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抵達南非
訪問，約千名民眾於比勒陀利亞
的美國大使館外示威，並焚燒美
國國旗。南非「青年共產聯盟」
全國秘書長米拉批評奧巴馬擔任
總統以來，並未帶來真正改變，
令人極度失望。此次造訪只為簽
署單方面有利美國的經貿協議，
不顧廣大非洲人民福祉。

警射閃光彈驅散群眾

示威團體提出3大訴求，包括要
求美國立即由阿富汗撤軍、讓非
洲人處理非洲事務，以及關閉古
巴關塔那摩監獄。在奧巴馬發表
演說的約翰內斯堡大學索韋托校
舍外，數百名示威者與防暴警察
衝突，警方發射橡膠子彈及最少3
枚閃光彈驅散群眾。

奧巴馬昨在約翰內斯堡的曼德
拉紀念中心與曼德拉的兩名女兒
及數名孫兒進行私人會面。官方
聲明指，為了不影響曼德拉休養
及考慮到其家人意願，奧巴馬不
會前去醫院，又稱奧巴馬已與曼
德拉妻子通電話。奧巴馬對曼德
拉及其家屬，以及南非人民送上
祝福。

奧巴馬昨日較早時會晤南非總
統祖馬，其間拒絕承諾協助南非
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席位，不
過他稱希望能加強與南非的雙邊
貿易。

祖馬昨透露曼德拉的情況危殆
但穩定，促請人民繼續為曼德拉
祈禱，期望對方能盡快出院。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南非警方前日拘捕一名男子，涉嫌以無線電操縱無人直升
機，在上空拍攝曼德拉留醫的比勒陀利亞醫院，他承認有意
將相片賣給媒體，被查問4小時後獲釋，無人機則被充公。

被捕的阿曼是當地一名自由製片人，警方發現他與21歲兒子
在醫院附近操控無人機拍攝醫院，將他帶返警局。阿曼向傳媒
透露，並不認為觸犯法例，又表示曾用裝有鏡頭的自製攝錄飛
機進行其他拍攝工作，亦協助警方監視毒犯。

當局指該類偷拍活動須事先經警方批准。無人機是記者的常用
手段，但引發侵犯市民私隱的爭論。 ■路透社/法新社

南非末代白人總統德克勒克的基金會昨日宣布，鑑於曼德拉病危，德克
勒克夫婦決定縮短在歐洲的工作訪問和度假。

德克勒克與曼德拉攜手廢除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於1993年雙雙獲頒諾貝
爾和平獎。德克勒克曾表示，二人商討南非過渡民主時經常發生爭拗，
但面對危機時，往往會放下分歧。二人退休後更成為知己，經常互相到
對方家中作客。 ■法新社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病危後，其家人為他一旦去世
後的安葬地點爭拗。不過傳媒昨日報道，曼德拉早
於1996年已立下遺囑，希望在成長地東開普省庫努

下葬，並希望葬禮從簡，墳墓簡單地放
上墓石。知情人士透露，曼德拉的葬
禮將長達12日，包括在2010年舉行世

界盃決賽的約翰內斯堡球場內
舉行大型告別儀式。

葬禮不欲鋪張

消息指，現年94歲的
曼德拉，早於78歲仍擔

任總統時已立下遺囑，
內容寫在一張A4紙上。
有熟悉曼德拉一家的友
人透露，曼德拉從不懼

怕死亡，也不希望葬禮鋪張。
曼德拉的孫兒曼拉此前計劃，在曼德拉出生地拉

姆衛佐村建立墓園，讓曼德拉與他三名已故子女合
葬，並在附近興建曼德拉紀念館、酒店及足球場
館。曼拉早前起出三人遺體，惹起其他家庭成員不
滿，曼德拉長女馬卡茲維與另外15名家族成員入稟
法院，要求曼拉歸還3具遺體，法庭周四裁定她勝訴。

馬卡茲維及妹妹澤娜妮成為家族話事人，馬卡茲
維早前透露，不會將父親的墓地向公眾開放，但有
消息指一家人計劃於庫努建立曼德拉紀念公園，供
遊客及支持者憑弔。

《每日鏡報》報道，曼德拉一旦去世，遺體將即
時移送至比勒陀利亞市郊一座軍方醫院，其後安排3
日供公眾瞻仰，並在全國多個城市設置弔唁冊，曼
德拉最後會在450名家屬及政要送別下安葬庫努。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每日鏡報》

數據顯示，單是上月，南非有25名白人地主被殺，逾百人遇
襲。雖然曼德拉一直主張種族和解，但有白人組織指，自

曼德拉當權至今，仍有超過4,000名白人遇害。

白人收入多黑人5倍

白人農莊主人迪普萊西斯上周三晚，在重重設防的家中被黑人
連轟6槍殺害，襲擊者並無搶走財物，經調查後發現兇徒刻意繞
過有保安巡邏的地方，還剪破圍欄，顯示他們可能早已計劃犯
案，或是種族仇殺。

南非執政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否認白人遇害涉及種族仇殺，強
調所有膚色的南非人皆承受暴力罪行之苦，又指部分白人因為富
有才會成為遇襲目標。最新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種族隔離政策
結束近20年後，南非白人家庭平均收入仍然是黑人家庭的6倍。

目前南非黑人社會仍存有仇視白人的思想，連政府領導人也不
例外。總統祖馬去年公開唱帶有強烈反白人色彩的歌曲《殺了波
爾人》(即荷裔非洲人)，惹起不少爭議。

祖馬政敵、前ANC青年團領袖馬勒馬也極力鼓吹反白人思
想。他有意在曼德拉死後組織新黨，主張「無視和解，打倒白人
男性壟斷，爭取社會公義」。其支持者很多是年輕黑人，更獲曼
德拉第二任妻子溫妮公開支持。

自成一角、只容納荷裔非洲人居住及出入的社區，近日接到大
量白人的遷入申請。但該社區聲稱要保護種族文化，故拒絕一般
白人遷入，黑人警察亦不准進入。這顯示南非黑人和白人間互不
信任仍然嚴重。

政府高層欠種族融合聲

一個自稱「拯救南非白人」的團體在社交網站
facebook發文，指曼德拉一旦去世將引發災難，擔心所
有白人會被殺，但亦有南非白人權益組織表示，有關言
論毫無根據。有黑人則指，他們只希望安穩生活，並稱
南非白人在曼德拉掌權及下台後，皆擔心被壓迫，最終
只是杞人憂天。有獨立政治評論員指出，南非政府高層
欠缺種族融合的聲音，加劇有關憂慮。

■《每日郵報》/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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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倘離世 恐爆種族戰爭
南非兩大族群對立仍嚴重 上月25白人被殺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情況仍然危殆，民眾除了關心他

的健康外，亦掀起對「後曼德拉」時代南非社會形勢

的恐慌。當地白人擔心一旦曼德拉這個種族和平共處

的象徵離世，南非將全面爆發種族戰爭，黑人會把白

人趕走。一名白人農莊主人上周疑遭5名黑人有預謀地

襲擊及殺害，更令白人社區人心惶惶。

南非漢操無人機
偷拍曼德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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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華投資非洲是好事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訪問南非期間，提到中國

及其他國家加強在非洲投資及貿易，強調美方
並不視此為威脅，反而視為好事。他聲稱，愈
多國家投資非洲，可助非洲愈快融入全球經
濟。不過他警告，不少人對中國投資非洲感到
高興，但他們都承認中國只 眼商業利益，取
得非洲天然資源發展中國經濟，這只會令非洲
成為資源出口國，不能為非洲創造職位，長遠
亦非可持續的模式。

奧巴馬表示，非洲具發展潛力，美國有必要
加強與非洲合作，他指美國是一個「比較公平
的夥伴」，希望非洲經濟體能發展為消費大
國。非洲經濟強盛，意味美方多一個貿易夥
伴，能出口科技產品iPod以至飛機等各類貨
品，又指美國的目標包括推動非洲的社會及政
制發展，有別於中國只 眼商業利益。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末代白人總統縮短訪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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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柬埔寨、菲律賓及美國等8國專家團隊組成
的考古隊伍，在柬埔寨發現有700年歷史、佔地
320平方公里的大型城鎮遺跡。古城範圍不但涵
蓋吳哥城及巴戎，亦連接 逾百公里外的荔枝山
及崩密列等中世紀城鎮遺址，轟動考古界。

領導大吳哥計劃的弗萊徹教授表示，古城經過
深度規劃，按照其複雜程度，是世上最大規模的
前工業化時期城市。他指出，調查結果顯示，早
於公元9世紀已有3個城市坐落當地，規模堪比19
世紀工業化時期的英國。考古學家在研究高棉王
朝遺址時發現古城，研究結果於美國國家科學院
本月一份報告公布。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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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的22位
首席顧問，都領取白宮規
定上限的17.2萬美元(約
133.4萬港元)年薪，但原
來負責制定房屋財政策略
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EC)
高級顧問惠勒，年薪高達
22.5萬美元(約174.5萬港
元 ) ， 不 單 超 出 白 宮 頂
薪，還比上司、NEC主席
斯珀林高出三成。

白宮前日公布年度薪酬
報告，惠勒的年薪直逼副
總統拜登的23.07萬美元
(約179萬港元)，而總統奧
巴馬的年薪為40萬美元(約
310萬港元)。白宮發言人
解釋，惠勒是從聯儲局調
職白宮，而聯儲局的薪酬
標準一向較高。■路透社

遺囑曝光 冀成長地落葬

隨 美國道指前日收市跌114點，
總計半年美股累升14%，表現是1999
年以來最佳。然而深入分析，道指升
幅全來自首5個月，在聯儲局主席伯
南克提出退市部署後，市況立即逆
轉，6月累跌1.4%。展望下半年，分
析家認為退市問題仍是主導大市的關
鍵，情況一日不明朗，市場仍會大幅
波動。

伯南克早前提出年底減少買債，明
年中結束第三輪量化寬鬆(QE3)，即
時震散大市。聯儲局官員過去一周先
後開腔，為退市疑慮降溫，但市場陰
霾仍揮之不去。Bessemer Trust首席
投資官帕特森說：「我們認為將迎來
波動的夏季。」但她仍看好美股整體

向上。
儘管聯儲局官員指市場對退市言論

反應過大，但有官員認為，退市問題
引發市場波動是正常反應。該官員指
出，要預測收水對市場構成什麼影響
沒先例可援，引發不確定性可以理
解。聯儲局一旦退市，投資者憂慮長
達30年的美債牛市可能接近終結。

金價急跌 通脹不樂觀訊號

CNBC稱，今年下半年將是波動
市，希望聯儲局能維持量寬規模不
變，認為金價是貨幣政策和通脹的市
場訊號，金價最近急跌至1,200美元
水平，反映通脹情況不樂觀。

■《華爾街日報》/CNBC/路透社

■祖馬與妻子會晤奧巴馬伉儷(左一及二)。 法新社■曼德拉前妻溫妮到醫院探訪曼德拉。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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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被殺害的白人農莊主人與

妻子合照。 網上圖片

■有男子用無人機監視曼德拉入

住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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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退市陰霾恐令市場波動。圖為華

盛頓職員印鈔。 資料圖片

■支持者為曼德拉祈

禱。 法新社

半年升14%  退市陰霾美股料波動
■考古人員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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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示威者在

大學外焚燒奧

巴馬肖像。

路透社

■曼德拉病危，南非白人擔憂如他離世會觸發種族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