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共和黨總統初選於當
地時間周六舉行，前
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右

圖)繼續受婚外情醜聞
困擾，前日網上更流
傳一封宣稱由美國有
線新聞網絡(CNN)寄出

的電郵，指他曾強迫前妻瑪麗安娜(左圖)墮
胎，CNN隨即發聲明否認曾發出電郵。
報道指，電郵最少傳至兩名南卡州共和黨執

行委員會成員，暫未知由誰人發出。由於該州
是保守州份，無論是瑪麗安娜上周的專訪，或
是這封電郵，目的都明顯是要打擊金里奇的選
情。
抹黑手段在美國選舉中見慣不怪。大熱門前

麻省州長羅姆尼，在上屆初選期間亦曾遭人冒

名寄出聖誕卡，當中引用
《摩門經》的爭議內容，導
致他敗給參議員麥凱恩。

與羅姆尼打持久戰
4名主要參選人前日在南

卡州展開多場競選活動，
作最後拉票。多項民調顯
示，羅姆尼與金里奇支持
度大幅收窄，甚至打成平
手，分析認為，金里奇上
周四的辯論表現良好是主因之一，但數據可能
未反映婚外情醜聞的影響。
羅姆尼表示，民調結果無誤差，將要跟金里

奇打持久戰，但相信自己可獲最終勝利。因坐
擁巨額財富常遭攻擊的他承認，競選不能做到
完美，會盡力集中關注就業及經濟，爭取支

持。其競選團隊亦準備在下一站佛羅里達州大
灑金錢賣廣告，務求取勝。
金里奇則大談經濟主張，又抨擊羅姆尼不肯

公開個人稅務紀錄，稱對方領先優勢正在崩
潰，對自己後來居上顯得信心十足。

■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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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8名女子上月入稟法院，指控5名警
方臥底調查她們期間，與她們發生性關
係，事後對她們造成嚴重感情創傷。《衛
報》昨日揭發，曾有兩名臥底，不僅與目
標女性發生關係，更導致對方懷孕產子，
但任務結束後便銷聲匿跡。事件引起嘩
然，令外界再次質疑英警派臥底長期滲透
政治團體的做法是否恰當。
40年來，英警一直秘密派人滲透各政治

團體，監視或阻撓其活動。雖然警方禁止
臥底在任務期間與目標發生性行為，並批
評有關行為不專業和有違道德，但事實上
卻有多名前臥底承認曾這樣做，理據是若

非如此，便無法取得信任。
兩宗個案中，第一宗發生於1980年代。

臥底蘭伯特曾以假名「魯賓遜」滲透一個
動物權益及環保組織，其間不但與一名無
辜女子維持長達年半的親密關係，更與一
名女性目標誕下一子。不久後蘭伯特與兒
子的母親離婚，初時他曾定期探訪兒子，
但之後女方再婚，在她要求下，雙方完全
斷絕關係。基於保密規定，蘭伯特從沒向
母子透露其臥底身份。

任務結束後「人間蒸發」
第二宗個案中，臥底潛入某政治團體多

年後，與一名女性目標發生短暫關係，令
她誕下一子。臥底一直保密身份，未幾因
任務結束歸隊，「人間蒸發」。女方繼續從
事政治活動，並受監視，據報該臥底一直
透過監視報告獲悉母子近況，並遺憾無法
見親生骨肉一面。
去年初，英國曾爆出臥底對目標團體感

情太深，結果放棄任務並背棄警隊的事
件，引起民眾關注臥底工作。
上月，8女聲稱於1987年至2010年間被臥

底欺騙，發展長遠親密關係，其中最長的
達9年，感情承受極大創傷，決定打破沉
默，控告對方。 ■《衛報》■個案一：蘭伯特 ■個案二：馬克

■科爾伯特(前左)呼籲選民投凱恩一票。

英警臥底監視政治目標 搞大肚產子

經護國神社轉移靈位 政教分離原是謊言

日政府被揭主導靖國拜鬼
日本政府一直對外宣稱，靖國神社供奉二戰甲級戰犯是神社「本身判

斷」，靖國亦無抵觸憲法中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日本左派大報《朝日新

聞》調查厚生勞動省內部資料，竟發現厚生省(厚生勞動省前身)於1950

年代的文件，證明靖國神社合祀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實際

上是政府主導的結果。

日本國內一向有傳聞，戰後厚生省
一些軍人出身的官員，巧妙地把

甲級戰犯靈位轉移到靖國，但並無證
據。《朝》則形容，靖國問題是厚生省
前軍人官員「經過長期狡猾謀略，看準
地方封閉、保守意識，乘機把甲級戰犯
靈位悄悄地逐步挪進靖國」所造成。

前軍人官員為「黑手」
《朝》報道，1951年日本與美國簽署

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後，厚生省
「引揚援護廳」內一些陸海軍出身的官
員，就開始謀劃「盡快徹底解決」戰犯
問題。問題的處理方針，更明確記載在
厚生省《戰爭裁判參考資料－法務關係
業務處理要綱》等文件中。

1953年(即盟軍結束佔領日本翌
年)，厚生省擴充公共

援助制度，
把

戰後慰問金由一般陣亡士兵遺族，擴大
至戰犯遺族，讓戰犯獲同等看待。當局
遂決定以此為契機，用「非勉強」方
式，把甲級戰犯靈位逐步遷入靖國。
當局打算先把甲級戰犯存入各地護國

神社，最終再遷入靖國，於是在1954年3
月，厚生省敦促各地護國神社「如未合
祀要合祀」。《朝》調查後發現，當年6
間護國神社曾合祀多名戰犯，包括前首
相廣田弘毅、前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
以及前陸軍將武藤章等3名甲級戰犯。

天皇不滿從此停拜
自1959年起，靖國開始合祀乙、丙級

戰犯的靈位，最終在1978年，東條英機
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亦存入靖國。此
後，日本天皇不再參拜靖國，一般相信
這是因為天皇不滿合祀甲級戰犯。
政府多次在國會答辯中，否認涉及甲

級戰犯合祀一事，屢次
表 明 從 無 介

入。《朝》指，上述文件曾保存在國立
公文書館，聲稱對文件不知情的前厚生
省官員說，如果知道，會改變答辯內
容。靖國拒絕受訪。

■日本《朝日新聞》/英國廣播公司

「佔領法院」反企業無限政治獻金諧星夥退選人 惡搞拉票紅爆

抹黑電郵：金里奇逼前妻墮胎

美國諧星科爾伯特為證明「金錢主宰政治」
的歪風，以「試驗性質」參加周六的南卡羅來
納州共和黨總統初選。他聯同前薄餅店老闆、
因接連爆出性醜聞而退選的黑人前參選人凱
恩，惡搞了一場「冒牌」拉票活動，呼籲選民
投凱恩一票，並解釋：「凱恩就是我。」稱二
人的政治理念相同，但他的名字未能進駐選票
上，凱恩的名字則還在。他表示，若凱恩獲得
足夠選票，他便視為應該正式宣布參選。
科爾伯特擁有自家「超級政治委員會」(super

PAC)，可以向企業、工會和富翁籌款；該PAC
還製作過廣告，指責羅姆尼是連環殺手。
雖然是冒牌拉票，但諷刺的是，數以千計人

蜂擁參與，當中大部分為學生，人數和反應都
比「正版」參選人的要勁得多。他此舉源於不
滿2010年高等法院裁定企業可被視為人民，意
味企業可花無限政治獻金在競選上。活動上一
名24歲奧巴馬支持者稱，會投凱恩一票，以凸
顯PAC鬧劇。

■《每日郵報》

美國前日爆發新一輪「佔領」示
威，目標不僅是銀行，更針對各地聯
邦法院，原因是不滿最高法院前年裁
定廢除企業及工會在選舉中的開支上
限。三藩市有數百人冒雨響應「佔領
西部華爾街」行動，聚集於金融區，
其中11人圍攻富國銀行總部，有人用
鐵鏈把自己鎖在銀行大門，銀行無法
正常營業，更釀成警民衝突，警方施
放胡椒噴霧，17人涉嫌封鎖及妨礙銀

行營運被捕，1人涉嫌搶奪警員的警
棍。
三藩市，另有人在一家美國銀行分

行門外手拖手組成人鏈，阻礙他人入
內。入夜後，示威者於鄰近市政府的
大街上與警發生肢體碰撞。
首都華盛頓亦有300人於法院大樓

外示威，並與警方爆發衝突，11人被
捕。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俄建8核潛艇 重建海洋核威懾
俄羅斯國防工業集團負責人前日透

露，海軍今年內會編入2艘955「北風
之神」級戰略核潛艇，分別為「尤
里．多爾戈魯基號」及「亞歷山大．
涅夫斯基號」，前者更將首次出海作
戰巡航，被視為經歷10餘年低谷後，
俄國重建在大西洋及北冰洋核威懾力
的里程碑。
該負責人稱，俄國明年起將每年建

造1艘「北風之神」，直至2018年達到
8艘，較國家軍備計劃相關項目提前2
年達標。隸屬北方艦隊的「尤里．多
爾戈魯基」是「北風之神」編隊的首
艘核潛艇，上月成功發射兩枚「布拉
瓦」海基洲際彈道導彈。

普京「隊啤」背電視看球賽
「北風之神」主要武器是射程達

5,000哩的「布拉瓦」導彈，但這款
導彈問題多多，過去試射19次，官方

只證實11次成功。
俄總統大選臨近，有份角逐的總理

普京積極扭轉民望劣勢，爭取各方支
持。他上周四與國際足聯(FIFA)會長
白禮達，在聖彼得堡慶祝俄國足協成
立100周年時，承諾會檢討當地足球
場禁售啤酒的條例，藉機討好國內球
迷。之後他與一班球迷飲啤酒(見

圖)、觀看足球直播，但他席上一直
背對電視，面向記者，被質疑是再次
做騷。

■中新社/《每日郵報》

厚生省遷甲級戰犯時序
1951年 厚生省前軍人官員謀劃「盡

快徹底解決」戰犯問題

1952年 厚生省《業務要旨》記載
「死刑者(甲級戰犯)也在地方
的慰靈祭中一起合祀」的指
示

1953年 《業務要旨》記載「見機把
死刑者合祀」的指示

1953年12月 厚生省編制1954年《業務要
旨》時，提出「最終以在靖
國神社合祀為目標」，並指
示「根據輿論動向與公共援
助進展情況，採取順利的、
非勉強的推動工作」

1954年3月 厚生省以「作為英靈合祀靖
國神社的前提」，敦促各地
護國神社「該合祀的，如未
合祀應要合祀」

1959年— 乙、丙級戰犯靈位逐步存入
1966年 靖國神社合祀

1978年 前首相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
戰犯，存入靖國神社合祀

日本《朝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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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了政府主導甲級戰犯

合祀靖國的文件。 網上圖片

■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左圖)和安倍晉三(右圖左二)均有拜靖國，多

次引起國際爭議。 資料圖片
■靖國內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靈位。

網上圖片

■日本政府多次在國會答辯中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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