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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密英護士疑自殺亡「滿手鮮血」DJ僅停職了事

紐約醉漢墮軌英勇女救兩命PSY曾唱反美歌為奧巴馬表演前道歉
美 國 紐

約 地 鐵 慘
案 引 起 全
球 熱 議 ，
當 地 上 周
四 再 生 墮
軌 意 外 ，
慶 幸 無 重
演 悲 劇 。
僅 得 5 呎 2

吋高的女子溫克勒在千鈞一髮間，奮身跳
下路軌救起兩名男子，各人最終無恙。她
憶述當時「快要目擊他們斃命」，救人無太

多顧慮。
溫克勒(見圖)當日赫見醉漢西蒙斯躺臥路

軌中間，請來一名男乘客幫手救人，該男
子一口答應跳進路軌，但無法喚醒西蒙
斯。此時一架列車駛至，溫克勒放手一
搏，躍下救人，以雙臂扶㠥兩人。他們獲
乘客協助，平安返回月台。

醉漢清醒後不禁落淚，連聲道謝溫克
勒，兩人深情擁抱一幕贏得乘客鼓掌。溫
克勒表示，救人是所有人的責任，不明白
為何有人會袖手旁觀。

至於地鐵慘案疑兇戴維斯前日出庭，不
准保釋，後日再應訊。 ■《每日郵報》

電台無悔意 續用整蠱錄音宣傳
寂寂無名的澳洲DJ格雷格和克里斯

蒂安因惡作劇電話一夜成名，雖然兩

人和電台均曾道歉，但據稱在護士死

訊傳出前，兩人一直對這宗「代表作」

引起國際關注非常自豪。2Day FM電

台亦一直使用整蠱電話的錄音聲帶作

宣傳，甚至到死訊公開7小時後仍未刪

除。

克里斯蒂安打出整蠱電話當天，是
僅調任該節目主持的第二日。他當時
以為會被護士識破，沒想到竟能暪天
過海，登時難掩興奮之情，稱「這或
是史上最容易的惡作劇」。他在節目後
在微博twitter寫道：「主持節目第二
天，我們就登上新聞了！」

■《泰晤士報》/《悉尼先驅晨報》

韓國歌手PSY(見圖)憑一曲《江南Style》
風頭一時無兩，有媒體揭發他10年前在演
唱會翻唱有「殺死美國人」歌詞的歌曲，
以及打爛美軍坦克模型，宣洩反美情緒。
PSY前日發聲明道歉。他將如期出席「華盛
頓聖誕節」慈善演唱會，在美國總統奧巴
馬一家面前獻唱。

過於激動 言辭過火
PSY表示，深知表達言論應有底線，對歌

詞出現其他詮釋感抱歉。他稱，抗議是情
緒異常激動的反應，指當時反戰情緒高

漲。
曾入讀美國大學的PSY稱，理解美軍打仗

是為保護韓國等國家，希望美國人尤其是
軍人接受其道歉，表示後悔使用過火及不
恰當的言辭。他表示，其音樂理念是令人
放鬆及快樂，而音樂作為世界共同語言，
可令不同背景的人走在一起。

PSY曾重新演繹韓國樂隊N.EX.T的饒舌
歌《親愛的美國人》，歌詞包括「殺死他們
(美國人)的女兒、母親、媳婦和父親，以緩
慢和痛苦方式殺死他們」。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華盛頓郵報》

澳洲兩名電台DJ日前假扮英女王和王儲查爾斯，致電英國劍橋公

爵夫人凱特下榻醫院，46歲印度裔護士薩爾達尼亞不虞有詐，將電

話轉至凱特病房，引起國際關注。薩爾達尼亞前日早上被發現倒斃

在醫院附近的護士宿舍，懷疑自殺身亡。惡作劇搞出人命引起公

憤，網民直指DJ「滿手鮮血」，兩人昨日被無限期停職。

淪受害者即轉㢇 英媒槍口一致對外
英國《世界新聞報》去年爆出竊聽

醜聞，揭發報業為套取獨家猛料不擇
手段，令英媒名譽掃地。今次英國成
為外媒惡作劇的受害者，英報站在道
德高地，一致狠批肇事澳洲電台及
DJ，甚為諷刺。

《獨立報》編輯布萊克赫斯特稱，

護士死訊令全體記者感哀傷，承認該
報記者曾為套料模仿他人，但強調報
章是維護公眾利益，而非像電台搞惡
作劇。

英《太陽報》形容，事件是不必要
的悲劇，沒想到無聊玩笑竟搞出人
命。 ■法新社

心理專家：無心之失 應放兩人一馬
澳洲DJ格雷格及克里斯蒂安闖下大禍，受

輿論口誅筆伐，有澳洲心理專家稱事件只是
無心之失，護士之死亦未必與之有關，呼籲
外界放兩人一條生路。在薩氏死訊傳出前，
澳洲評論員、名人甚至其他電台主持都紛紛
發言支持兩名DJ，聲稱「只有英國人才如此
討厭惡作劇電話」。

曾獲選為澳洲年度傑出人物的心理學家麥
戈里指出，自殺個案背後通常由多個不同因
素組成，認為惡作劇或引起自殺念頭，但未
必是真正原因。澳洲精神健康委員會行政總
裁昆蘭亦擔憂，各界猛烈圍攻只會令兩名DJ
受壓。

惡作劇電話令兩人一夜成名，有娛樂記者
撰文稱，「只有英人才討厭這次惡作劇」。但
網上民調顯示，近66%澳洲民眾形容惡作劇
幼稚及羞恥，反映大部分人對此並沒好感。

威廉伉儷表遺憾
英媒則指，英國王室起初對惡作劇電話沒

太大反應，被模仿的王儲查爾斯更向記者開
玩笑稱：「你怎知我不是電台的人？」威廉
伉儷得知護士死訊後深感遺憾，並千叮萬囑
其聲明要在醫院公布消息的同時發放。
■《悉尼先驅晨報》/《每日電訊報》/《泰

晤士報》

澳洲2Day FM電台行政總裁霍勒倫
強調，DJ格雷格及克里斯蒂安的惡作
劇無違法，但兩人利用竊聽裝置取得
並公開私人對話，已觸犯新南威爾士
省的《監聽裝置法案》。澳洲通訊與
媒體管理局(ACMA)雖明文規定嚴防

電台侵犯私隱，但只規管新聞及時事
節目，明顯存在漏洞。

據悉，惡搞電話屬事先錄
音，播出前已徵詢法律

意見。有法律專家

指，即使證明兩名主持犯法，亦難處分
電台，阻嚇惡搞節目；除非有充分證
據，否則ACMA不會輕易褫奪2Day FM
牌照。

另外，因肇事節目屬音樂性質，不受
針對電台廣播的私隱守則規管。但悉尼
大學學者德懷爾稱，兩名主持未得護士
同意將對話錄音，且涉嫌「利用」錄
音，有機會違反ACMA其他守則。

■澳洲《時代報》/《澳洲人報》/

《每日電訊報》

竊聽私人對話 澳惡搞電話恐違法

■澳洲2Day FM電台玩火有前科。 網上圖片

■有網民稱兩名DJ應被拘捕(上圖)及辭職(下圖)。網上圖片

■ 玩 電 話 玩

出 禍 的 格 雷

格(左)及克里

斯蒂安(右)。

路透社

■威廉夫婦對死訊表示遺憾。右圖為死者住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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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電台玩火有前科
今年8月

DJ桑迪蘭茲形容一名身體長有額外
手腳的小童是「蜘蛛兒」，監管當局指
言論非常冒犯，但指電台2Day FM無
違反發牌協議。

今年3月
桑迪蘭茲喝罵一名記者是「肥油

渣」，又恐嚇要槍殺她。當局指桑迪蘭
茲出言侮辱他人，觸犯營運守則，警
告若再出現同類情況，將重罰電台。

2009年9月
桑迪蘭茲宣稱，波蘭裔喜劇演員舒

班斯基只要在集中營走一轉，必可減
磅。他事後被勒令暫時停職。

2009年8月
桑迪蘭茲及另一DJ Jackie O使用測

謊機，強迫一名14歲女童當眾承認兩
年前曾遭強姦。桑迪蘭茲更輕描淡寫
地反問：「這就是你唯一的性經驗
嗎？」事後兩人遭短暫停職。

整
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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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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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出
位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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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自殺身亡的

薩爾達尼亞。

網上圖片

■得悉同事死訊，醫院護士須他人

陪伴回工作地點。 網上圖片

澳洲2Day FM電台DJ格雷格及克里
斯蒂安「玩電話」玩出禍，遭全

球網民圍攻。其實整蠱節目過去不時
樂極生悲，兩名DJ並無汲取教訓，間
接將薩氏迫上絕路。輿論擔心媒體為
出位繼續踩界，要求為娛樂節目的惡
作劇定下清晰道德底線，需要時為受
害者提供協助或索償途徑。

電台行政總裁霍勒倫昨召開記者
會，形容薩氏的死是悲劇，又指兩名
DJ均感震驚。對外界要求解僱兩名
DJ，他僅令二人無限期停職，堅稱事
件無違法，更反指DJ也是受害者。

大客抽廣告 通訊局介入調查
薩氏死訊傳出後，澳洲超市巨頭

Coles及最大電訊公司Telstra等相繼抽
起在2Day FM的廣告，電台母公司
Austereo宣布無限期停播所有廣告。電
台網頁及facebook帳號上的惡作劇宣傳
內容，亦在數小時後被刪除。

事件亦引起澳洲政府關注，澳洲通
訊與媒體管理局(ACMA)承認接獲有關
節目投訴並將介入調查。在英國出生
的澳洲總理吉拉德形容，事件是「糟
糕的悲劇」。

死者無受處分 惟深感困擾
上周二，兩名DJ假扮英女王致電倫

敦愛德華七世醫院，詢問因妊娠劇吐
症入院的凱特病況。薩氏信以為真，
將電話轉給照顧凱特的護士，因此洩
露凱特病情，並在節目中播出。事後
兩名護士均無受處分，但有指薩氏深
感困擾。

生於印度的薩氏10多年前移居英
國，育有兩名16歲及14歲兒女。她4年
前起於愛德華七世醫院工作，平日在
宿舍留宿，假日才回家。院方形容，
薩氏工作表現優秀，深受同僚尊重及
愛戴，對其逝世深感難過。家人聲明
表示非常悲傷，呼籲媒體尊重私隱。

警方昨宣布於本周內驗屍，確認薩
氏死因，但英媒普遍懷疑她是自殺身
亡。英王愛德華七世醫院主席格倫阿
瑟昨致函肇事澳洲電台高層，要求對
方確保慘劇不會重演。

分析指，通訊科技發達，加上整蠱
橋段符合主流媒體胃口，惡作劇轉瞬
透過網絡傳遍全球，令受害者承受巨
大壓力。美國印裔大學生拉維前年偷
拍同性戀室友克萊門蒂與另一名男性
的親熱過程，並將片段放上網。克萊
門蒂不堪受辱，兩日後跳橋自殺，拉
維被判入獄30日。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泰晤士報》

/《每日郵報》/《澳洲人報》/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澳洲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