属的人民党则
指责纳希德是“反伊斯兰分
子”，呼吁民众进行“伊斯兰圣
战”，并推翻他的统治。

“彻底陷入混乱”

有消息称，2 月 6 日政变
发生的前一晚，一群人袭击
了一家与反对派有关的私营
电视台并纵火。2月 7日，就
发生了警察倒戈的哗变。

辞职后的纳希德十分高
调。2月 8日，辞职后的第二
天，纳希德就出现在了公众
面前。当天傍晚，他带领数
百名支持者在警察和国防军
总部附近的共和广场举行反
政府示威，呼吁纳希德立刻
复职。前来驱散人群的警察
动用了催泪瓦斯。撤离广
场后，示威活动升级成骚
乱，纳希德支持者开始向警
察投掷燃烧瓶，并冲击了一
家经常批评纳希德政府的
私营电视台。

随后，马累的示威冲突
蔓延，马尔代夫多个岛屿上的
警察局遭到冲击，多座大楼被
焚烧。2月 9日，警方高级官
员阿卜杜勒·曼南·优素福承
认，暴力活动已经蔓延至其

他地区。马尔代夫第二大
城市阿杜市市长阿卜杜拉·
索迪格也表示，该市街头已
经看不到警察，社会秩序

“崩溃”，“已经没有法律和
秩序可言，彻底陷入混乱”。

当天，警方发表声明称，
纳希德和他所领导的民主党
煽动“恐怖主义”，导致大量
私人财产和公共设施受损。
随后，马尔代夫一家刑事法
庭对纳希德发出了逮捕令。

纳希德不惧逮捕令

在接到逮捕令后，纳希
德公开表示，自己不会离开
马尔代夫 ，誓 言 要 带 领 自
己的政党在新选举中取得
胜 利 。 他 当 天 在 住 所 宣
称 ，希 望 国 家回归民主轨
道，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
预，不要承认马尔代夫新政
府。但是，新任的国防部长
穆罕默德·纳兹姆 9 日表示，
军方依据宪法支持新任总
统瓦希德。

对此，有消息称，眼见大
势将去的纳希德已经向印度
求援，要求后者介入马尔代
夫政变，支持该国民主进
程。印度拒绝提供帮助，认
为政变属于马尔代夫“内
政”。但美国和联合国的一
些官员已经于 2 月 9 日启程
前往马尔代夫。

2 月 11 日，纳希德在马
累对自己的支持者称，新政
府违法。 16 日，他再次表
示，如果选举能在自由、和平
的条件下进行，选举日期可
以提前。

新总统瓦希德对此表
示,目前局势尚不稳定，如
果现在就匆忙提前选举，势
必会引发更多骚乱。他称：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自由且
公正的选举，而在当前，首
要任务是让这个国家稳定
下来，希望每一个政党都能
以大局为重。”

警察拒绝执行法庭命令

在目前混乱的状态下，
尽管法庭已经对纳希德下
达逮捕令，但警察一直拒绝
执行。

“他们担心如果纳希
德入狱将会让局面更加难
以掌控。届时，西方国家
或 者 印 度 可 能 会 进 行 干
涉。”国际组织“马尔代夫
之友”的创始人戴夫·哈丁
汉姆说。目前他正积极游
说英国政府介入马尔代夫
的政变。

“与阿拉伯之春不同，
那场运动中是中东独裁者
被扳倒，但马尔代夫政变是
该国民主政府被暴力颠覆，
是国家民主进程遇挫。”哈
丁汉姆表示。

英国媒体评论称，在
这种紧张局势下，很难预
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会发
生 什 么 。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如果逮捕令被撤销，马
尔代夫目前紧张的局势得
以舒缓，纳希德势必将带
领他的政党以反对党的身
份，重新参加 2013 年 10 月
的总统大选。

（冯中豪）

■

猜
测前总统是“黑手”精英阶层是“帮凶”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
变，媒体和民众纷纷猜
疑究竟谁是政变的“幕
后黑手”。

前总统加尧姆嫌疑大

纳希德辞职后，大批
民 众 涌 上 马 累 街 头 庆
祝。他们挥舞着国旗，甚
至泼水庆贺。一些人聚
集在总统府门口高声呼
喊“加尧姆！加尧姆！”

纳希德方面称，政变
正是前总统加尧姆从中
密谋，一些观察家也同样
支持这一说法。纳希德
的政党还宣称，纳希德的
昔日盟友、现任总统瓦希
德也参与了反对党的密
谋，其背后黑手就是前任
独裁总统加尧姆。

纳希德的支持者声
称，瓦希德曾在最近与反
对党一些“大佬”举行会
议，并达成一些协议。

但是，2 月 8 日，瓦希
德接任总统后任命了两
名新内阁成员，这两名部
长都与前总统加尧姆有
密切关系。更引人注意
的是，被法官穆罕默德释
放的反对派成员阿哈姆
德也被瓦希德招募进内
阁，另一名新任的国防部
长是退休上校穆罕默德·
纳兹姆。他在 2009 年曾

因反对纳希德被迫“解甲
归田”。

精英阶层是推手

据英国《每日电讯
报》报道，除了加尧姆和
新总统瓦希德外，纳希德
还谴责称，马尔代夫的精
英阶层也是政变幕后推
手，他们为了结束纳希德
推行的“自由市场天堂”
政策而支持政变，以维护
自身利益。

此前，马尔代夫国
家税收只有 6 亿美元，为
了扩大政府财政收入，
纳希德推出了一般销售
税、公司利润税、所得税
并减少进口关税，使得
国家财政收入上升到 12
亿美元。此举严重影响
了国内度假胜地所有者
的利益。

“他们大多是比政府
还富有的商人，喜欢陈旧
的腐败秩序，反对自由竞
争和固定纳税，‘自由市
场天堂’的征税政策破坏
了这种秩序。于是他们
对政变进行资助。”纳希
德称。

他还透露，自己的情
报官员已经证实，国内
富有的精英阶层参与了
政变。

（冯中豪）

原因1“跛脚鸭”总统执政难

原因2 经济受阻改革失败

原因3“非法”饮酒引不满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
马尔代夫哗变由多重深层
次原因造成。

一方面，纳希德上台
之初，执政基础很薄弱。
2008 年首轮总统选举投票
中，纳希德一度大比分落
后于加尧姆。第二轮选举

中，纳希德通过联合其他
参选人，最终获胜。但这
些人在纳希德上台后不久
便与他分道扬镳。

2009 年 的 议 会 选 举
中，纳希德所领导的民主
党只占据了议会77个席位
中的32席，败给了反对党，

由此形成政府与议会对立
的尴尬，纳希德成了“跛脚
鸭”总统。纳希德的多项
改革因此饱受议会阻力，
支持率开始下滑。此外，
纳希德的内阁也与议会存
在矛盾，2010 年，当时的内
阁曾集体辞职。

另 一 方 面 ，2010 年 5
月，马尔代夫首都持续发
生游行示威。民众称失业
率高企、物价飞涨。他们
指责纳希德无力解决经济
困难，而政府却挥霍开支。

马尔代夫一直将旅游
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经济结构十分脆弱。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和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马尔代夫
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打击，
众多旅游公司和旅游景点
被迫关闭，大量民众失业。

纳希德上台后，雄心勃
勃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

施，例如增加新税种，实行
浮动汇率等。但他操之过
急，浮动汇率使得国家货币
兑换美元迅速贬值，马尔代
夫基本生活物资都靠进口，
民众生活成本提高。新的
税收政策又得罪了国内大
量的富有阶层，屡遭批判。

此外，马尔代夫奉行
伊斯兰教，长期以来政府
与宗教团体也存在不可调
和的矛盾。媒体报道称，
一些宗教势力对纳希德未
能有效维护伊斯兰教传统
表示不满。

马尔代夫法律规定，有

人定居的岛屿上禁止出售
酒精类饮料，很多开发商因
此不得不在无人岛屿上投
资度假项目。纳希德上台
后，试图打破这一伊斯兰教
传统，鼓励投资者在有人岛
屿上投资，此举引发伊斯兰
教保守派指责。

据称，还有警察曾在
纳希德家中发现很多酒
瓶，而根据传统规定，马尔
代夫禁止在旅游景点以外
地区饮酒，这也引起了反
对派和宗教极端分子的强
烈不满。

（冯中豪）

■

分
析

2月7日，度假“天堂”马尔代夫一日蒙尘。警察伙同反对总统纳希德的示威者
哗变，该国30年来首位民选总统、有“民主斗士”之称的纳希德去职。他是自愿辞
职，还是被逼而走，没有答案。随后，马尔代夫没有一天宁静，纳希德的支持者反过
来继续日日游行。从威权到民主，马尔代夫花了30年，现在，是否又要回到原点？

8日，马累，马尔代夫警察拿着盾牌排成一列。当天，前总统纳希德带领支持者上街示威。8日，马累，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中）辞职后首次亮相。 8日，马累，警察在催泪弹的烟雾中穿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