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警方7日在全德16個州中的11個展開反恐行動，突擊搜查約130
個地點。檢方表示，22名德國公民因涉嫌加入恐怖組織被捕；另外3人因
涉嫌協助該恐怖組織被捕，包括1名俄羅斯公民；還有27人正在接受調
查。有2人並非在德國境內，而是分別在奧地利和意大利被捕。意大利警
方7日稍晚證實，一名64歲的德國退役軍官在意大利中部城市佩魯賈落
網，引渡程序已經啟動。

71歲「貴族」係頭目之一
疑犯在2021年11月或之前已成立一個恐怖組織，並定期碰面制定武裝政

變計劃。該恐怖組織頭目包括71歲的德國所謂貴族家族成員海因里希十三世，
以及69歲的退役傘兵呂迪格。在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海因里希十三世的家
族曾是德國現在圖林根州的統治者。另一名被捕者名為布里吉特，她是
一名法官，亦是德國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前議員。

據報道，疑犯包括 「帝國公民」 成員，該組織拒絕承認德國政
府合法性，長期圖謀推翻現有國家秩序。檢方表示，疑犯成立恐
怖組織的目的正是推翻現政府，並自立政權，讓海因里希十三
世成為新的國家領袖。他們還相信德國被所謂 「深層政府」
控制，這與 「匿名者Q」 （QAnon）的理論極為相似。

俄方否認有任何聯繫
疑犯認定，他們的目的只能通過軍事手段和暴力方式

實現，其中一部分人員已經在為出動小規模武裝進攻議會大
廈做準備。德媒稱，警方7日搜查的地點包括德國特種部隊KSK
在巴登─符騰堡州的營地，但德國官方拒絕評價該消息的真實
性。KSK近年因被右翼極端分子滲透而飽受批評，德國國防
部於2020年下令解散KSK的部分連隊。

海因里希十三世曾在俄羅斯女子維塔利亞協助下與俄
官員取得聯繫，希望與俄方商討 「政變」 成功後在德國建
立 「新秩序」 事宜。據報道，維塔利亞正是那名被捕的俄
羅斯公民。德國檢方強調，初步調查顯示，海因里希十三
世接觸的人並未對他作出積極回應。俄羅斯駐柏林大使館
7日發表聲明說，俄外交官及使領館辦公室與恐怖組織或其
他非法實體的代表沒有任何聯繫。

德國內政部長費澤7日表示，政變陰謀凸顯極右
翼恐怖主義威脅的嚴重性。綠黨議員南尼說，這些
疑犯似乎 「不夠聰明」 ，沒有能力真的發動政變，
但 「不管他們的想法有多粗糙，計劃成功率有多
低，這種嘗試都是非常危險的」 。

德極左極右罕見聯合示威
近年來，德國極右翼勢力有抬頭趨勢，對社會

安全構成嚴重威脅。2019年，德國政府出台了防
範極右翼襲擊的一攬子政策，包括加強互聯網管
控、槍支管控等。新冠疫情期間， 「帝國公民」
等極右翼組織變得更加激進，其成員參與了2020
年8月底強闖德國議會大廈未遂事件。

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能源價格飛漲，生活成
本危機加劇。《衛報》7日報道指，這場危機令德國
極右翼和極左翼罕見地走向聯合，共同參加每周一的遊
行示威活動，要求政府撤銷對俄制裁以保障能源供應、
設置房租上限等。德國公眾對示威者的態度也發生改
變。過去示威者的訴求常常被批評太過分，但
近期一項民調顯示，80%的受訪者表示能理解
示威者為何走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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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德國警方阻
止一起企圖破壞國家電網、綁

架衞生部長、推翻德國政府的陰
謀，逮捕4名疑犯。他們來自一個名為
「聯合愛國者」 的Telegram群組，且與

極右翼組織 「帝國公民」 有聯繫。

2020年1月：德國內政部取締極右翼組織
「戰鬥18」 。該組織據信是極端組織 「血

與榮耀」 的武裝分支機構，名稱中的數字
代表第一和第八個英文字母A和H，為納粹
頭目阿道夫．希特勒姓名首字母。2019

年，黑森州卡塞爾行政區政府主席呂布克遭
槍擊身亡，槍手疑與 「戰鬥18」 有關。 「血與
榮耀」 已於2000年在德國被取締。

2016年3月：德國政府取締新納粹組織
「白狼恐怖團」 。該組織成立於2008
年，不斷向青少年宣揚種族主
義和納粹思想，2011年更
成立 「特別部隊」 ，企圖

推翻德國政治體系。

◀查爾斯三世6日出巡時被人
扔雞蛋。 視頻截圖

帝國公民無視法律
多次製造暴力事件
【大公報訊】據德國之聲報道： 「帝國公

民」 由遍布德國各地的小規模團體和個人組成，
他們自認是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公民，因
此拒絕承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該組織近
年多次製造暴力襲擊事件，新冠疫情期間變得
更加激進，對德國社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據德國之聲介紹，目前德國境內約有2.1萬
名 「帝國公民」 成員，其中超過2000人被認為
是潛在暴力分子。他們大多為男性，平均年齡
超過50歲，很多人支持右翼民粹主義、反猶主義
和納粹思想。 「帝國公民」 成員拒絕納稅，無視
德國法律，甚至自行宣布 「建國」 ，為其取名 「第
二德意志國」 、 「普魯士自由邦」 或 「日耳曼公國」 。

「帝國公民」 吸納了很多退役士兵，近年警方從該
組織成員家中搜出大量槍支彈藥。2016年，一名 「帝國公

民」 成員槍殺了一名前來收繳非法槍支的警
察，引起軒然大波。德媒稱，此案促使德
國政府轉變對 「帝國公民」 的態度，加大
對其打擊力度。2017年，此案兇手被判
終身監禁。

新冠疫情期間， 「帝國公民」 變得更加
激進，與反疫苗組織和其他右翼團體一同反對
政府防疫政策。2020年8月，該組織參加反防
疫示威，強闖議會大廈未遂。今年4月，與該
組織有聯繫的右翼分子被指控密謀破壞電網、
綁架德國衞生部長。

美憂引火燒身 布林肯稱不鼓勵烏越境襲俄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俄

羅斯境內的軍事設施近日頻繁遭無人
機襲擊，莫斯科指控烏軍施襲，基輔
並未承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6日稱，
美方不鼓勵烏克蘭越境攻擊俄羅斯，
也並未促成烏軍實施越境打擊。據報
道，美國擔心引火燒身，始終拒絕向烏
克蘭提供能打擊俄本土的遠程武器。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6日稱，

尚無證據表明是烏方發動了針對俄境
內軍事設施的打擊，美國也未向烏方
提供此類武器。布林肯和普賴斯均未
對襲擊事件表示譴責。據法新社報
道，美國和北約拒絕向烏克蘭提供遠
程武器，是因為擔心與俄羅斯爆發直
接衝突。但專家認為，烏克蘭有能力
自行改裝蘇聯時期的偵察無人機，並
利用其襲擊俄羅斯境內目標。

5日，俄羅斯梁贊州和薩拉托夫州
的兩個空軍基地遭無人機襲擊，造成3
人死亡，2架飛機受損。這兩個基地距
離俄烏邊境500公里以上。6日，俄羅
斯庫爾斯克州一個機場的儲油設施亦
遭無人機襲擊並起火。

5日襲擊發生後，俄軍對烏克蘭境
內目標發動大規模導彈襲擊。俄軍
稱，烏國防企業、通信中心、電力設

施等17處既定目標均被擊中，此次打
擊造成烏軍預備部隊、外國武器、軍
事裝備和彈藥通過鐵路交通向戰區的
輸送中斷。6日，俄總統普京主持召開
閉門會議，討論如何保障國內安全。
普京7日警告說，核戰爭風險正在上
升，但俄方並未 「發瘋」 ，將所謂
「戰術」 核武部署在其他國家的是美
國。

英王查爾斯出巡再遭擲雞蛋
【大公報訊】綜合
BBC、 《 每 日 郵

報》報道：英國
國王查爾斯三
世6日巡視英
格蘭貝德福德
郡盧頓地區
時遭人投擲
雞蛋，幸而
未被擊中。警
方當場拘捕一
名20多歲的男
子，該男子被控

犯 下 普 通 襲 擊
罪。這已經是查爾

斯三世不到一個月內
第二次遇到此類事件。

查爾斯三世6日前往位於倫敦
西北方向約46公里處的盧頓地區，接見

社區及公益組織領袖，並參觀新落成的
錫克教廟宇。當查爾斯三世在盧頓市政
廳前與民眾握手及近距離交流時，人群
中突發發生騷動，隨後一枚雞蛋向他的
方向砸來，不過並未砸中。現場保安人
員馬上採取行動，將查爾斯三世短暫帶
離人群。他很快走到另一個位置，繼續
與民眾交流。

據報道，襲擊查爾斯三世的是一名

20多歲的男子，他已被拘捕，被控犯下
普通襲擊罪，貝德福德郡警方正在進行
進一步審訊。

11月9日，查爾斯三世與王后卡米
拉在約克郡遇到同類事件。當時一名23
歲的激進環保主義者連續向他們投擲4
枚雞蛋，最近的一枚落在查爾斯三世鞋
子旁邊。襲擊者被捕時高呼反君主口
號。他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被關押，後

被保釋出獄，但此後不得靠近
國家君主，亦不得在公共場合
攜帶雞蛋。

查爾斯三世在英國的民望
一直不高。1995年他還是王儲
時，曾在愛爾蘭都柏林市中心
被抗議人士扔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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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從 「帝國公
民」成員家中收繳
大量槍支彈藥。

資料圖片

▲ 「帝國公民」 成員2020年8月參與了強
闖德國議會的示威活動。 資料圖片

▶政變團夥
頭目之一海
因里希十三
世（中）7日
被捕。

美聯社

▼德國警方7日在多
地展開突擊搜查。

路透社

帝國公民成員涉案 受美陰謀論團體影響

▲烏軍7日在烏東前線向俄軍陣地發射導彈。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