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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共是1970年代西歐規模最大的共產
黨，亦是意國當時最大在野黨。1975年地方選舉

中，意共贏得33%選票，僅次於當時的執政保守派天主教民
主黨。意共的施政主張聚焦打擊貪腐問題，備受民眾歡迎，
時任意共領袖貝林格也承諾意共若成為執政黨，也不會脫離
北約或歐洲經濟共同體。

借墨索里尼妖魔化意共興起
英國政府對意共的內部評估意見不一，但在冷戰意識形態

深刻影響下，多數人依然將意共視作「披着羊皮的狼」，不
斷渲染一旦意國「變天」，就會釀成歐洲的「災難」。從
1975年11月起，英國外交部便安排IRD針對意共和貝林格
散播謠言。即使翌年英國政府換屆，官員們也不忘敦促新任
外相克羅斯蘭盡快行動，「否則北約盟友和歐共體夥伴們就
會認為情況已無法挽回。」
IRD很快撰寫大量關於意共的虛假信息，將文件交給各個

領事館，讓其「自行決定」分發給「或會感興趣的聯絡
人」。派駐羅馬的IRD下轄「特別編輯小組」成員鄧洛普還
向英國外交部官員喬伊致函，詳細建議在宣傳中將意共的興
起，與二戰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的崛起相比較。喬伊也暗
中向傳媒發送IRD撰寫文章，專門強調貝林格等共產主義者
「不誠實」，再配合更多反共主題。

偽造宣傳冊渲染蘇聯干預選舉
IRD的黑色宣傳還不忘「打配合」。當年英國前外相查爾

方特於《泰晤士報》撰文宣稱「共產主義威脅民主」後，鄧
洛普迅速建議補充一篇稿件，專門反駁意共的觀點。查爾方
特也心領神會，很快將經過喬伊轉手的IRD宣傳措辭寫進新
文章。鄧洛普還聲稱在意國大選前，當地流通的兩份蘇聯傳
媒Novosti宣傳冊子是「蘇聯試圖干預選舉的證據」，其實
至少11份假借該傳媒名義偽造的宣傳冊，最後都被揭出自
IRD之手。
經IRD炮製的連串虛假消息，最終源源不斷流入意大利。

1976年意國大選中，儘管在左翼思潮之下，天主教民主黨仍
然保住最大黨地位。鄧洛普則在事後報告中撇清關係，形容
大選結果是「意國自發宣傳的成果」，IRD的行動「只在最
後時刻發揮有限作用。」
伯明翰大學研究英國外交政策教授盧卡斯形容，即使身為

北約盟友和歐共體成員，意國也沒能逃過英國干預選舉的黑
手，「按照英國政府的說法，『民主政體』不能干涉他國的
『民主進程』，不過IRD看來早就越過了這條紅線。」

◆綜合報道

《觀察家報》揭1976年意國大選散播謠言
阻意共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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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意大利同為北約盟國，在1976年還都是歐洲經濟
共同體成員。有別於在發展中國家肆意煽動輿論挑撥局勢，
英國插手意國選舉顯得格外「謹慎」。《觀察家報》披露當
時有官員稱，英國萬萬不能在意國發動「精準如外科手術的
政變」，所以要在宣傳上暗中謀劃，達到「破壞意共信譽」
目的。
報道提及早在計劃布局時，英國外交部「信息調查部」

（IRD）官員就提議散播謠言，宣稱一戰後劃歸意國的上阿
迪傑自治省居民不滿選舉，會在意共獲勝後「宣布獨立」。
IRD還與英國廣播公司（BBC）暗中溝通，讓後者向意國聽
眾專門播放「西方評論意國政治局勢發展」。英國情報機構
軍情六處還在瑞士招募極右翼政客馬索尼，在瑞意邊境分發
6萬份反共材料，讓IRD在意國擁有秘密宣傳通道。

時任外相提醒行為勿見光
更有資料揭示，英國外交部直接要求間諜調查意共領導人

與蘇聯的關係，還要確認意國中間派選民最常用的傳媒，以
加強宣傳戰效果。IRD則早早派出專員鄧洛普前往羅馬，讓
其想方設法「影響意國輿論」。
報道引述鄧洛普的記錄稱，英國外交官員行事慎之又慎，

力求避免宣傳文件被看穿出自英國政府之手。
時任外相克羅斯蘭的政治顧問利普西還提醒，不要讓煽動

意國輿論行為被曝光，引起英國工黨選民反彈，「我們不介
意只是將意共形容作『被蘇聯操縱的工具』。」

◆綜合報道

◆◆前意共領袖貝林格前意共領袖貝林格（（左左））主主
張聚焦打擊貪腐問題張聚焦打擊貪腐問題，，備受備受
民眾歡迎民眾歡迎，，但在英但在英IRDIRD抹黑抹黑
下未能帶領意共贏得下未能帶領意共贏得19761976
年大選年大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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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在前殖民地紛紛獨立後，依
然暗中打擊當地「威脅英國利益」的左
翼政界人士。從1964年起，英國外交
部「信息調查部」（IRD）下轄「特別
編輯小組」（SEU）就在肯尼亞發動4
輪黑色宣傳，阻撓反對殖民統治的時任
副總統奧廷加掌權，最終更間接促成將
奧廷加逐出政壇。

挑起與總統互猜疑
肯尼亞曾是英國殖民地，1963年12

月 12日宣告獨立。《觀察家報》披
露，SEU最先使用虛構組織「忠誠的非
洲兄弟」，不斷宣傳奧廷加是「共產主
義陣營工具」。1965年9月，IRD發動
更複雜的宣傳攻勢，利用英媒刊文批評
時任肯尼亞總統肯雅塔，藉機吹捧奧廷

加是「偉大的革命領袖」，會領導「全
新的肯尼亞人民革命社會黨執政」。根
據內部記錄，IRD向肯尼亞主要傳媒和
名人發送80份宣傳冊子，挑起肯雅塔
與奧廷加互相猜疑，更讓奧廷加被當地
政界視作「與共產主義陣營結盟」。
奧廷加其實對黑色宣傳有所察覺，他

多次公開批評英國報道涉嫌誹謗，試圖
形容他有意推翻肯雅塔政府。奧廷加
1966年辭去公職成立新政黨，但3年後
就被肯尼亞政府取締，他也被判入獄。
伯明翰大學英國外交政策教授盧卡斯

指出，英國黑色宣傳的核心，就是試圖
控制已經獨立的前殖民地，「這些黑色
宣傳提醒我們，一個衰落的帝國並非表
面這般光鮮，背後依然充斥着欺詐、謠
言和非正當手段。」 ◆綜合報道

英國外交部秘密部門信息調查部（IRD）
在冷戰期間，一直是英國政治宣傳戰的重要
機構。在數十年間，IRD不斷通過炮製虛假
信息、偽造官方聲明、虛構激進組織等方

式，試圖在敵對陣營中煽動輿論，達到挑撥
離間效果。IRD也會攻擊左翼組織或相關人
士，以期「保護英國利益不受威脅」。

冀在中國非洲煽動緊張局勢
IRD常用手段之一就是製作針對性報告，

專門用於警告他國政府、部分記者和智庫警
惕「蘇聯顛覆他國政權」等所謂威脅。這些
報告的資料通常來自英國情報機構，而發表
報告的分析師或研究機構雖然宣稱「獨
立」，實際都由IRD暗中操控。
IRD亦頻繁撰寫虛假聲明，1967年阿拉

伯國家在六日戰爭中落敗後，IRD就偽造一
份蘇聯傳媒Novosti的聲明，宣傳蘇聯「對
埃及浪費大量援助的武器和物資感到憤
怒」。

為呼應阿拉伯國家的宗教保守派，IRD
還創建一個不存在的伊斯蘭主義激進組織
「信徒聯盟」。該組織反覆將阿拉伯國家
戰敗歸咎於民眾缺乏宗教信仰，趁勢攻擊
蘇聯人「並非信徒」。短短數年內，宗教
復興勢力就在埃及興起，接連衝擊更多阿
拉伯國家。
英國情報歷史專家科馬克表示，英國政界

高層非常清楚 IRD的工作，甚至會不時
「加以提點」。
1964年，時任首相何謨就告訴IRD要以

非洲國家加納為目標，避免該國倒向蘇聯。
數月後，新任外相沃克特別希望在中國與非
洲國家之間煽動緊張局勢，為此專門鼓勵外
交部「繼續生產黑色材料，維持暗中的黑色
宣傳」。 ◆綜合報道

邊境發黑材料渲染自治省獨立
BBC政治頻道洗腦

打壓前殖民地「威脅英利益」人士
肯尼亞副總統淪階下囚

延攬分析師「扮中立」挑撥離間為禍多國

◆1967年阿拉伯國家在六日戰爭中落敗
後，英IRD偽造聲明宣傳蘇聯「對埃及浪費
大量援助武器和物資感憤怒」。 網上圖片

◆肯尼亞前副總統奧廷加（右）未能掌權後被逐出政壇。
網上圖片

英國外交部在冷戰時期成

立的秘密部門「信息調查部」

（IRD），近年被揭發是煽動大量輿

論攻勢的幕後黑手。這些「黑色宣

傳」不單攻擊蘇聯等敵對陣營，更將

黑手伸向歐洲盟國。《觀察家報》2

日披露1976年意大利大選期間，IRD

便炮製大量虛假信息，專門針對當時

呼聲甚高的在野意大利共產黨（意

共）。這也成為IRD翌年遭傳媒曝光

被迫關閉前，完成的最後一次「黑色

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