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美國人對擁槍權利遲遲不肯放手？槍擊案

在美國已非偶發，校園、商場、寺廟，最安全的

處所眨眼可成屠場。雖然如此，美國人均擁槍數

仍高踞全球之首，民間約擁有共2.7億支槍械，

遠遠拋離第2位的中東國家也門，為何一個發達

國家的人均擁槍數竟比所有落後國都要高？

槍械之於美國不只是武器的一種。200多年

前，民眾手執長槍對抗大英帝國，才有美國的誕

生；「牛仔」一槍定勝負的對決畫面成為美國西

部文化的標誌；前總統林肯、肯尼迪及黑人民權

領袖馬丁路德金均死於槍口下。可以說，美國歷

史的一部分與槍械糾纏交織，槍械之於美國，是

「天賦」亦是「詛咒」（One's gift is one's curse）。

循 這個思路，便不難明白「控槍」在美國為

何只聞樓梯響，甚或連政客提及「控槍」前亦要

三思。再者，「擁槍派」與「控槍派」的 眼點

有別，前者死守「受美國憲法保障」的堅強陣

地，指「槍權」（gun rights）神聖不可侵犯；後

者認為只有「槍管」（gun control）才能避免再有

人白白犧牲。

然而，美國媒體提及「槍權」及「槍管」的次

數，正反映了有關議題正從「人命攸關」

演化成「權利爭議」，令問題複雜化。近

10至20年來，美媒提及「槍管」的次數愈來愈少，反

而「槍權」的次數漸次增加，至今年更已超過前者。

雖然大部分美國人認同應加強「槍管」，但對全面

取締槍械卻無共識。美國強調個人權利，卻默許槍手

剝奪別人的生存權利，只盼今次事件能成為美國政府

修改槍械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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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爆慘劇 控槍爭議轉捩點
合法槍械變兇器 200人白宮外集會促行動

美國近30年來發生共60宗大型槍擊案，
當中近3/4槍手的兇器都是合法購

得。今次事發的康涅狄格州，槍械管制嚴
格程度在全美排第5，但仍無法規管從其他
管制寬鬆州份流入的槍械。由於「持有及
攜帶武器的權利」受憲法保護，加上民眾
對西部文化及槍械有情意結，令全面槍管
難以落實。
分析認為，美國今年發生多宗槍擊慘

劇，民眾愈來愈關注槍管議題。加上奧巴
馬再無連任壓力，令康州槍擊案有機會成
為控槍進程的轉捩點。

彭博促奧巴馬向國會提案
作為美國反對非法槍支市長協會共同主

席的紐約市長彭博，聯同紐約州州長科莫
和波士頓市長梅尼諾在是次慘劇後發聲
明，敦促奧巴馬應向國會提案，以及在社
區禁止攻擊性槍械。除近200名槍管支持者
前晚在白宮外集會，距離事發小學不遠的
一家教堂，亦有上百名民眾集會悼念死
者。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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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再度發生槍擊案，令槍械管制

再次成為社會議題。連同今次槍擊

案，美國不少槍擊慘劇中使用的槍支

均屬合法持有，意味槍管重點已不在

於如何加強槍械買賣審查。多名州市

長在慘劇後發表聲明，指同類慘劇屢

生，落實槍管刻不容緩。近200人亦

在白宮門外舉行燭光晚會，敦促總統

奧巴馬 手推動槍管。奧巴馬昨日在

周末講話中，重申期望採取「有意義

的行動」，避免悲劇再生。

胡錦濤致電
慰問奧巴馬

奧巴馬拭淚：我們心都碎了

美國康涅狄格州發生槍擊慘劇，造成
多人傷亡。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昨日致
電美國總統奧巴馬，向美國政府和人民
表示深切同情和慰問，並向遇難者表示
沉痛哀悼。同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
也致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慰問。

■中新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就康州槍擊案發表講話，其間難
掩悲痛之情，數度哽咽，指「今天我們心都碎了」。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形容，槍手針對兒童的行為「令人髮
指、難以想像」，多國政府亦表示悲痛。
奧巴馬在白宮表示：「今天遇害的大多是兒童，5至

10歲的可愛小孩。他們原本有 長遠人生：生日、畢
業、結婚、生兒育女。」他停頓數秒，眼角閃出淚光，
續稱：「今天倒下的還有教師，他們將一生奉獻給學
童，幫助他們實現夢想。」
擁有兩名女兒的奧巴馬發言期間多次拭淚，「今晚，

我和米歇爾(第一夫人)將像每個美國家長一樣，將孩子
抱得更緊。告訴孩子，我們愛他們。」他最後指出，美
國發生太多類似槍擊案，強調「須採取有意義的行動，
不受政治分歧左右。」
國際社會對槍擊案亦感震驚。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

佐、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英國首相卡
梅倫、法國總統奧朗德及澳洲總理吉拉德紛紛發表聲
明，向受害者的家人表示哀悼。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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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點蠟燭悼念槍擊案遇害者。 網上圖片

■奧巴馬發言時拭淚。 路透社 ■多人在白宮外集會。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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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赴京履新 冀為中日「融冰」

木寺昌人表示，其實被任命為新大使，他比任

何人都吃驚，當下的駐華大使的工作很棘

手。但木寺昌人硬是接過了這個重擔，並表示既然

接受了任命，就將全力做好工作。他表示：「我是

個實在人，我的外交風格被稱為『耐心外交』，我會

實實在在地向中國解釋中日友好的重要性。」

名字來自「武昌起義」

談到對中國的印象，木寺表示這要追憶到1992

年，他在外務省中國科擔任首席事務官的時代。那

時適逢中日建交20周年，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政

府開發援助（ODA），這也正是木寺當時的主要工

作。木寺還回憶，1992年他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

日本天皇和皇后訪華。天皇訪華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國以各種形式表示歡迎，這讓木寺至今仍感激不

盡。

木寺還表示，從1992年時起，就與中國現任駐日

大使程永華保持 朋友關係。此外，他還與中日友

好協會會長唐家璇、外交部副部長武大維、國台辦

主任王毅等都是舊交。木寺特別表示到北京赴任

後，希望盡快與老朋友們見面。

木寺還講述了自己同中國深厚的緣分，他說自己

的母親生於中國大連，在大連生活到14歲，直到

1941年才回到日本。他很想帶 85歲的老母親去看

看她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木寺還表示，自己是1952

年10月10日出生的，這天正好是辛亥革命的起點，

武昌起義爆發的日子，父親因此給他取名叫昌人，

並在木寺小時候經常講述名字的由來。

雖然對中國還比較陌生，但木寺表達了對中國的

強烈興趣。每當記者問他，您想成為怎樣的大使？

木寺總是回答：希望在我離任時有人能說，「木寺

是喜歡中國的大使」。

木寺表示赴任北京後，他的首要任務是改善中日

關係，加強中日友好。他

將盡可能接觸中國各界人

士，向他們解釋從大局出

發發展兩國關係，對兩國

都有利。

擁有多年外交經驗的木

寺表示，外交世界沒有奇

蹟，他希望在這樣的時

候，作為大使能以誠待

人，拿出誠意來解釋說明

問題。而且木寺相信，中

日之間的「冰」很快就會化掉。

中日新主題依舊是友好

而談到如何改善兩國國民感情，木寺表示

需要加強兩國國民間的交流。木寺稱赴任

後，將大力推動文化、學術等領域的交流

活動，還將致力於青少年的交流活動。木

寺表示：「中國有句古話叫『飲水不忘掘

井人』，兩國關係雖然經歷很多困難，

但老一輩政治家都努力克服了，今後兩

國關係也將繼續發展」。

海軍少將：未來十年 台海問題是大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日本新任

駐華大使木寺昌人將

於25日前往北京赴

任，14日他在東京霞

關的外務省接受了中

國媒體的專訪時表

示：「赴任後首要任

務是改善中日關係」。

他相信，中日之間的

「冰」很快就會化掉。

當記者問他，您想成

為怎樣的大使？木寺

總是回答：希望在我

離任時有人能說，

「木寺是喜歡中國的大

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參考消息
報社與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昨天在北京聯合舉
辦了「新十年，新世界」大型年終論壇。中國海軍
信息化委員會主任尹卓少將(見圖)在論壇上表示，
隨 中國海洋運輸線和海洋利益的擴展，中國海軍
向太平洋海域延伸作戰力量是歷史必然。不過，他
強調中國海軍加強遠洋活動是立足於防禦，是為了
保護中國的外貿航線和石油航線的安全。
尹卓表示，美國的戰略重點正在東移，不過當前

美國的軍事打擊目標還沒有轉移到東亞方向，因此
中國正處於一個全面意義上的戰略機遇期。而在這
一戰略機遇期內，中國主要面臨的安全威脅是來自
海洋方向，其中，台海問題是主要威脅。他稱，能
夠對中國戰略機遇期產生顛覆性影響的，只有台海

問題。

須有效管轄南海分歧
尹卓進一步指出，台海、東海釣魚島以及南海問

題是中國和平崛起必須經得起的三大考題，如果南
海是小考，釣魚島是中考，那麼台海就是大考。而
實際上，這三個問題的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他強
調，美國不斷教唆周邊國家和地區向中國底線挑
戰，這樣做的目的其實並不是要發動戰爭，而是要
遲滯中國的發展，破壞中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
對於台海問題是中國未來所要面對的最為重要的

海上安全威脅，前駐俄羅斯武官王海運少將亦認同
此觀點。此外，他亦強調，今後十年中國仍將處於
一個戰略發展機遇期，不過在發展的過程中，麻煩

多發的局面將難以
避免。
昨天的論壇亦談

到南海問題，中國
南海研究院院長吳
士存表示，要打破
南海爭端的僵局，
各方就得本 合作
與諒解的精神，有
效管控衝突與分
歧，避免把爭議問
題擴大化、複雜化。在此背景下，再制訂切實可行
的共同開發計劃，選擇合理的合作區域和合作方
式，協調和約束各方的權力與義務。

■14日晚間，成都旅日大熊貓雙胞胎「愛濱」和「明濱」於

14日晚21點50分乘坐中國國際航空公司CA4110航班平安回到

家鄉成都。圖為「愛濱」和「明濱」抵達成都。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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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寺要做喜歡中國的大使
■日本新任

駐華大使木

寺昌人說，

他上任後最

大的任務是

改善日中關

係。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