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政變 

 
    2016 年 7 月 15 日晚間近 23:00 土耳發生政變，軍方內部派系企圖推翻時任

總統的埃爾多安，最後不到 24 小時就以失敗告終，這場未遂政變造至少 265 人

死亡，數千名群眾受傷，總統府、國會大廈皆遭到轟炸，政變部隊一度控制了

土耳其國家媒體廣播電視公司。 
 
    媒體報導，事後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共逮捕了 2839 名軍人，並發動大規模

清洗警察、政府部門和機關、司法界、律師、教育學術界、新聞界、宗教團體

等。據稱有超過 2700 名土耳其法官和檢察官在政變後迅即被解除職務，至 7 月

下旬，已有超過 6 萬人被當局扣留或遭停職或被調查。請注意，你看這規模有

多大！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指責政變的主使者是土耳其流亡美國的穆斯林領袖和

思想家葛蘭，並要求美國政府將其引渡回土耳其受審，隨後又指控現居美國的

伊斯蘭教士居倫。當然也有人懷疑這是自導自演，目的在排除異己，不然怎麼

會短時間清除了這麼多人？ 
 
    首先，美國可能涉入推翻它不喜歡的外國政權已不是新聞，過去明的暗的

例子所在多有，也不會是空穴來風。另外，由這些報導還可以觀察到什麼？我

們試著分析一下： 
 

1、 土耳其政變失敗後都逮捕了哪些人 
 

軍人、警察、政府人員、司法人員、教育學術界、新聞界、宗教團

體……等。西方強權經常利用以下手法搞亂「目標國家」，其方法有： 
 
 提供經費物資支援反對派（註：一定會有反對派）； 
 扶植激進組織，尤其是青年學生團體，他們涉世未深且一腔熱

忱，很容易被鼓動。主要的方法是提供金援和培訓； 
 培植未來代理人的骨幹力量； 
 操控媒體； 
 捏造抹黑或擴大妖魔化原領導人； 
 為反對派人士上台製造聲勢； 
 滲透該國強力部門如軍、警、情治單位； 
 為反對派上台護航； 
 平時就利用非政府組織培訓人員； 



 散佈抗爭思想及指導培訓如何帶動街頭運動； 
 一旦有機會就鼓勵他們出來革命； 
 …… 

 
這些我們是不是也很熟悉呢？從這裡我們可學到，若要顛覆一個政府

該從哪裡著手。 
 

2、 看一下政變失敗後的各國或各媒體說些什麼 
 
    士耳其的埃爾多安現政府是符合西方民主制度下選舉出來的政府，

照說如果民眾不滿意現在的政府，可以用合乎憲法及法律的方法將其罷

免下台或者下次不選他，不管怎麼說，採取政變的手段來奪取政權，應

該是要受到譴責的。可是，我們可以上網查一下歐美的政府或媒體是怎

麼表態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各國真正對待民主的態度，或者所謂的民

主選舉只是一種操弄別人的藉口而已。以下是從網上查到的資料： 
 

 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聲明呼籲各方保持冷靜與克制，避免暴

力衝突。他強調，軍方干涉一定事務是不可接受的，根據民主

原則，通過和平方式認可文官治理和憲法秩序至關重要。但原

本聲明中「希望各方尊重土耳其的民選政府」卻遭埃及反對。 
  （註：沒有譴責政變行為） 
 

 歐盟：強調土耳其是歐盟重要夥伴，歐盟支持土耳其民選政

府、國家機構及法律，呼籲土耳其儘快恢復正常秩序。 
        （註：沒有譴責政變行為） 
 

 美國：美國國務卿克里表示，必需出示證據證明居倫犯法，華

盛頓才會考慮引渡居倫，並促安卡拉政府保持克制，並在後續

調查中依法辦事。 
（註：沒有譴責政變行為） 

 
 BBC：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將利用這次失敗的政變對他所認知

的政敵進行進一步的打壓。（註：沒有譴責政變行為、報導極

度偏頗） 
 

 俄羅斯：對區域安定感到關切，但準備與土耳其「合法領導

者」合作。（註：沒有譴責政變行為） 
 



 德總理梅克爾：德國站在捍衛民主的一方。 
       （註：沒有譴責政變行為、語焉不詳的空話） 

 
 法國外長艾羅：希望土耳其民主更加堅強。 

（註：沒有譴責政變行為、也是語焉不詳的空話） 
 

 英國外交大臣約翰遜：對土耳其政府表達支持。 
（註：沒有譴責政變行為） 

 
    我們學到的是：不要相信西方所謂的民主政府或媒體就是公正的、勇於說

話的、有原則的、立場堅定的、標準一致的……。就民主的觀點來看，不管什

麼理由，反對派採取政變的手段奪取政權顯然都是不應該的、錯誤的，可是發

生在土耳其的政變，除了聯合國祕書長稍稍的表示不可接受以外，為什麼連一

個敢出來譴責的國家都沒有？會不會和他們背後的老闆有關係？我們不妨猜一

猜：政變成功發生在哪裡就會得到各主要國家或媒體瘋狂的稱慶並祝賀承認新

政府，在哪裡又會被罵到臭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