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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是
普天同慶的大日子，公務纏身的美國總統
奧巴馬帶 「第一狗」Bo出巡購物，大派
親民牌之餘，同時營造總統國務為先的形
象。 路透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奧巴馬帶第一狗購物

眼神揭駐阿戰爭創傷

聖誕佳節前，罷工潮席捲歐洲。比利時昨日
爆發24小時反緊縮罷工行動，公營機構員工抗
議政府改革退休制度，全國鐵路、巴士及地鐵

等交通服務接近癱瘓，郵局、學校、醫院及政
府大樓等機構亦暫停運作，但主要國際機場維
持正常營運。

比利時鐵路系統自前日下午開始停止運作，
其他交通服務亦於昨日起停駛。兩條國際列車
線亦於前日暫停服務，其中歐洲之星列車只駛
至比利時邊境，乘客需要轉乘巴士到布魯塞
爾。市內交通嚴重擠塞，時有示威者阻塞道
路，但由於很多人選擇放假或在家工作，繁忙
時段未有如預期般出現混亂。除了鐵路工人，
昨日亦有郵局職員、教師、公共廣播公司員工
及獄警罷工。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殺人掏心肺 美華裔漢囚29年
49歲中國籍男子黃震(Huang Chen)（見圖）去年1月在

美國紐約皇后區，用錘子襲擊46歲的職業介紹所老闆吳
芊，向她錘擊30次及用刀狂插後，再用膠繩勒斃她，並
挖出其心肺。紐約皇后區最高法院前日判被告入獄29
年。

據報，黃震由於不滿吳芊未能為他介紹工作而動殺
機。他於2006年已因毆打及企圖勒斃吳芊，被判關押得
州監獄，原定在2009年底被遣返中國，但黃震最終獲釋
並返回紐約。

黃震回到紐約後不停騷擾吳芊。在遇害前4天，吳芊

報警聲稱黃震威脅殺死她。儘
管吳氏之前曾6次向兇徒提出
禁制令，但警方當時卻要求她
重新申請保護令，才能追捕黃
震。法官在審判時形容黃震為

「怪物」，並斥責執法機關未有
保護吳芊，導致悲劇發生。而
吳芊的丈夫則控告警方沒有向
其妻子提供足夠保護，索償1,500萬美元(約1.17億港
元)。 ■《每日郵報》/《紐約每日新聞》

美軍撤出伊拉克不足一周，當地昨日便發生血
腥連環炸彈襲擊，10多個主要屬什葉派的地區受
襲，爆炸地點包括住宅、學校和商店等，造成至
少63死194傷，是該國自11月以來最嚴重的襲擊
事件。

巴格達各城區共發生4宗汽車炸彈及10宗路邊
炸彈和火箭彈襲擊，伊拉克安全部隊迅速封鎖相
關地區，有官方人士表示，這次連環爆炸動用武
器之多，足見經過精心佈局及相當長時間的準
備。雖然暫未有組織承認責任，但總理馬利基發
表聲明稱，事件發生的時間及地點，再次證實策

劃者企圖達成何種政治目的，暗示爆炸是遜尼派
人士發動。

當地的最高司法機構「最高法律委員會」於本
月19日以涉及恐怖活動為由，向屬遜尼派的副總
統哈希米發出逮捕令。他逃往北部的庫爾德地
區，並否認所有指控，又稱指控與美軍撤走發生
在同一時間，質疑其背後動機。馬利基前日表示
當局會要求庫爾德地方當局交出哈希米，有當地
議員認為，如果交出哈希米，什葉、遜尼兩派關
係將更緊張。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軍方最初聲稱陳宇暉自殺身亡，亦同時承認陳死前曾遭上級凌辱及虐打。最
新聲明指出，陳的屍首有一處自我造成的槍傷。白宮發言人形容事件不幸，強
調絕不容忍軍隊有欺凌行為。

家書：山羊叫聲稱呼我
陳宇暉家人同日召開記者會，母親陳素珍稱兩個月來的痛苦得到解脫，有信

心軍方會嚴肅處理。父親陳炎桃稱，家人深知摯愛不能復生，但消息為他們重
燃希望。

約400名紐約民眾上周四在曼哈頓下城區遊行，有人高喊「爭取知道真相權
利」的口號，要求軍方交代，並有人對此問責。他們其後於哥倫布公園舉行燭
光悼念會，陳宇暉家人讀出2月時一封家書，信中寫道：「軍中很多同袍無緣
無故用山羊叫聲稱呼我『阿陳』，每天問我數次是否從中國來，又時刻都拿華
人開玩笑，但我已無笑話回敬⋯⋯我試 叫自己不介意。」他承諾明年4月回
家，不料客死異鄉，與家人陰陽相隔。

陳母仍未走出悲痛，拿 兒子的遺像淚流不止。她稱不相信兒子會自殺，因
出事前6日陳宇暉才致電回家，希望家人寄肉乾給他。1位女童讀出為陳所寫的
詩，結尾發出疑問：「陳宇暉發生了甚麼事？」場面令人動容。

「神探」李昌鈺受邀究死因
被香港媒體稱為「現代福爾摩斯」的華裔刑偵專家李昌鈺，接受當地華裔社

團美華協會邀請，成立專家小組獨立鑑定陳宇暉的死因，包括檢定軍方公布的
解剖報告、調查報告及其他物證。

美華協會會長歐陽蕭安表示，軍方仍不肯透露死因調查進展，僅稱預計明年
2月公布結果。該會已向軍方表達3個訴求，包括嚴正徹查死因、民眾日後可向
軍隊訓練表達意見、以及讓社區領袖參與軍隊招募，避免有種族歧視人士入
伍。

陳宇暉1992年生於紐約唐人街，父母均祖籍廣東台山，為家中獨子。今年1
月他決意從軍，經3個月訓練後一度派駐阿拉斯加陸軍基地，8月被調往阿富汗
服役。10月3日於坎大哈軍營哨塔中被發現頭部中槍身亡。

美軍欺凌華裔同袍案早有前科，今年4月，駐阿海軍陸戰隊士兵廖梓源不堪
「戰友」辱罵及體罰，舉槍自殺。由於廖是華裔女眾議員趙美心的表姨甥，事
件備受關注，軍方10月底宣布將3名涉案士兵交軍事法庭審訊。

■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每日郵報》/《紐約時報》

聖誕節除了紀念耶穌誕生，以
及有聖誕老人派禮物外，還有3名
重要人物。根據聖經記載，耶穌
出生時，有3位智者從東方跟隨星
光來到耶穌出生地，但有寫自8世
紀的古籍揭露原來智者不止3人，
最遠的更可能來自中國，為聖誕
節加添一份中國風。

古籍《東方三博士揭秘》所指
探訪耶穌出生的「東方三博士」其實是古代的追星者，一行十
多人，可藉星象預測命運。他們都是亞當第三子的後人，來自
世界最東邊，亦即現今的中國。 ■法新社/《每日郵報》

古書：中國智者曾探耶穌出生比國公僕反緊縮 罷工癱瘓鐵路　

巴格達連環爆炸63死 涉教派衝突

俄升第6大經濟體 梅氏承諾政改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昨日發表任內最後一次國

情咨文，承諾卸任前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包括恢
復普京任總統時廢除的州長選舉，期望所有民眾可
合法參與政治活動，試圖平息反選舉舞弊引起的民
怨。他同時宣稱，俄羅斯成為世界第6大經濟體。

梅德韋傑夫提出建立各地行政官員直選制度、簡
化政黨註冊手續等，建議總統參選人的民眾聯署提
名門檻，由現時200萬人降低至30萬，若非由議會政
黨推舉的參選人則需10萬人提名。同時，為加強議
員與選民間的聯繫，讓各區有代表直接進入議會，
他建議在全國225個選區按比例推選議員。梅氏亦承
諾放寬廣播限制，稱其中1家國營電視台可不受政府

干預，自行制定節目內容。

年增長約4%  民眾收入新高
梅氏回應近日反政府示威時，稱會認真聆聽意

見，若指控有理，政府必定依法修正問題。
他以強硬措辭警告不容許「極端分子」操縱社

會，亦反對外國干涉俄國事務。他稱政府尊重民眾
合法表達訴求，但不能接受有人企圖煽動社會糾
紛。梅氏表示，越來越多民眾對政府有要求，反映
俄國民主漸趨成熟，強調國家需要民主，而非混
亂。

經濟方面，梅氏宣布俄國已躋身世界第6大經濟

體，稱國家經濟每年增長約4%，表現勝於大部分發
達國家的復甦速度。他指出，退休金及工資開支不
斷上升，現時社會補助及民眾實際收入是自前蘇聯
時期以來最高，但關注俄國仍有大量貧窮人口。梅
氏表明依靠石油收入增加儲備是理性政策，有助阻
止發生外匯危機。然而，他警告全球經濟衰退可能
持續數年，俄國需加強競爭力應對。

梅氏亦表明打倒「系統性」腐敗的決心，提出加
強監管收入與支出不相稱的高層官員，要求他們購
買不動產、汽車及證券時作出申報。政府明年將建
立網站，專門處理民眾對官員及行政程序的投訴。

■俄新社/法新社/路透社/新華社

美國19歲駐阿富汗華裔士兵陳宇暉（Danny Chen）死亡案有

新進展。國防部前日宣布，8名涉案士兵已被起訴過失殺人等多

項罪名，但仍未公開其真正死因。軍方披露陳宇暉生前部分日記

內容，顯示他在軍中備受種族歧視，常遭戰友虐待，又稱呼他作

「成龍」（Jackie Chan）。事件在紐約華人社區掀起反歧視及反欺

凌浪潮，民眾狠批當局無認真處理，警告若軍方不盡快交代，會

呼籲亞裔人士不要參軍。

意大利總理蒙蒂提出的330億歐元(約3,350億

港元)緊縮方案，昨日提交參議院表決，以257票

贊成、41票反對，通過緊縮方案，趕及在聖誕前

生效，重拾市場信心。

蒙蒂昨午在表決前先向參議院發表演說，表示

方案通過後，政府將把全副精力放在刺激增長

上，又解釋急於通過方案，目的是向國際社會證

明意大利有決心。雖然主要黨派並不同意徵收新

稅及改革退休金制度等措施，但基於對國家的責

任，表態會通過方案。

緊縮方案出台即遇工會抗議，指責方案不公

平，對促進經濟增長沒實質作用，亦無法改善有

錢人逃稅問題，但反應不夠猛烈。國內大部分民

眾為扭轉國家局面，以免引發災難，亦順從政府
決定，唯一反對方案的黨派於參議院中只屬少數

派別，無阻方案通過。 ■路透社/法新社

■探訪耶穌出生情景的雕
塑。 網上圖片

■通過緊縮方案後，蒙蒂接受道賀。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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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陳宇暉遺體10月運回紐約，多名官兵扶靈。 路透社

■家人出席陳宇暉葬禮時，需旁人攙扶。 路透社

■陳宇暉喪禮上，擺有親人的中文輓聯。 路透社

■巴格達一座遭炸彈襲擊的大樓。 美聯社

赴阿前 服役時 退役後

眼神堅定或游移、可怕或成熟，無形中揭示內心的戰爭創
傷。荷蘭一名攝影師花近一年時間，追訪赴阿富汗服役6個月的
海軍陸戰隊隊員，比較他們服役前後的外貌，發現眼神不約而
同流露戰爭的滄桑感。

擁有10年攝影經驗的費利西在2009年10月至去年9月間，跟隨
20名來自荷蘭皇家海軍陸戰隊的軍人，比較他們赴阿富汗前、
服役時及退役後眼神之不同。費利西稱拍攝靈感來自其子特里
斯坦的朋友，她欲了解其外貌在阿富汗戰爭前後會否改變，決
定進行有關計劃。相中軍人年齡介乎18至26歲，費利西其後到
阿富汗探訪他們，發現他們開玩笑變少，眼神亦變得更堅定。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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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母未
能走出傷
痛，在新
聞會上流
淚。

美聯社

■美駐阿
華裔士兵
陳宇暉在
軍中疑受
虐致死。

美聯社

■梅德韋傑夫在克里姆林宮發表任內最後一次國情咨文。
法新社

■從軍人雷蒙的眼神可見服役如何改變他。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