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34歲「鋼線之王」瓦倫達，繼去
年成功在60米高空橫跨尼亞加拉大瀑布
後，前日再成為橫越大峽谷的史上第一
人，在距離谷底457米的高空，走過長
達427米的鋼索。但有人質疑，瓦倫達
只是跨越大峽谷一個支流山峽。

擁有6項健力士世界紀錄的瓦倫達，
全程未繫安全帶，只手持一枝20公斤重
的平衡桿，意味一旦踏空，必死無疑。

瓦倫達事前表示，橫越大峽谷
最大挑戰就是強風。結果他在
詭異多變的強風下，僅用22分
54秒走完全程，快過預期。

強風刺膚 兩度蹲下

瓦倫達表示，大峽谷的風力
較預期強，「雙臂痛到無法想
像」，他更要兩度蹲下避風。
在最後數米，他豎起大拇指，
小跑抵達終點，隨後緊緊擁抱
妻兒，觀眾爆發雷鳴掌聲。

瓦倫達身上裝有多部攝影機
及咪高峰，拍下驚心動魄的過
程，他原本希望邊行邊回答記
者提問，最終怕分散注意力而
放棄。全球217個國家的觀眾
透過電視，親眼見證這項壯
舉，沿途能聽見瓦倫達不停呢
喃祈禱：「感謝上帝」，「感
謝讓鋼線平穩」。微博twitter在
直播期間吸引約70萬則留言。

自詡「鋼線之王」的瓦倫達
約4年前開始準備跨越大峽

谷，最終鎖定東端偏遠地區為目標。他
稱今次是實現畢生夢想，同時向曾祖父
及傳奇人物卡爾瓦倫達致敬。後者1978
年在波多黎各行鋼索時，意外墜地身
亡。瓦倫達去年用同一條直徑5厘米的
鋼索，完成穿越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壯
舉，下一個目標是跨越紐約2座摩天
樓。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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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歲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入院
逾2周，幾度傳出病重乃至心臟停頓，當
局前日證實他病情顯著惡化至「危殆」。
總統祖馬昨探病後表示，曼德拉未有好
轉，但拒絕透露詳情，不少民眾已作最壞
打算。有外國記者稱，南非政府一向小心
控制有關曼德拉的消息，今次用「危殆」
形容其病情，令當地人非常擔憂。

祖馬前晚與執政非國大黨副主席拉馬福
薩一同探訪曼德拉，並會見其家人。祖馬
隨後發聲明說︰「我們都要接受曼德拉年
事已高的現實，隨 年紀漸增，健康問題

困擾 他，我認為大家能做的是為
他祈禱。」他稱醫生正盡一切努力
救治，但不能透露詳情。至於美國
總統奧巴馬計劃本周訪非時，順道
探訪曼德拉，祖馬指行程不會因曼
德拉病情惡化而改變。

祖馬又證實曼德拉送院途中，軍
用救護車曾拋錨，令曼德拉被迫在

寒夜等候45分鐘轉乘另一救護車，不過祖
馬強調，當時有7名醫生隨車救援，一切
盡在掌握，並指曼德拉心臟停頓的消息報
道失實。

大學誤發訃告「7月31日去世」

然而，有民眾擔心，醫生只是用醫療手
段勉強維持曼德拉的生命，認為應讓他得
到安息。該國著名金山大學上周擺烏龍，
搶發「曼德拉去世」訃告，引起輿論嘩
然。網站稱，「曼德拉於2013年7月31日去
世」，校方道歉並解釋訃告是藏在網站後
台的「預發聲明」，因技術問題被網民搜
出。

曼德拉病危亦備受國際關注。美國白宮
前日表示為他祈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本月13日稱，曼德拉是南非反種族隔
離鬥爭的著名領袖、新南非締造者，也是
享譽世界的政治家。中國向曼德拉及其家
人表示慰問，祝願他戰勝疾病、早日康

復。
作為南非反種族隔離鬥士，曼德拉曾在

羅本島監獄服刑27年，其間患肺病，此後
經常入院治療。他1993年與南非種族隔離
政權最後一名總統德克勒克同獲諾貝爾和
平獎，翌年成為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推動
種族改革，1999年卸任。曼德拉本月8日因
肺部發病，急送比勒陀利亞一間醫院接受
治療。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中新社

《華爾街日報》前日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社交網
站facebook(fb)正研發內部稱為「Reader」的功能。此
功能專為流動裝置而設，將以全新視覺形式顯示用
戶及出版商上載的內容，當中主要為新聞，暫未知
新功能何時面世，公司發言人則拒絕評論。

知情人士指，fb已持續研發Reader逾1年，它類似
Flipboard流動應用程式(app)。Flipboard能匯聚多個來
源的新聞故事，讓用戶以翻頁方式瀏覽文章。分析
認為，fb有意透過轉型，增加用戶瀏覽fb及廣告的時
間。 ■中央社

傳fb研流動閱報功能

日本前日早上發生熱氣球墜湖事件，一名70歲老翁死亡，另外
兩名46歲及68歲的乘客則並未受傷。

警方表示，熱氣球約6時起飛，到約7時緩慢下降至櫪木縣與群
馬縣交界的谷中湖，並落入湖中，負責駕駛的早阪卓夫被拋出吊
籃。熱氣球隨後再次升空並在附近地面 陸，其餘兩名乘客因緊
抓吊籃平安無事，約5小時後搜救人員在湖中發現老翁遺體。

■共同社/法新社

日熱氣球墜湖一死

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洪水漸退，居民開始返家點算損失。重災
區卡爾加里市有數十名不懂英語的華人，在上周五停電及疏散令
發出24小時後，仍然被困屋內。唐人街一名居民稱，曾聽到有人
拍門，但由於丈夫熟睡，自己亦不懂英語，所以不知道要疏散。
當局稱，河流水位高峰已過，災情未如預計嚴重。 ■綜合報道

加洪災 數十華人不懂英語被困

有美國軍火商瞄準不少民眾仇視穆斯林的心態，推出一款聲稱
含有豬肉成分的子彈，表示使用這種代表「不潔」的子彈，不單
能殺死伊斯蘭激進分子，更可將對方「送入地獄」。據報已有逾
4,300人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讚好，情況令人憂慮。

總部設於愛達荷州的South Fork公司推出名為Jihawg Ammo的
子彈，外層聲稱塗了含豬肉成分的漆油，激進分子被擊中便會

「直下地獄」，公司形容子彈是「對激進分子一種和平及天然的阻
嚇」，但只有遭聖戰分子襲擊時，子彈才會發揮威力，對其他人
而言則與一般子彈無異。

Jihawg Ammo在網上引起熱議，一名網民揚言要購買500發，
也有人希望美軍偷偷使用這款子彈作攻擊武器。■《華盛頓郵報》

英美監控醜聞掀起軒然大波，澳洲政府昨日宣布
暫時擱置強制電話和網絡企業儲存數據兩年的計
劃，直至今年9月大選後再作商議，以平息社會爭
議。澳洲國會早前就監控計劃進行質詢，披露政府
2011至2012年間曾在未獲法庭頒令下，提出近30萬
次截取通訊數據的要求，議員憂慮多個政府部門濫
用權力截取通訊。

澳洲政府計劃要求當地電話和網絡公司保存紀錄
長達兩年，方便執法部門查案。私隱權益組織和通
訊界議員批評計劃，促請當局將互聯網瀏覽紀錄排
除在監視範圍外，並加強監管相關情報部門。

總檢察官德賴弗斯在國會諮詢完結後，宣布基於
社會疑慮擱置計劃，他強調政府無意此時追求強制
性數據保存計劃。分析指，被認為有望勝出9月大選
的保守派，雖曾公開質疑美國監控計劃，但若上台
或仍會支持立法通過計劃。 ■路透社

澳延強制儲存數據
避監控爭議

仇視穆斯林
美商製豬肉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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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禁任公職 新政府威信恐受挫

貝老嫖雛妓罪成囚7年
意大利米蘭法院昨日裁定，76歲的前總理貝盧斯科尼

嫖雛妓案罪成，判處7年監禁，並終身禁止出任公職，不

過貝老仍然有兩次上訴機會，毋須即時入獄。分析指，

現任總理萊塔領導的聯合政府有賴貝老領導政黨的支

持，貝老被入罪可能令該黨退出執政，勢必打擊新政府

威信，引發新一輪意國政壇風波。

案情指，2010年貝盧斯科尼在私人別墅舉行性愛派對，與當時
僅17歲的摩洛哥裔夜總會舞孃馬魯發生13次性行為，完事後

以現金等作報酬。2011年馬魯盜竊被捕後，貝盧斯科尼涉嫌濫用私
權逼意國警方放人，兩人堅稱未有進行性交及任何違法行為。

仍可上訴 或耗時數年

昨日法院經過7小時審議後，裁定貝老罪成，但他仍然可以上
訴。根據意大利司法制度，有關上訴程序可能需要花數年時間，在
這期間貝老將繼續維持自由之身。

檢察官在審訊期間指出，多達14名女性曾收錢與老貝發生關係。
其中一名女子聲稱，貝老的家正是一座妓寨，他會摸所有女孩的屁
股，情況比報紙所寫的更糟。另一名女子說：「如果你在自己睡房
做這些事還好，但要在所有人面前。」

淫亂派對 客人穿制服

文件披露一些電話竊聽內容，包括貝老舉行淫亂派對時的露骨細
節，如客人會穿護士或女警制服。另外，在馬魯與前男友母親的電
話談話中，馬魯聲稱，她要求貝老支付500萬歐元(約5,078萬港元)作
為賠償聲譽受損。在另一段電話錄音中，馬魯告訴朋友，貝老答應
給錢，條件是她要「保持緘默」。

馬魯第一次到貝老的別墅是2010年情人節，她獲邀參加晚宴，之
後與貝老和其他女性唱歌跳舞，她當時宣稱24歲，故沒有人知道她
未成年。檢察官更懷疑自2009年9月開始，當時僅16歲的馬魯已為貝
老提供性服務。 ■法新社/美聯社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長女馬卡茲

維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

問，強調家人無意停止救治曼德

拉，他本人亦未有放棄，醫療團

隊仍積極治療，但現在家人只能

見步行步，以及為曼德拉祈禱。

馬卡茲維稱父親有張開眼睛，神

情平和，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何時

離去。

馬卡茲維否認有報道指家人擬

放棄救治曼德拉，聲言「在我們

騰布族文化，直至那個人告訴我

們應放手前，一定不會放棄。父

親還未跟我們說這些，因此事件

還未迎來終結」。

曼德拉兩名孫女前日亦在微博

twitter發文為祖父打氣，寫道：

「他是我們的基石，把家族緊緊聯

繫在一起。我們團結一致！」

曼德拉入院後持續受到媒體關

注，馬卡茲維批評部分人士對家

族的應對方式指手畫腳，促各界

尊重曼德拉和家人的私隱。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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