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獲頒
諾貝爾和平獎，舉世譁然，其
後他麾下的無人戰機在巴基斯
坦、也門等地狂轟濫炸，多次
誤殺平民，美國為首的北約部
隊又在利比亞設「禁飛區」，以
保護人民為名、爭奪石油為
實，不少人皆認為他不配和平
獎。曾於2002年獲和平獎的前
總統卡特更忍不住諷刺對方，
指他應該信守獲獎時所作的承
諾。
84歲的卡持接受訪問時表

示，奧巴馬獲頒和平獎，主要是因為他在口頭承諾和演說中，
表示願意在應對全球暖化、移民問題，以及提升人權和促進中
東和平等問題上扮演領導角色。卡特表示，希望這些承諾得到
落實。
奧巴馬於獲獎同年，也曾在埃及開羅發表演說，向穆斯林世

界伸出橄欖枝，但今年示威浪潮席捲阿拉伯世界，突尼斯總統
本．阿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先後下台，後者正是美國的親密
盟友。華府一直被批評反應緩慢，沒盡早支援當地爭取民主的
人士。

求觀察突埃選舉 責美拒巴人立國
卡特擔任總統期間促成以色列和埃及簽訂和約，在推動中東

和平建樹良多，卸任後在全球積極化解衝突和推動民主。穆巴
拉克下台後，由軍人接掌權力，卡特稱自己的團隊應該得到認
可，監察埃及選舉。卡特稱上周已跟軍方領袖坦塔維會談，獲
邀「見證」選舉，但他指這與「觀察」相去甚遠。他又計劃於
本月稍後觀察突尼斯選舉。
卡特又指，阿拉伯專制政權瓦解，為結束中東衝突帶來機遇。

他表明支持巴勒斯坦爭取獲得聯合國承認國家地位，對於美國必
定
會

卡特暗批：
奧巴馬違諾

譴責入侵10年 阿富汗人示威反美
2001年10月7日，經歷「911」恐襲的美國聯同英國開

始空襲阿富汗，其後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權。10年過
去，儘管阿富汗已換上新政府，美軍在今年擊殺「基
地」領袖拉登，但塔利班勢力死灰復燃，自殺式襲
擊、叛亂和貪腐與日俱增。在阿戰10周年前夕，約200
名民眾前日在首都喀布爾上街示威，譴責侵略，要求
美軍和北約撤出阿富汗。

斥與塔利班無異 撤軍恐爆內戰
示威由當地一個細小左翼政黨發起，和平進行，他

們高舉被殺的阿富汗人照片，高呼「美國人滾蛋！」、
「不要佔領！」並焚燒美國旗。

一名示威者批評華府滿口仁義道德，實際卻是為侵
佔他們的國家，10年來，美國留下的只是阿富汗人的
鮮血。另一示威者指美軍與塔利班無異，都是濫殺無
辜。
阿戰10年後，美軍善後工作慘不忍睹，塔利班勢力

未見減弱，只是改為潛伏在巴基斯坦。美國總統奧巴
馬上任後，將撤軍定為首要任務，北約亦同意在2014年
底前把防務移交阿富汗，但專家憂慮，阿富汗將重演
1992至96年的內戰，導致生靈塗炭，人民流離失所。
聯合國表示，今年上半年阿富汗有1,462名平民被

殺，其中80%是遭叛亂分子毒手。10年來則有1,798名美
軍在阿喪生。 ■法新社/《每日郵報》

瑟利夫自2006年就任利比里亞總統後，致力推動戰後
重建，亦擔當國內女權鬥士。她成功為政府撇除數十億
美元債務，並引入投資者，換來「非洲鐵娘子」的美
譽。
瑟利夫早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公共行政碩士學位，

先後在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利比里亞政府任職。1997年
總統選舉雖以大比數敗於軍閥泰勒，但自此在政壇一炮
而紅，最終在2005年當選非洲首位民選女總統。
她上任之初，國家剛經歷14年內戰蹂躪，水、電、基

建等統統缺乏，如何重建秩序成為管治首要任務。目前
首都蒙羅維亞半數道路已重建，自來水恢復，唯獨電力
只能間歇供應，但這已足夠為她贏得國際掌聲。
瑟利夫17歲結婚，其後與丈夫離異，現有4名兒子及8

名孫兒。她期望年輕女性能視自己為榜樣，促使利國、
非洲甚至全球女性享有更高地位，打破男權壟斷。
然而，利國失業率高達約80%，貧窮問題嚴重。有公

務員表示，瑟利夫在國內不及在國際社會般受歡迎，因
她未能應對民眾訴求，例如米價比泰勒在任時高5倍。
反對派近日更指她買票，並挪用公款競選，和平獎隨時
會成為她任內最後的榮譽。 ■法新社/美聯社

非洲鐵娘子助重建
利比里亞和平運動領袖古博韋活在獨裁者泰勒統治的

年代。利國1989年爆發內戰，軍閥泰勒發動兵變，推翻
總統多伊，1997年當上總統後內戰持續，古博韋明白到
要為國家爭取和平，只能依靠女性。當時只有17歲、剛
高中畢業並打算攻讀醫科的她不畏強權，組織一群穿白
衣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女性，冒㠥隆隆炮火一起祈禱，要
求交戰雙方停火對話，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和平；2002年
甚至發起「不與丈夫行房」運動，最終成功促使內戰結
束。
到2003年，古博韋的努力得到回報，她們得以跟泰勒

會面，迫使對方答允參與在加納舉行的和談，但和談沒
成果。她明白要採取更激進行動，於是與200名女性前往
和談地點阻止交戰派系代表離場，保安人員對她拳打腳
踢，她威脅當眾裸露身體，此舉在西非被視為極惡毒的
詛咒。結果各方返回談判桌，促成兩周後公布的阿克拉
和約。
古博韋其後動員婦女在民主選舉中投票，見證利國誕

生非洲首位女總統瑟利夫。本身是社工的她曾表示，強
姦在戰爭中被視為玩具，小孩被拐走當兵、訓練成殺人
機器，她本人見盡這一切。 ■法新社

「不行房」促成和平
也門女權分子卡曼育有3個孩子，她自2007年每

周都在首都的薩那大學抗議，爭取言論自由及要求
執政逾30年的總統薩利赫下台。縱使曾多次被捕，
還接過死亡恐嚇，但她毫不退縮，在反政府示威浪
潮席捲阿拉伯時，她更帶領也門人爭取自由。
卡曼本身是記者，出任「無枷鎖女性記者」組織

主席。她一直不滿政府，但直到看到一個部落領袖
的所作所為，才使她立志改變也門。她憶述，當時
部落領袖搶去農村家庭的農田，她認定這是許多也
門人面對不公義的象徵，意識到「沒甚麼事情能改
變這個政權，只有抗爭」。
她表示，也門超過500萬人活在貧窮之中，近半數

人是文盲，石油短缺，食水儲備連年下跌，不少數
據更預計也門將是首個耗盡食水的國家，預計2025
年「斷水」，但政府好像無法甚至無意解決問題。
卡曼拒絕以暴易暴，她的辦公室掛上馬丁路德

金、甘地和曼德拉的照片，指暴力已為也門帶來無
數問題。她的非暴力抗爭使她成為薩利赫眼中釘，
當局曾以政府職位招攬她，被她拒絕後多次向她發
死亡帖。 ■《衛報》/《時代》周刊

爭取自由無懼死亡

日本民主黨前黨代表小澤一郎
（見圖）前日深夜突然腰痛，被救
護車送往日本醫科大學醫院，院方
昨日召開記者會透露，小澤患左尿
管結石，預計需要住院約一周，醫
生並以藥物治療，使結石自然排
出。
據稱，小澤腰痛已消除，情況穩

定。東京地方法院定於下周五，就
政治資金報告書造假案第二次開庭
審理小澤，律師認為他可以出庭。
在野黨正要求傳喚他到國會，就政
治資金問題接受質詢，其病情有可
能對今後政局造成影響。 ■共同社

小澤尿管結石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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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激讚今屆結果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歡迎3位女性獲獎。

歐盟：諾委會作出了「明智決定」。

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國際特赦組織：讚揚諾貝爾委員會認同女性在化解衝突上擔當的重要角

色。

利比里亞全國選舉委員會：將如期於下周二舉行總統大選。瑟利夫獲得和平獎，為她競逐

連任注入強心針。

和 平 獎

相隔7年，諾貝爾和平獎終於

再由女性奪得。3位來自非洲和

中東的非常女性，因為「透過

非暴力抗爭，維護女性安全及

權益，並充分參與締造和平工

作」的貢獻，獲頒今年度和平

獎，她們分別是非洲首位民選

女總統、利比里亞總統瑟利

夫，還有帶領利國結束內戰的

「和平運動」領袖古博韋，以及

帶領也門反政府示威的「革命

之母」卡曼。

非
洲
首
位
民
選
女
總
統

也
門
革
命
之
母

3
女
權
鬥
士
奪
和
平
獎

挪 威諾獎委員會表示，卡曼無論在「阿拉伯
之春」爆發前後，都一直為爭取女性權益及

也門民主和平扮演領導角色；瑟利夫任內推動利比
里亞社會及經濟發展，並加強女性地位；古博韋則組
織婦女化解種族及宗教分歧，協助結束利比里亞內戰，
亦成功爭取女性選舉權，提升婦女在西非國家的地位。

拒與夫交歡 挑戰軍閥反內戰
諾委會主席賈格蘭德指出，若女性在社會各階層得不到與

男性同等的機會，全球將難以實現民主及持久和平。諾委會
期望3人獲獎能有助世界各地停止壓制女性，並認識到女性推
動民主及和平的巨大潛力。3名得主將分享1,000萬瑞典克朗

（約1,149萬港元）獎金。
72歲的瑟利夫2006年就任，下周二將角逐連任。她表示，

得獎是自己多年爭取和平的成果，慶幸與古博韋同獲殊榮，
指獎項屬於所有利比里亞民眾。

被譽為「和平鬥士」的古博韋創立「非洲婦女和平安全網
絡」，曾以「拒絕與丈夫上床」的方式，挑戰利國軍閥，表達反

對內戰的訴求。該組織表示，獎項確定他們的努力，有助推廣
女權運動。

卡曼在近期針對也門總統薩利赫的示威中站在最前
線，她得悉獲獎後感到欣慰，表示會將獎項獻

給也門民眾，尤其是參與革命的年輕人。

爭議2年後 今屆成團結聲音
過去兩年和平獎得主均引起爭議，賈格

蘭德在公布獎項前表示，今屆將成為團結
的聲音，得主是顯而易見，會得到各界
認同。諾委會表示，今年和平獎收到破
紀錄的241個組織及個人提名。外界原
先普遍預期「阿拉伯之春」一眾中東
及北非改革派人士是熱門得主。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英國廣播公司/諾貝爾獎網站

瑟利夫 古博韋 卡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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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高舉被殺的阿富汗人照片，高呼
「美國人滾蛋！」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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