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敘利亞局勢不斷惡化，美方官員透露，華
府正考慮軍事援助敘反政府軍，方案包括提
供軍火及建立人道走廊保護平民。同時，敘

國反對派根據地續遭政府軍狂轟，據報有3
個家庭連婦孺在內共20人，一夜間全遭槍
殺。
一名美國官員向英國《泰晤士報》稱，五

角大樓擬定應變方案支持敘反對派，包括
「軍事選項」，但強調方案尚在研究階段。有
國務院官員警告，中俄否決聯合國草案後，
國際社會或被迫將敘危機「軍事化」。
敘國異見人士表示，卡塔爾已向反對派提

供3,000個衛星電話，並考慮供應歐製「米蘭」
反坦克導彈和夜視設備。叛軍「自由敘利亞
軍」(FSA)要求在敘國設立禁飛區和避風港，
確保叛軍安全，「我們沒要求西方派兵，但
給我們武器，我們會做餘下的事。」

狂炸反對派 3家20口滅門
總部設在倫敦的「敘利亞人權觀察」表

示，敘政府軍加緊攻擊反對派大本營霍姆
斯，自上周五開始日以繼夜轟炸，造成數以
百計民眾死亡，單是前日便殺死近50人，槍
殺3個家庭合共20人。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前日強調，敘問題應

當由該國各方談判解決，並讓人民決定本國
命運。美國白宮發言人卡尼說，在敘局勢發
展初期，敘總統巴沙爾沒抓住與反對派對話
的機會，現在對話機會已不復存在。

■《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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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進行8日訪美行程的新加坡外長尚穆根，前
日提醒美國近期的反華言論，指美國不要因國內
壓力及選舉需要，而發表針對中國的批評言論。
他認為要遏制中國是很荒謬，提醒美國不能完全
依靠軍事力量介入亞太地區，強調中美關係並非
零和遊戲，中國崛起並不意味美國衰落。
尚穆根當天於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

辦的新加坡研討會上發表主題演講，他稱美國人
不應低估反華言論所引發的反響，造成新的、美
國不願看到的局面。
尚穆根續稱，說圍堵中國是很難成立的，中國

有13億人口，決心在各方面發展及發揮應有作
用，定會成功。他注意到美國媒體傾向以「輸贏」
看待政治關係，將美國關注亞洲視作圍堵中國。
他提醒美國不可能圍堵中國，此舉亦不會獲亞太

國家支持。

華崛起不代表美衰落
尚穆根主張中美應加強合作，並強調「世界和

亞洲足以容納一個崛起的中國和一個重新振興的
美國」。新加坡是美國的穩固盟友，亦與中國保
持良好關係。他指，中國的崛起不表示美國衰
落，呼籲美國循其他途徑加強亞太區影響力，例
如透過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同意美

國應注意言論，並指希望以兩國福祉為基礎，與
中國搞好關係，更相信每個亞洲國家也希望與中
美建立更友好關係。

■美聯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新加坡《聯合早報》

美國近月積極實現「重返亞洲」，早前同意調派4,700名駐沖
繩陸戰隊員至關島，被指分散兵力「包圍」中國。然而礙於政
治障礙及預算壓力，有日本及美國官員稱，美軍可能縮小於日
本及關島建立軍事基地的計劃，令白宮戰略重心東移受挫。
日本政府前日宣布，日美政府就調整駐日美軍整編計劃達成

一致，將駐沖繩海軍陸戰隊員遷往關島問題和普天間基地遷移
問題分開執行，原則協議將4,700名美陸戰隊員遷往關島，分析
指這顯示美國防部正重新考慮遷移計劃。
關島基地計劃料耗資230億美元(約1,784億港元)，勢為面臨嚴

厲削支的國防部帶來沉重負擔，有美國國會議員要求白宮重新
考慮，並敦促國防部進行太平洋地區的全面部署計劃作評估。
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表示，美方正分散戰略及軍
事方針，集中在東南亞。

美軍謀使用菲機場港口
據最近訪問美國的菲律賓官員透露，美國正尋求菲律賓開放

港口及機場，讓美軍軍艦和戰機作加油及維修之用，加強兩國
軍事合作。今次是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關係緊張之際，另
一次試圖擴大區內軍事部署。 ■《華盛頓郵報》/路透社■新加坡外長尚穆根。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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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蔓延全國 妻女流亡斯里蘭卡

馬爾代夫下令拘前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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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代夫今次政變的背後，大致存在

三股不同勢力：前總統加堯姆派系；伊

斯蘭激進派；向來將馬國當成「後花園」

的南亞大國印度。前兩者可說是政變的

導火線，後者則被個別輿論指為「幕後

推手」，其目的是要抗衡中國及巴基斯

坦等他國勢力介入馬爾代夫。

政變源於近日一系列宗教和政治爭

議。去年底，一批激進分子破壞一個由巴基斯

坦贈送、象徵當地多元的紀念碑，納希德其後

下令拘捕滋事分子及帶頭的加堯姆親信，遭法

官拒絕。於是，納希德下令軍方拘捕該名法

官，激起加堯姆派系為首的反對黨抗議，繼而

觸發政變。

造成如此亂象，某種程度納希德可說是「自

食其果」。有印度媒體指出，納希德2008年上台

以來，在放寬宗教限制及開放旅遊等改革上過

於冒進，印度政府擔心此舉會導致激進派坐

大，令巴基斯坦等有意擴大在南亞影響的國家

有機可乘，遂出手「引導馬爾代夫易幟」。

事實上，印度在政變後立即表明支持新總統

瓦希德，納希德儼成「棄子」。瓦希德畢業於

史丹福大學，又是納希德副手，無疑是印方眼

中「政治正確」的替代者。有印度政府消息就

坦言，瓦希德暫代總統，正顯示原教旨主義派

奪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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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希德與支持者前日在首都馬累集會，他稱不會退縮或接受政
變，誓將公正還給馬國人民。其支持者示威期間與警方衝

突，警察施放催淚彈，包括納希德在內，多人被打傷，MDP黨主席
馬尼克更重傷昏迷。馬尼克兒子稱，其父經搶救後已送斯里蘭卡醫
治。納希德的支持者同日亦佔領數個外島的警局及焚燒政府大樓，
警方則指控MDP煽動「恐怖主義」。

納希德預言今入獄
法院發出拘捕令後，納希德昨日於家中等候被捕，約200名支持

者冒雨在門外支持。納希德並無如報道般有被打傷痕跡，稱「內政
部長保證(納希德)成為首名於獄中度過餘生的前總統」，更稱自己今
日將入獄，但他表現從容，希望國際社會意識到馬國目前局勢，盡
快採取行動。

軍方稱未參與 辭職屬自願
馬國軍方與警方前晚召開聯合記者會，首次在納希德下台後向媒

體放話。軍方強調未有在政權變更過程中扮演任何角色，納希德是
自願辭職，並無受任何脅迫。警方稱首都的抗議活動已蔓延至其他
島嶼，造成多人受傷。
新任總統瓦希德昨緊急任命多名內閣成員，包括防長及內政部長

等。總統幕僚稱籌組民族團結內閣需時，但總統已作出兩個緊急任
命，以控制蔓延的示威衝突。

第二大城失控300軍警進駐
於第二大城市阿杜，市長索迪昨日稱市內秩序完全「失控」。約

300名安全部隊及武裝警察其後由馬累抵達該市，聲稱被示威者打
傷的索迪表示，警方正逮捕有關示威者。
國際特赦組織稱，馬國安全部隊攻擊納希德支持者，更拘捕5名

國會議員，要求瓦希德政府調查，確保馬國表達自由的權利。斯里
蘭卡總統曾致電瓦希德，據悉後者保證納希德不會受到傷害。美國
國務院表示明日將派使節到馬國，敦促政府及各政黨和平解決事
件。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馬爾代夫局勢愈演愈烈，前總統納希德周二宣布辭

職，由副總統瓦希德(前譯哈山)接任，但納希德前日與支

持者集會抗議被迫下台，暴力衝突更蔓延全國。前執政

黨馬爾代夫民主黨(MDP)稱，刑事法庭已頒令拘捕納希德

及前防長，但無列出罪名。納希德昨日證實將妻子及其

中一名女兒送往斯里蘭卡，另一名女兒留國支援。

俄戰機群逼近日領空

前金主受查 薩科齊尷尬
白色多瑙河 冰封6國航運

美擬軍援敘反對派

歐洲寒流持續近兩周，凍死人數增至逾400
人，流經中歐和巴爾幹半島的多瑙河9成結
冰(見圖)，河面白茫茫一片，沿岸匈牙利、
奧地利、保加利亞、克羅地亞、羅馬尼亞及
塞爾維亞6國航運癱瘓。嚴寒造成東歐多地
斷電，直升機不斷穿梭為被困居民補給，德
國更需動用部分後備發電機增加電力供應。
塞爾維亞出動軍隊，在4國經濟要脈的多

瑙河進行爆破，避免水浸。羅馬尼亞的破冰
船一度被困在碼頭無法出航。
嚴寒下能源供應緊張，塞爾維亞過去一周

已打破6項發電及耗電紀錄，需減少耗電

10%避免能源系統崩潰。當局建議將下周6
天列為非工作日，以節省能源。

供電緊張德啟後備發電
德國官員昨日表示，由於近期天氣嚴寒導

致電力需求增加，該國4間主要電力公司已
被迫啟動後備發電機。德國電力市場監管機
構稱，電力供應沒有問題，此舉旨在穩定供
電網絡。
波斯尼亞第2大城市莫斯塔爾停電，積雪

達80厘米，救援工作非常困難，民眾恐慌搶
購日用品及糧食，甚至為麵粉大打出手。保

加利亞有水壩因遭暴雨及融雪潰堤，造成8
死2失蹤。波蘭全國前日再有6人凍死，部分
因使用炭爐時窒息死亡。氣象專家預測，英
國今日可能受暴風雪吹襲，可能持續最少30
小時。 ■路透社/法新社/

美聯社/新華社/英國《太陽報》

日本防衛省表示，5架俄羅斯戰機前日
飛臨日本領空周邊進行偵察活動，遭日本
航空自衛隊派出戰機攔截。消息稱這5架
戰機包括俄空軍遠程轟炸機圖-95(見圖)、
蘇-27戰機、伊爾-78空中加油機及A-50空
中預警機。日本媒體認為，俄空軍A-50空
中預警機飛近日領空極為罕見，不排除俄
軍機或正搜集日本情報。

日F-15攔截指最大「挑釁」
媒體報道，俄羅斯軍機前日下午自獨島

附近水域上空北上飛至北海道上空，又經
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上空南
下，沿日本領空周邊飛行，偵察日本雷達

警戒等情況。
為攔截和監視
俄戰機，日本
航空自衛隊出
動多架F-15戰
機。
《產經新聞》認為，俄空軍大規模出動

戰機飛近日本領空，是俄方近年來最大規
模的「挑釁行為」。由於周二是日本的
「北方領土日」，日首相野田佳彥當天曾表
示，「將以堅決的意志與俄方進行領土交
涉」。因此，俄戰機大規模出動也是對日
政府態度的一種回應和對抗措施。

■法新社/共同社/中通社

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前籌款人沃斯(圖右)

因涉嫌進行非法競選籌款，前日受到正式
調查。目前距離法國總統大選只有3個
月，此案可能令薩科齊很難堪。
法國檢方說，初步指控沃斯進行非法政

黨及競選籌款，最高刑罰為入獄10年及罰
款15萬歐元。沃斯是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
(UMP)的前司庫，還曾在薩科齊政府內擔
任預算部長。波爾多檢察官辦公室在聲明
中說，沃斯還面臨以權謀私的初步指控。

涉收女首富154萬助選
在檢方決定提控前，調查人員審查了

沃斯12小時。他涉嫌收受法國女首富、歐

萊雅化妝品王國
女繼承人貝當古
(圖左)15萬歐元
(約 1 5 4 . 3萬港
元)，用於薩科齊
的競選活動。
沃斯堅稱他是根據相關法律，為人民運

動聯盟及2007年薩科齊最終獲勝的那場選
戰籌款，還否認將法國榮譽軍團勛章授予
貝當古的一名助手時，曾以權謀私。
貝當古通過其律師說，她僅在授權範圍

內幫薩科齊籌款。薩科齊一直說，非法競
選籌款的指控是試圖破壞他的名聲。

■《華爾街日報》/法新社

■警方手持警棍追打納希德的支持者。 美聯社

■重傷昏迷的馬尼克（上

圖）。法院下令拘捕納希德

（左圖右二），其妻子（左圖右）

流亡斯里蘭卡。

■遭政府軍狂轟的房屋成為廢墟。 路透社

■衝突蔓延全國，警民互相對峙。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