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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外長陸克文劈炮，

把總理吉拉德殺個措手不

及，「權鬥肥皂劇」風雲

變色。陸克文前年遭吉拉

德逼宮下台，蟄伏近兩

年，毫無預兆下，突然來

個絕地大反擊，更充分利

用外訪機會，借傳媒的力

量「煲大」事件。無論在策略

和時間上，都比吉拉德陣營棋

高一 ，令他大有機會趁勢再

戰總理之位，一雪前恥。

數天前，吉拉德還大局在

握，多名「吉派」部長狠批陸

克文，指他意圖作反和誇大黨

內支持，要求下周舉行黨內投

票，證明他在112名議員中無法

取得30票，進一步奚落後再逼

其下台。同時，陸克文訪美，

有利吉拉德部署如何「處理」

這名死對頭。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陸克文暗

中部署翻身一戰。面對逼宮傳

聞，他對吉拉德假裝忠心，直至

昨日發動「自殺式炸彈襲擊」，

搶先一步宣布辭職，與吉拉德撕

破臉，並暗中改動訪美行程，可

於今日回國交代。更妙的是，他

選擇在澳洲時間早上宣布消息，

確保傳媒大篇幅報道。

陸克文此役成功將自己塑造

成遭暗箭中傷的受害人，與一

群「冷漠無情」的官僚對抗。

他主動辭職，避開下周黨內投

票中蒙羞，重掌自己政途。

另一邊廂，吉拉德「處理」陸

克文未夠果斷，儘管她的親信開

足火力炮轟陸克文，形容他「無

膽」、「自負」甚至「精神病」

等，但吉拉德考慮到他頗得民眾

同情，未能下決心炒他，如今被

反將一軍，把權鬥推上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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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政府持續暴力鎮壓反對派，昨日更

有兩名深入敘國採訪的西方記者慘被炸死。

任職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美國資深戰

地女記者科爾文及法國攝影記者奧奇利克，

雙雙於敘國中部城市霍姆斯遇害，前者被殺

前數小時仍在報道當地衝突。

霍姆斯的目擊者稱，科爾文與28歲的奧奇利克昨日
於反對派設立的臨時媒體中心遇襲，政府軍發

動針對性襲擊，多棟建築物被炸毀，二人不幸死於火
箭炮下，其後襲擊持續，反對派無法帶走二人遺體。
敘利亞政府軍近日大舉進攻反對派大本營霍姆斯，

科爾文前晚向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CNN）作報道，指政府軍狂炸反對派，火箭、
坦克炮火於平民區橫飛，她更「看到一名小嬰兒死
去」，場面異常恐怖，未料竟是其最後一次報道。

在斯里蘭卡失左眼
科爾文遇害前，於本周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報

道，形容霍姆斯平民「等待大屠殺」，活於恐懼中的
市民面臨極大悲劇，幾乎每家每戶也有摯愛傷亡。
50多歲的科爾文採訪戰地30年，經歷過多國最血腥

的暴力衝突，曾走訪車臣、津巴布韋、伊朗等地，近
期於「阿拉伯之春」也深入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報
道。2001年她採訪斯里蘭卡內戰期間，更遭手榴彈炸

傷失去左眼。
科爾文獲獎無數，更兩度贏得英國傳媒「最佳外國

記者獎」，表揚她於多國衝突的報道。她在2010年曾談
及為報道失去眼睛，絕對值得。
28歲的法國攝影記者奧奇利克被視為攝記新星，他

2008年曾報道剛果戰爭，2010年於海地報道總統大選
及霍亂傳染病，去年曾到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採
訪。奧奇利克於利比亞拍攝的照片，在今年的荷賽獎
為他贏得首個新聞攝影獎項。

梅鐸：當代最佳記者
英國首相卡梅倫昨日向科爾文

致意，稱其犧牲反映記者揭露真
相面臨的威脅。《星期日泰晤士
報》老闆、傳媒大亨梅鐸指她是
當代最佳的外國記者。
敘利亞反對派昨稱，軍事

介入或是解決敘國危機的
唯一方法。法國外長朱
佩昨敦促敘政府即時
停止襲擊霍姆斯，並
允許外界向傷者提供
醫療援助。俄羅斯昨表
示正與敘政府合作，確保人
道物資安全進入。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敘利亞暴力衝突持續惡化，美國白
宮和國務院前日首次暗示，如果敘利
亞總統巴沙爾不屈服國際社會的壓
力，不排除給予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支
持。

政治施壓無用 不排除武裝
白宮發言人卡尼當天被問及美國是

否會考慮武裝敘利亞反對派時表示，
美方仍然認為敘利亞需要一個政治解
決方案，不希望採取可導致敘國問題
進一步軍事化的行動，因為這可能會

使敘國處於危險之途。不過，卡尼補
充說，如果國際社會等待太長，或未
能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巴沙爾下台，美
國不排除採取額外措施。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也表示，美

國依然認為通過政治途徑是解決敘利
亞問題最好的方式，但如果施壓的方
式不奏效，美國將考慮其他選項，包
括給予敘國反對派武裝支持。兩者的
表態被美國媒體解讀為美國對武裝敘
利亞反對派的立場發生轉變，此前，
美國一直強調通過政治途徑解決敘國

問題。
對這問題，美國國內意見不一。美

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日前明
確表示，「目前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
武裝的時機還不成熟，因為對反對派
的界定還很模糊。有跡象表明『基地』
組織已捲入敘國局勢，恐怖分子或借
機壯大勢力。」但參議員麥凱恩等人
堅持認為應向敘國反對派提供武裝支
持，這將幫助他們推翻敘國政府，同
時還將為美國政府削弱伊朗的努力提
供幫助。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上月宴請外國賓客參加國
宴。當時，丹麥王妃瑪麗身穿低胸晚禮服，坐在芬
蘭女總統哈洛寧的丈夫阿拉耶爾維旁。不料他趁瑪
麗將頭轉向另一邊時，偷偷打量她的胸部(見圖)。
在瑪麗王妃轉過頭時，阿拉耶爾維深覺尷尬，

立即抬頭向上望作掩飾。瑪麗王妃雖然知道被偷
窺，但並沒有面露不悅，而是鎮定地假裝整理項
鏈，並順勢遮掩胸部。 ■中新網

政府軍炮轟媒體中心 法攝記同遇害

美獨眼女記敘國殉職

芬蘭女總統丈夫 偷窺丹麥王妃胸
駐阿富汗北約士兵焚燒可蘭經引發的反美示威，

昨日蔓延至全國多地，上千民眾聚集在焚經事件的
巴格拉姆空軍基地外，投擲石塊、燒輪胎、呼喊反
美口號洩憤。首都喀布爾等地亦爆發示威，示威者
高呼「美國人去死，奧巴馬去死」，並與防暴警察
衝突，最少5名示威者被射殺，12人傷。美國駐喀
布爾大使館宣布暫時關閉。
在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逾千人阻塞通往喀布爾

的高速公路，其他示威者衝擊省政府大樓，燒毀油
罐車和輪胎，數家商店和建築物損毀，警員朝天開
槍試圖驅散人群。據報示威者中包括100名大學生。
北約駐阿國際安全援助部隊司令艾倫早前已就事

件道歉，承認有可蘭經被誤作垃圾焚毀。他邀請阿
富汗內政部協助調查，並下令美軍展開為期兩周的
培訓，學習正確處理宗教書籍。美國防長帕內塔亦
道歉。 ■法新社/中新社

焚經掀示威5死 美駐阿使館關閉

美轉 暗示軍援反對派

陸克文訪美突劈炮 鋪路奪權

■科爾文(左2)去年6月與利比亞反對派會面。 路透社

■奧奇利克去年11月在埃及開羅拍攝。 路透社

澳洲政府權鬥愈演愈烈，盛傳「反逼宮」的
外長陸克文昨日訪問美國期間，突然宣布辭
職，指「冷漠無情」的高官對他肆意撻伐，造
成一場胡鬧肥皂劇，而且他不獲總理吉拉德支
持，故無法繼續擔任外長。陸克文呼籲黨友
「想想誰可帶領工黨參加大選」，暗示他將挑戰
吉拉德的總理寶座，令政府捲入新一波執政危
機。

難與政敵共事 下周公布去向
正在訪美的陸克文昨日在華盛頓舉行記者

會，公布辭職決定。他點名批評教育部長克林
和一眾「冷漠無情的人」，指他們公開攻擊其
誠信，質疑他不再適合擔任公職。陸克文說：
「我無法繼續成為他們的一員。」他最快今日
返回澳洲，與黨內同僚會面後，將於下周一就
個人去向發表公開聲明。
陸克文又稱，絕對不接受政客惡意中傷民選

總理，暗批工黨前年把他逼下台。他指，工黨
目前急需決定誰能與反對黨領袖阿博特抗衡。
民調顯示，阿博特有望贏得明年大選。

辭職無通知 吉拉德稱失望
外界關注陸克文的去向，報道稱他可能退出

政壇，屆時工黨將要舉行國會補選，並可能失

去僅一席優勢的多數黨席位，令在野黨迫政府
提前大選。陸克文亦可能下周一叫板，迫吉拉
德舉行信任投票。工黨內幕人士稱，吉拉德在
黨內人氣高企，可望輕易擊退陸克文。
吉拉德於陸克文辭職3小時後發聲明稱，陸

克文未曾向她提及去意，作決定前亦未聯繫過
她。然而，她稱陸克文任職外長期間成就矚
目，有效爭取及維護澳洲利益。現任貿易部長
埃默森將暫時兼任外長。
■美聯社/法新社/

《悉尼先驅晨報》

■電視播放

陸克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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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德表示失

望。資料圖片

■示威者焚燒美國國旗洩

憤。 法新社

阿根廷發生逾40年最嚴重列車意外，首都
布宜諾斯艾利斯一輛載滿乘客的列車，昨早
繁忙時間埋站時，疑剎車系統失靈，失控出

軌撞向月台，列車撞至扭曲變形。報道稱，事故導
致至少49人死、逾600人傷，大批乘客被困在列車
內。由於傷者傷勢嚴重，不排除死亡人數繼續上
升。據報傷者中包括當地華人。

車廂嚴重變形
意外發生在當地時間昨晨8時30分，布市城鐵薩

緬托線上一輛列車進入第11區站時無法煞停，以
時速30公里猛烈撞向月台，首節車廂損毀最嚴
重，後面的其中一節車廂更插入前面車廂達6米
深。有乘客表示，事發時列車企滿人，許多人跌

倒，部分更被拋出窗外，玻璃碎滿一地。很多傷
者擦傷或骨折，傷勢嚴重。死者包括48名成年人
和1名小童。
事後當局立刻派遣救援人員到現場營救，切開嚴

重變形的車廂，將傷者送院。列車司機受傷獲救。
據報該列車昨日開始營運時，煞車掣運作正常，在
前幾個站停車時亦沒問題。
第11區是阿根廷華人商家集中的地區。胡太太的

丈夫正好搭乘這班列車，她在警方的傷者名單上找
到丈夫的名字，幸僅受輕傷。另一位華人雷小姐在
場焦急等待消息，她的姊姊亦是列車乘客，但至今
無法聯繫上。
布宜諾斯艾利斯近年頻生列車事故，去年9月，

一架巴士和列車在繁忙時間相撞，導致11人死亡。

阿根廷最嚴重的列車意外於1970年2月發生，當時
200人在一次列車相撞中喪生。

■法新社/《衛報》/新華社

■拯救員合力從列車救

出受傷乘客。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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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列車出軌49死 600傷有華人
■拯救員合力從列車救

出受傷乘客。美聯社

■眾多傷者等待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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