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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今大選 克宮廣場 普亭搭起勝利舞台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三日電】 

  

‧二○一二是世界大選年，全球權力布局大更替。台灣於一月總統逐位戰，到三月四

日的俄羅斯大選、四月廿二日的法國總統選舉、十月中共十八大、美國十一月六日總

統大選等，都將決定未來世界的政治面貌。  

在關鍵性的風雲時刻，聯合報特派記者前往各國大選現場，陸續為讀者帶回第一手的

現場觀察與報導，協助讀者開拓國際視野，看各國人民如何決定國家未來之路。  

全球最大國家俄羅斯總統大選四日登場，預計已當過兩任總統的現任總理普亭將贏得

大選。選前最新民調顯示，普亭的支持度高達六成三至六成六，顯示他在第一輪投票

就能過關，不需要於兩周後再辦第二輪。  

克里姆林宮旁的馬涅日廣場已有挺普人士趕工搭設三樓高的舞台，將在明天晚上最西

邊的加里寧格勒投票結束後，在此慶祝普亭的勝選之夜。第三度成為總統的普亭可能

在晚間十時以後現身。  

寧靜日 紅場抗爭不復見  

投票前一天是俄羅斯的「寧靜日」，禁止任何競選活動，媒體也不得公開評論選情。

街頭日前一波接一波的反普、挺普遊行大對決場面，這天已不復見。白雪大地上的選

戰沙場，也與亞熱帶台灣選前遍插旗幟、宣傳車滿街「搶救」、「惠賜一票」的喧鬧

不可比擬。當然，冷靜的俄羅斯人也沒有各陣營都來個「選前之夜」，忽然來個下跪、

剃頭或神秘嘉賓之類的催票高潮。  

權力中心克里姆林宮前的紅場，觀光客少了許多，戴厚重毛帽的警察說，或許是因為

明天就要大選了吧，人潮變少了。香港遊客說，家人特別叮嚀：「人多的地方別去啊，

俄羅斯選總統，街頭抗議多得很。」實情是，在明天投票前，一切暫歸平靜。  

選普亭 被諷「民選沙皇」  

已成為俄羅斯政治強人的普亭，在過去掌權期間已成功修改憲法，將總統任期由四年

改為六年；他挾著「團結俄羅斯」一黨獨大的執政優勢，在當選後，必會競選連任。

一旦他重返克里姆林宮十二年，加上他過去的兩任共八年總統、四年總理，他統領俄

羅斯的時間將達廿四年，幾乎追上俄共時期的史達林。  



也有民眾嘲諷普亭把持國政的作風，簡直就是「民選的沙皇」；但普亭認為他的作為

一切合法，憲法並未限制他再度參選的權利；儘管這種民主並不等同於西方的民主規

範。  

拚經濟 在位十餘年優勢  

但是對這場「梅普換位」大戲，許多俄羅斯民眾並不捧場，尤其是去年十二月國會選

舉傳出團結俄羅斯黨舞弊之後，各地示威抗議風起雲湧，民眾高喊「（給我們）沒有

普亭的俄羅斯」。網路上更有人直言：「普亭你想對國家幹什麼？為什麼你抓住權力

不放？你已經統治了十二年。走開。讓這個可憐的國家自由發展吧。」  

中華民國駐俄羅斯代表陳俊賢指出，普亭擔任總統期間，帶領俄國脫離前蘇聯解體後

十年的混亂局面，重振俄羅斯的國勢與秩序，提升經濟成長，對外鞏固俄羅斯大國地

位，恢復蘇聯時代榮耀，在俄國人民心中，普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轉任總理之後，

再度帶領俄羅斯安度金融危機。所以，普亭在位十餘年來，經濟發展成績是他最強的

助選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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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記者在現場》 

 

白玫瑰的抗議 除了普亭還能選誰？ 

俄羅斯選總統 五個候選人 包含老面孔普亭 年輕女孩髮繫白絲帶 吶喊：我們要誠實的選舉！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三日電】 

  

「就你們外國人的眼光來看，你覺得俄羅斯會有誠實的選舉嗎？」廿二歲的丹尼爾站

在俄羅斯最高權力中心克里姆林宮前的紅場，對著記者反問。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許多俄羅斯年輕人心中，就好比明天的總統大選，誰將入主克宮

一樣明顯，卻又帶著些許無奈。  

「他們會作票的」  

在莫斯科機場，抱著香港買的大貓熊紀念品，剛出差回俄的娜塔沙．內可斯娃說，她

可不是為了總統大選特地回國的，因為沒有必要──「他們」會作票的，「去年底的

國會大選，竟然最後傳出執政黨的總得票率是百分之一百零四！是不是很丟臉？」  

丹尼爾說，明天他不會去投票了，「因為結果已經決定了」，投不投，都沒差。他接



著有些嚴肅地說，俄羅斯人可以忍受貧窮、酷寒，這都不要緊；但「全身充滿著要為

真實奮鬥的血液，我們要活在真相裡，而不是謊言裡。」  

他轉頭看看紅場上因大選在即明顯變少的觀光客、遠方抽菸的俄國警察，建議「我們

別站著講，太引人注目了，走一走吧。」隨即轉身質問在旁邊拍照的越南人，要求把

我們談話攝入的影像全數刪除。  

「這一代不改變不行」  

丹尼爾和朋友尼古拉談起政治的不安全感，讓人聯想到ＫＧＢ時代監控全民的肅殺氣

氛，但這年代太遠，與他的年齡太不相稱；或者，不透明的政治，已讓不安全感世代

傳承？  

「如果選了普亭，沒有任何事會改變。但是，我們還能怎樣，你不喜歡普亭，其他四

個候選人也沒高明到哪裡去。」念數位教育的大學生亞力珊卓．札卡羅娃說，俄羅斯

的政治死氣沈沈，沒有新的好人可以選擇。  

像代表共黨競選的久加諾夫，已經選過四次了吧；另一個高唱民族主義的候選人，「像

是個小丑」；那個買下美國ＮＢＡ籃網隊的億萬富豪普羅霍羅夫，「竟然主張每個人

的工時要十小時！」在她年輕的眼光中，這些要競逐大位的人，都不夠好。札卡羅娃

指著綁在她金髮馬尾上的白色絲帶，她說，近來俄羅斯的遊行都會以白絲帶作為記

號，因為「白色代表純潔，代表真相，我們要的是『誠實的選舉』。」她說，每次選

舉都會舞弊，她們這一代不改變不行。她的朋友都不會去投票，但會參加示威集會。  

投票率百分之一百零四…  

去年十二月，莫斯科大選前哨戰的國會杜馬選舉傳出「投票率百分之一百零四」的舞

弊案，在俄羅斯引爆反普亭示威抗議，高喊「公正選舉」，或乾脆請他「饒了俄羅斯，

別再選了」。上月底莫斯科四萬群眾在市中心排成十六公里的人環，身繫白絲帶或白

色玫瑰等信物。人民展現的不滿氣勢，確實打擊了執政黨的威信與銳氣。  

札卡羅娃說，就和其他國家的選舉一樣，窮人總是不喜歡現任的統治者，但是富人總

是支持現任者，因為「現任者會維持既得利益，美國也一樣，你的國家也是吧？」 

【2012-03-04/聯合報/A3版/2012大國風雲俄羅斯大選】 

  

為何選普亭？他尋回俄羅斯的榮光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三日電】 

  



普亭會贏得這次總統大選，這大概已是十拿九穩的事了。雖然有些俄羅斯人不喜歡普

亭，但也找不到替代者。因為人民相信，沒有人能夠讓俄羅斯人的生活變得更好，除

了普亭。  

以司機為業的韋達利說，明天投票，他一定去，因為「做點什麼，總比啥都不做好」；

「普亭一定當選，就連反對派也知道這一點。」  

韋達利解釋：「拿外國人最熟的幾個俄國領導者來說吧，戈巴契夫把蘇聯搞垮了，葉

爾欽也好不到哪裡去，俄羅斯人民的日子變得慘兮兮。繼任的普亭是最能把俄羅斯領

導重回強大的國家！」誰在乎他是不是第三度回鍋當總統呢？  

「難忘強國榮光」，是許多老一輩俄羅斯人寄望於普亭的情感投射。普亭的政治強人

形象，勇於挑戰西方，加上油價上漲支撐的經濟榮景，讓許多俄羅斯人成為普亭的粉

絲──愛他愛到可以容忍他長期把持國政，成為民主之諷。民族、民生議題，都強過

脆弱的民主。  

亞力珊卓．札卡羅娃無奈地說，她身邊許多人就算不喜歡普亭，還是會選他，就是因

為普亭代表「穩定（她用英文強調）」，「他們會說：啊，至少我們知道普亭會做什

麼。」走過前蘇聯解體的政治、經濟動盪，許多老一輩俄羅斯人仍餘悸猶存。  

「現在看我們的候選人，沒有一個有能力能夠讓俄羅斯變得更好，除了普亭。他帶給

了我們一個穩定的國家，我相信他今後也會做同樣的事情。」另一位上班族馬克辛‧

朱多帝夫說。  

普亭於西元二○○○年至二○○八年擔任俄羅斯總統，二○○八年五月至今擔任俄羅斯總

理。在其任職總統期間，俄羅斯的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均有大幅提高。老一派人的

想法，就以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最為典型。日前索比亞寧公開為普亭拉票說，現任總

理普亭才是「真正的男子漢和一名強有力的領袖」，接著帶著挺普群眾大喊口號：「強

大的俄羅斯萬歲，支持普亭！對祖國保衛者們三呼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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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2 投票所一日 

「早上 10 時 81 個選民 沒有違規」 

 

【特派記者梁玉芳】 

  

站在莫斯科「二○八二號」投票所裡，我和來投票的俄羅斯人一樣，一舉一動都在監

視器的鏡頭記錄下，無可遁形。在台灣，投票所裝監視器可是「妨害秘密投票」的罪



刑；在莫斯科，這可是為了「誠實的選舉」。  

大選日出大太陽  

即使是零下十度的氣溫，但出了太陽的總統大選日，對習慣零下四十度酷寒的俄羅斯

人來說，已是「適宜出門」的投票好天氣；日前人民在莫斯科一次示威集會喊出「送

走政治寒冬」的口號，對照今日的天氣，已知的結果，有點溫暖，有點反諷。  

「二○八二號投票所」設在學校，一夜積雪早已清出路來，好方便選民「踴躍」投票

──在俄羅斯，省長仍是中央官派，背負著「得票率不能太難看」的壓力，選不好，

就走路。去年國會選舉，執政黨雖然大勝，但失去可以全權操控法案的絕對席次之後，

已有兩名高官解職。  

偌大的投票所裡，有戴著毛帽的警察站崗，也有政黨組成的觀察團，以及民間自發組

成的監票員，分站各個角落，目睹普亭口中的「俄羅斯式可操控的民主」在此體現，

至少人民能透過選票直選總統，即使大家都已深知誰會當選。  

投票所外走廊上有賣攤，那是延續蘇維埃時期的老傳統，選舉時會賣便宜的民生用

品，讓貧乏的人民更有投票的動力。  

現在人民富了些，但老傳統仍延續。  

誠實選舉民心渴  

「今天投完票，明天的俄羅斯也不會有什麼不一樣。」計程車司機巴里斯說：「因為

什麼都決定了。」但他一定要來投票，「這是為了自己內心的平靜，你不會懊悔自己

的選票被『偷走』了。」他解釋，上次國會選舉，有人放棄投票，卻成為作票人頭。

他可不想這樣。  

領完票，不是靠蓋章，而是自己拿筆在選票上打勾，也沒有布簾保證秘密投票，一切

都在監視器的監看之下，再拿到透明票櫃投入。如此就完成了投票義務。  

穿著斯文的伊凡斯．庫斯明諾克安靜地坐在一旁，拿著筆記振筆疾書他所看到的一

切。他是代表俄國共產黨來此的選舉觀察員。他本是保險員，是義務來監票，得從早

上八時一直監看到晚上八時。只因為他希望俄羅斯更好，「我們需要改變現狀，不能

只是投投票，做做樣子，而是要有誠實的選舉」。  

他翻開筆記本，記錄「早上十時，八十一個選民，沒有違規事件。」他說，這區的註

冊選民是兩千零七十二人，有可能會出現更多選舉人口，有些會是以臨時證件投票

的，他必須小心記錄。在上次選舉中，他就發現官方公布的票數與他記錄的有極大差



距。「我們都是人工記票，人民也得土法煉鋼，希望把錯誤減少。」他說。  

攜家帶眷來投票  

中午時分，排隊選民漸漸多了，許多是攜家帶眷來的。人民友誼大學教授塔夫洛斯基

說，看到那麼多年輕人、那麼多小孩子來見證俄羅斯民主，他覺得安慰，「民主是個

過程，我們會漸漸進步的，終究，我們俄國也會擁有真正的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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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選舉觀察 

催生民主嫩芽 年輕人站出來監票 

 

【特派記者梁玉芳、編譯王麗娟／綜合報導】 

  

在莫斯科大學附近的一處投票所裡，自願擔任「選舉觀察員」的俄羅斯科學院博士

後研究員奧麗嘉．札維亞洛娃，戴上老花眼鏡，與廿多歲、同是公民觀察員的小伙

子同伴，一老一少，認真地按著手上的計數器，盯著每位選民及選務人員的動作，

一刻不得放鬆。  

民間計票防舞弊  

觀察員自行計算的投票人數，將與隔天官方公布的選票結果比對。札維亞洛娃開玩

笑說，她去上個廁所前，都要先確定當時的已投票人數，要是五分鐘出來，官方數

字突然多了一百個人頭，「問題就大了！這可不是沒發生過」。  

由於去年俄羅斯國會大選傳出嚴重的舞弊案件，敲醒俄羅斯人民逐漸甦醒的民主意

識，強烈向政府要求「誠實選舉」，一波波示威集會在全國展開。曾擔任三次選舉

觀察員的札維亞洛娃說，今天的總統大選，是她第一次見過有這麼聰明、有自信的

年輕人自動參與監票，「國家的孩子關心政治了，再也不覺得政治很不酷，這是多

美的事！」  

另一個民間監票組織「選票（Golos）」原本計畫，透過散在各個投票所的監票人

員，將結果傳送到網路上，但日前已遭俄羅斯檢察官警告：在網路上同步計票可是

違法的。但人民還是努力達成「透明選舉」，用盡各種方式監票，搶救「徒有選舉

空殼、卻無民主實質」的俄羅斯民主嫩芽。  

投票監看搞笑秀  



雖然政府信誓旦旦，所有民間與反對派人士不斷抨擊的作票、舞弊都是子虛烏有；

普亭也下令，在全國數萬個投票所砸重金加裝監視器，號稱全民可以全程上網監看。  

既然有了網路監看投票，還加上透明票櫃，那人民訴求的「誠實的選舉」還會成問

題嗎？  

上網一窺這些網路攝影機究竟的俄人，三日在鏡頭上見到許多「真人實境秀」，有

人大跳狄斯可、學童打架翻滾在地、一對情侶在莫斯科一個投票所設置的長椅上親

吻。在西伯利亞，有人將投票所飾滿氣球，替一個叫尼可萊的人慶生，長桌上擺滿

食物與酒。  

「旋轉木馬」會灌票  

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教授尤里．塔夫羅斯基說，在透明票櫃及監視器之外，還有許

多看不見的手段；最有名的就是「旋轉木馬」，意指俄國並未有在籍投票規定，任

何人都可以憑臨時證件到各個投票所領取選票，所以有心人可在多個投票所間遊

走、投票，票數大灌水。  

「選票」接獲許多舉報，指由巴士載著一車車的選民，在一個接一個的投票所放下

他們，進入投票所投下不在籍選票。總理普亭的前第一總理，現為反對黨領袖卡西

雅諾夫說：「這些選舉並不自由，我們不承認總統的正當性」。  

札維亞洛娃也說，近日傳出莫斯科某區突然多了六千位建築工人登記成為選民，「六

千人哩！我們這個投票所註冊選民也才兩千人！」她相信在莫斯科之外，這樣的幽

靈人口一定會更多；何況地區票數封箱後往上呈送各層選委會，「這些過程，可是

沒有監視器監看的」，誰又知道會發生什麼？  

塔夫羅斯基對深愛的俄羅斯民主，不免有了自嘲：早在史達林時代，俄國就有選舉

了，史達林早就說過：「重要的不是如何投票，而是如何計票。」他開起歷史玩笑：

「史達林或許是個邪惡的人，但真是個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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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記者在現場 

總理變總統 普亭三掌克宮 山雨欲來 

橫跨 9 時區 長達 21 小時投票 投票率近 6成 反對黨揚言 若逮到作票 大規模群眾運動勢將爆發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四日電】 



  

俄羅斯總統大選今天舉行，已當過兩任總統的總理普亭如外界預料，將輕鬆當選。他

將於五月就職，並指派現任總統梅德維傑夫擔任總理，兩人玩起「總統／總理」位子

的「大風吹」遊戲。  

雖然挾著一黨獨大的政治優勢，一般預料，「三進宮」普亭當選之後，他的六年總統

任期將更形艱困，與他前兩任總統任期享有的萬民擁戴截然不同。  

在橫跨九個時區、長達廿一小時的投票結束前幾小時，投票率已接近六成。今晚普亭

勝利之夜後，明天共產黨及「為誠實選舉」組織分別在不同地方舉行大型集會，號召

人民上街；反對黨領袖與監票人員告訴媒體，選舉舞弊叢生，若作票證據確鑿，大規

模群眾運動與怒火勢將橫掃街頭。  

已成為俄羅斯政治強人的普亭，在過去掌權期間成功修改憲法，將總統任期由四年改

為六年。普亭若再競選連任，重返克里姆林宮就會長達十二年，加上他過去的兩任共

八年總統、四年總理，他統領俄羅斯的時間將達廿四年，超過俄共時期的史達林。  

「對俄羅斯人民來說，今天的投票既重要，也一點都不重要。」曾當過記者的俄羅斯

學者司有禮說，「不重要是因為投票結果，在你出門前就已經知道；但是，這次選舉

是個學習民主的過程，人民的抗議狂潮已經讓普亭上了一課」。  

在選戰中，普亭拒絕電視辯論，反而派出他的競選陣營總負責人、名導演斯坦尼斯拉

夫．戈沃魯欣出馬對戰；但普亭也在壓力之下，做出部分改革承諾；包括：十年前改

成官派的省長，今年將改回民選，下放民主權力；放寬成立政黨的高規格門檻，原本

需要五十萬人連署，普亭承諾「只要五百人連署」就能成事。這些修法，選後將送交

國會。  

「以前，普亭太有自信，以為他是這個國家的上帝──上帝是不可能沒有人不愛他

的；但是，現在人民的抗議讓他知道了，他必須聆聽人民的聲音。」司有禮分析。所

以，選後不是人民抗議聲浪的結束，而是另一個監督的開始，要讓第三度執政（其實

是從未離開過克里姆林宮）的普亭必須履行承諾。  

回鍋總統普亭將掌管外交和國防、安全等「強力部會」，梅德維傑夫就任總理將負責

經濟和社會。  

普亭為了贏得選舉，如同各國競選者，大開國庫支票，大舉散出福利給老人、學生、

軍人，並承諾大筆軍購預算，以重建俄羅斯強國榮光；各式瓦斯、汽油也凍漲到明年

夏天。  



這些財政難題，將在九月一一爆發成另一波民怨，普／梅體制必將遭受另一番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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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記者在現場 2012 大國風雲系列報導 

克宮廣場 軍警圍成鐵箍 大勝之夜 普亭激動落淚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五日電】 

  

俄羅斯投票日（四日）當夜，揮著比人高的紅藍白色俄羅斯國旗，上萬名支持普亭的

民眾冒寒風，佇立在克里姆林宮旁的馬涅日廣場挺普大會中，等著心中的英雄現身。  

細雪飄下，人們歡慶著。舞台燈光把雪花映照得像是上天為慶典撒下的銀色亮片。在

眾多的攻擊與疑慮中，俄羅斯總統大選終於在這夜結束，勝選的普亭將三度入主克里

姆林宮，成為俄羅斯聯邦史上首位三度執政的總統。  

激情人潮早已漫出馬涅日廣場，當局在幾個街口都貼心地設了轉播主舞台的電視牆。

晚間九時卅分，離俄羅斯最西邊的投票所結束投票才半小時，女主持人已在台上傳來

捷報：「現在，同胞們，偉大的普亭得票率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四！勝利在望！」街

邊的女孩隨著輕快的拉丁風音樂，就在路上跳起舞來。  

挺普群眾的雀躍，掩不住廣場上方不時低空盤旋直升機的螺旋槳聲；當局早已由莫斯

科外調入數千軍警協助維安，軍警人龍看不見盡頭，在廣場幾個街區外圍成安全鐵

箍。人民要進場歡呼，得先經過偵測門安檢，攝影器材也得上了偵防車秀出拍攝內容

才得放行。  

「來見見我們的『老』總統！」六十多歲、中校退役的阿納脫力亞走過蘇聯解體以及

葉爾欽時代的動盪，他說：「當你經歷過盧布幣值一下少掉三個零，一千元變得只值

一塊錢，你就知道為什麼要選普亭。」和他同樣年代的人相信：當今俄國只有普亭能

帶給人民安定的生活，其他的，都不那麼重要。  

十時五十分，穿著羽絨衣的普亭和現任總統麥維德夫，以強人之姿，走上早為他們此

時搭建的勝利舞台。  

面對上萬名支持者、一片旗海，普亭堅定地說：「我們贏了，我們是在公開和誠實中

取得最後勝利。」  

群眾的歡呼，讓普亭似乎眼角泛淚，語氣也顯激動地說，「感謝所有對偉大的俄羅斯

說『是』的人。」因為「這不僅僅是俄羅斯總統選舉，這是對全體人民一個非常重要



的測試，這是個關於政治成熟程度和獨立性的測試。」  

五十多歲的李昂納德．庫斯金和朋友自備著小國旗，在廣場上合影，留住歷史性勝利

一刻。他含蓄說：「我們不是來『慶祝』普亭勝利，而是來『支持』普亭，因為計票

還沒結束。」他很高興，國家能選出「有能力」的領導者，「俄羅斯需要普亭」，但

是，「他需要多聽聽人民的聲音」。  

在這晚的勝選激情之後，莫斯科當局已經批准了多場反對派人士的示威集會，包括今

天（五日）晚上在普希金廣場上的「為誠實選舉」的集會，以及不遠處另一廣場的俄

共集會，要求新當選普亭政權履行更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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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記者在現場 

挺普 反普 「胃和腦的對決」 

一邊是老派人士、中下階層 要的是經濟成長 一邊是中產階級、新世代 對國家未來有盼望和想像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五日電】 

  

亞歷山大．普希金是俄羅斯人崇仰的詩人，有「俄國文學之父」之譽。就在今晚，莫

斯科市普希金廣場的詩人雕像眼下，上萬名反對派人士將在此聚集。在新任總統確認

當選之夜，左翼陣線「為了誠實選舉」組織甚至可能宣布「不承認選舉的合法性」，

讓普亭的政權再現裂縫。  

兩個俄羅斯…  

就在普希金廣場不遠處，挺普派人士也計畫再度聚集展現實力，與反普聲浪互別苗頭。  

「我們現在有兩個俄羅斯。」和妻子連袂出席普希金廣場反普集會的人民友誼大學教

授尤里．塔夫洛斯基形容，挺普和反普派幾乎可以化約成是「胃和腦的對決」。  

有人要的是普亭能保證的「穩定」和「經濟成長」，這派以老派人士及中下階層為主，

只要養老金、瓦斯不漲價，「餵飽胃袋」就是最大的福祉。  

另一派是近年興起的中產階級與新世代，他們有了錢、買了電腦，也出國旅行，看過

真正的民主長什麼樣子，「腦袋裡有了對國家未來的盼望和想像」，塔夫洛斯基說，

「你就知道，普亭給的『穩定』，就是『停滯』。」  



網路串起抗議  

去年底的國會選舉舞弊至今，在俄羅斯爆發一波又一波的反普示威，規模之大是蘇聯

解體之後首見；抗議人群高舉的智慧手機或 iPad，幾乎是標準配備；他們即時傳播

現場狀況，抗議行動的成形，靠的正是網路的串聯。  

在俄羅斯，經常使用網路的用戶佔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二，年齡在廿五到四十歲之間。

這一代人生在前蘇聯，成長在動蕩的年月，經歷了最暗淡的葉爾欽時期，也目睹了普

亭和麥維德夫執政的十幾年。前蘇聯沒有留給他們太多的印記，但是眼前的現實，卻

明擺著令他們不快。  

新世代呼喊民主  

過去，個人意見是孤單的，但有錢、懂科技的中產階級及新世代，靠著網路發現彼此。

這群靠網路與智慧手機，在強人政治之下，勇於在嚴酷的寒冬及政治氣氛下，表達政

治意見的新中產階級，已是俄羅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新手；極可能在古老的政治勢力

之下，以新世代的方式為僵化的俄羅斯民主開出一條新路。  

上月底的「白色人環」行動在網路上公布以來，志願參與者甚至還能在網站上選擇當

天自己要在莫斯科花園環路上所站的位置，把科技與實境行動的連結發揮到極致。  

曾住過北京的塔夫洛斯基用中文說，現在俄羅斯反對運動的現況，就像是中國一九一

九年的「五四運動」，是一群知識分子希望國家有未來、能進步，人們不滿意現況，

自願站出來的行動。「我們沒有領導者、沒有文件、沒有計畫，就是來參加；我們沒

有你們當年的孫逸仙。」他說，當然，「我們可不是要搞革命！」  

普亭學著容忍  

可喜的是，普亭政權已有足夠的自信心，能夠容忍人民不再是萬民擁戴，能容許輿論

不是一言堂；只要在可容許的範之內，能取得莫斯科市府准許，人民要上街抗議，就

請便吧。即使大選得票率六成許，比起他當年以七成一的壓倒性勝利，已顯遜色。  

我駐俄代表陳俊賢分析說，從去年十二月起，發生在莫斯科及各地的群眾運動，給了

執政當局聆聽民眾心聲的好機會，政府也並未採取強烈阻擾、甚至鎮壓的手段；反對

黨人士及示威民眾也能自發性遵守集會秩序，並未爆發流血衝突，「這對俄羅斯民主

發展又增添值得學習的一課」。  

普希金之愛…  

或許，今夜上街反普亭的俄羅斯人民懷想著的，正是詩人普希金曾寫下的心情：「我



曾經愛過您：這愛情也許還沒有完全在我的心中止息…」。  

兩個俄羅斯，寒夜集會的人民，吶喊的，應該全是對國家的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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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記者在現場 

群眾吶喊：不相信「2.0 版的普亭」 

選舉結束了 卻止不住抗議人潮聚集 「莫斯科不相信普亭的眼淚、選舉是騙局」 數百反對者被逮捕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六日電】 

   

  

五日夜晚的莫斯科，皓月當空，寒風襲人，卻止不住人潮不斷湧入詩人普希金雕像矗

立的廣場上。「俄羅斯不要普亭！」「莫斯科不相信普亭的眼淚！」群眾的吶喊聲，

直上挺立的白樺樹梢。細雪飄下，在冷冽風中，與抗議者身上的白色絲帶共飛舞。  

即使普亭已確定以近百分之六十三得票率第三度當選總統，但反對者的異議行動仍未

因投票結束告終。年輕的莫斯科大學教授阿申尼．奇卓夫說，「我在這裡，是因為我

不相信『二點零版的普亭』，整個社會體制需要翻修，但一切都將如前。」  

他透過網路觀看擔任「公民監票員」的朋友回報，大部分投票所都有弊端，「整個選

舉還是個騙局啊。」  

自發前來的民眾身上帶著約定的白色信物：要求「誠實選舉」的白色絲帶、白玫瑰、

白色鬱金香，只因各地仍傳出舞弊作票案件，舞台上激昂地宣布：「晚安，莫斯科的

自由人民，讓我們以行動宣布這次選舉無效！」  

警方估計約有一萬四千人參加五日晚上這場反普集會，申請集會的兩小時結束後，群

眾遲遲不肯散去。嚴陣以待的警察與稱為「歐蒙」的鎮暴部隊強力驅離，推擠民眾進

入地鐵站，逮捕了數百位反對者，包括著名的反貪部落客阿列西．納瓦尼。  

總統落選人、億萬富豪普羅霍羅夫也參加了這場集會。他上台說：「謝謝大家無懼地

來這裡，也謝謝把選票投給我的人，儘管選舉是不誠實的；我欠你們一份情。」台下

爆出一聲：「那請給我一百萬！」笑聲遍起。  

西方媒體形容，俄羅斯自去年底以來的反普亭示威運動，是俄羅斯新興起的中產階

級，萌發民主意識的覺醒。普希金廣場口號一聲接著一聲，有別於四日晚上挺普群眾

大半含蓄沉默，台商張碧玉說，公司裡俄籍員工早說，投票那天，挺普大會的工人「都



是動員去的啦」。  

但反普大會中的群眾大半是自發而來的知識分子與年輕人，高舉手機與攝影器材現場

上網傳播，各式抗議創意迸發，也多了俄式自嘲的黑色幽默。「莫斯科，普亭並不相

信你的眼淚！」一對夫婦在胸前、背後各貼了自製海報，引用俄國著名電影「莫斯科

不相信眼淚」，嘲諷投票夜流淚的總理普亭。  

動畫導演麥可．普列哈尼忿忿地說：「我不承認普亭是我的總統，選舉是不合法的。

俄羅斯是美麗世界的一部分，普亭卻建造了障礙，阻斷國家跟上世界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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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選總統 不用翻牆 

大陸學者：俄求啥？該高興得流淚！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六日電】 

  

「我實在不明白，你們俄羅斯已經什麼都有了：你們有反對派報紙、有異議廣播電台，

有不用『翻牆』的互聯網；更重要的，你們可以直選總統！現在你們還要上街抗議、

要求民主？」  

在莫斯科多年的大陸學者忍不住對俄國朋友抱怨，他同意我引用他的抱怨，但不願具

名，「妳知道，原因很明顯。」  

同是由共產極權國家的紅色歷史，走向改革開放，同是看好的「金磚四國」，中國經

濟動向更是舉足輕重；但俄羅斯在民主進程上，卻似乎比中國大陸更快了一步。  

「在過去共產黨路子上，俄國是中國老大哥；現在，蘇聯瓦解了廿年，在民主自由的

程度上，俄羅斯是要比中國自由、民主程度高很多。」已到俄羅斯廿年的莫斯科大學

博士王豐玉說，「但是，中國急不得，民主是需要時間的。」  

西方媒體批評，普亭政權強力壓制媒體，但是此間早已出現多份自由、反對派報紙，

尤其是首都莫斯科，人民得以在官營媒體之外聽聞政治真相。  

莫斯科也有最大的反對派莫斯科回聲電台，提供廿四小時廣播，每天達百萬人收聽。  

最叫中國人羨慕的，是俄羅斯當局並不強力干預網路自由，「不像大陸，某些關鍵時

刻的關鍵字眼，就是死穴；好比之前的劉曉波、艾未未，你一寫上，帖子（網路貼文）



就馬上不見了。」  

不願具名的中國學者說，俄羅斯有名的反貪腐部落客阿列西．納瓦尼送給執政黨一個

「匾額」：「小偷與騙子的政黨」，外國媒體在世界各報刊不斷引用，「若在中國的

微博指著胡錦濤鼻子罵，還成嗎？」  

「再退一萬步說，俄國人至少可以投票選總統。」對照中國今年十月舉行十八大，一

樣要換國家領導人，決定權卻不是在人民手中。他對俄國朋友說：「所以，你們還要

抱怨什麼？照我看來，你們該高興得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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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記者在現場 

選後反普示威 開啟俄羅斯之春？ 

 

【特派記者梁玉芳／莫斯科 7日電】 

  

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束後，不少觀察者不免要問：連串示威將會開啟「俄羅斯之春」，

一如發生於北非與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從而終結俄羅斯的民主寒冬？抑或政治強

人普亭會訴諸舊策略，以鎮壓對付反對聲浪，選後算帳已經啟航？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麥弗爾說，反對派人士被捕令人擔憂，因為「集會與言論自由是普

世價值」。但俄國外交部也立即尖銳回擊，在官方推特上說：「俄國警方在普希金廣

場上的舉動，比衝入占領華爾街示威人群的警察，有人性太多了。」  

5日那夜的反對集會中，反對派領袖雅辛在台上喊著，他在獨裁者眼中看見恐懼和軟

弱，也看到「一個不確定自己的人」，否則為什麼需要調動這麼多的鎮暴警察？他會

怕誰、他要防範誰？難道是自己的人民？  

深具群眾魅力的反貪部落客阿列西．納瓦尼在被逮之前，也在講台上呼籲展開公民不

服從抗議，「我們將走出來並走上莫斯科街頭與廣場，我們不會離開！」部分志工開

始發放帳篷，鼓勵群眾仿效占領華爾街運動，留下過夜。  

但是，莫斯科的普希金廣場，未來真有可能變美國的華爾街，被屬於「99%」陣營的

抗議者占領嗎？  

攝氏零下的寒冽，與警察可能鎮壓的顧慮，讓絕大部分的參與者沒有那麼「勇敢」。

當局也在逮人之後，已用重重柵欄將有長遠抗議歷史的普希金廣場「包裹」住，不讓



人民越雷池一步。  

即使納瓦尼獲釋後告訴媒體：「我們會持續上街頭，直到要求被滿足為止。」但莫斯

科輿論並不這麼看好「中產階級造反」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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