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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陸上自衛隊昨日在富士山腳下
展開2013年度富士綜合火力演習。參
演部隊包括約80輛坦克和裝甲車、約

50門各型火炮、約30架直升機和約600
輛各型車輛，以及2,400名自衛隊員。美

聯社報道，日本有意藉今次演習展示該國
的自衛力量，並為提升自 隊角色的計劃爭
取支持。

陸上自衛隊在位於靜岡縣御殿場市的東富
士演習場舉行首場展示演習，內容包括各型
榴彈炮、迫擊炮、火炮及主戰坦克射擊、武
裝直升機機降和射擊、步兵輕武器射擊，以

及裝甲部隊與直升機協同進行的戰術進攻。

日防相：展示應對區內不確定因素決心

陸上自衛隊富士學校總務宣傳班長永井利
弘表示，今年演習的一個特點，是加強了攻
擊能力的演練。防衛相小野寺五典發表書面
聲明稱，演習展示了日本應對區內不確定因
素的決心，以及具備保衛領土的能力。

富士綜合火力演習始於1961年，是日本陸
上自衛隊的例行演習，也是日本國內舉行的
最大規模實兵實彈射擊演習，近年來通常每
年舉行一次。 ■新華社/美聯社

美國著名犯
罪小說作家倫
納德(Elmore
Leonard)昨因
中風引起併發
症，在底特律
寓所去世，終
年87歲。倫納
德擅長創作黑
色喜劇，用字
簡單直接，以
多角度描寫人

性。其小說作品有46部，當中《關人矮事》
(Get Shorty)、《生死一擊》(Kill Shot)、《戰略
高手》(Out of Sight)等，更被改編為電影。倫
納德去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頒發終身成就
獎。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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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再公開已故首相戴卓爾夫人的文件，披露
中英雙方就香港回歸的更多談判內幕。據一份
1983年9月22日的最高機密文件顯示，時任英國首
相戴卓爾夫人在1983年3月，即她訪華後約半
年，曾向內閣表示，英方曾多次接觸中方，但談
判仍未有聲氣，擔心談判破裂。

去信鄧小平表達憂慮

戴卓爾夫人與時任港督尤德爵士，以及駐華大
使柯利達爵士商討後，決定寫信給鄧小平，對談
判遲遲未開始表示失望，並建議立即開始談判。
戴卓爾夫人更打算在信中提出，若達成的協議能

保持香港穩定繁榮，同時又獲香港人、英國政府
和中國政府接受，她願意在英國國會同意下，將
整個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較她訪華時只稱「考
慮」交出主權更進一步。

第二階段香港前途談判於1983年7月展開，在
第三輪會議結束後，戴卓爾夫人向內閣表示第四
輪會談將「很重要亦很困難」。她提到中方堅持
擁有香港主權和治權，亦不接受英方稱，香港繁
榮要依賴與英國的關係去維持。戴卓爾夫人最終
判斷，英方在下一輪會談的目標，是既繼續討論
香港信心問題，表明英方立場，同時避免中方中
斷談判。 ■margaretthatcher網站

美國參議員萊希的助手卡爾表示，參議院
外交關係撥款小組已獲知會暫時相關援

助，指此舉未必是官方政策，亦未知會為時多
久。美國防部發言人表示，仍未決定暫停或終
止援埃。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指，本財年預定
向埃提供12.3億美元(約95億港元)軍援，當中6.5
億美元(約50億港元)已轉賬，奧巴馬可決定是否
削減，甚至撤銷餘下約5.85億美元(約45億港
元)。

周日受審　分析：長遠可削組織影響力

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調顯示，近半美國人認
為華府應切斷軍援，向埃方施壓，較支持繼續
援助的受訪者比例多近一倍。不過美方
以援助作為談判籌碼的能力，恐
會因海灣國家對埃的支持

大打折扣。自埃軍方推翻穆爾西後，海灣國家
一直與美國大唱反調，支持軍方及過渡政府對
付穆兄會。

記者宵禁外出遭轟斃 軍方稱意外

埃及國內局勢方面，埃及安全部門在巴迪亞
位於開羅的匿藏處將他拘捕，並把他送往囚禁
前總統穆巴拉克的高度設防監獄，預定周日出
庭受審。埃及國營電視台報道，巴迪亞會被扣
留15日。巴迪亞號稱「穆爾西背後的人」，意指
他可以「操控」穆爾西，是國家大事的真正決
策人。穆兄會昨委任副領袖伊扎特暫代其職，

伊扎特此前曾多次入獄，在組織內有
「鐵人」之稱。分析指，巴迪亞

被捕將令穆兄會群龍無首，短
期 內 或 觸 發 報 復 行

動，但長期可削減
穆 兄 會 的 影 響
力。

另一方面，埃
及《金字塔報》

布海拉省分

部主管拉烏夫前日在宵禁期間外出，被保安部
隊擊斃，隨行一名記者亦受傷。軍方稱當時二
人乘坐的汽車超速，保安部隊向天開槍示警他
們亦未有停下，故向車輛開槍，強調事件純屬
意外。埃及政府早前宣布，開羅等多個省份每
晚9時至翌晨6時實施宵禁，但記者可獲豁免。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國中情局(CIA)涉嫌於1953年策劃軍
事政變，推翻當時的伊朗總理摩薩德，事
件令美伊關係多年來陷於冰點。事隔60年
後，一份解密的局方內部文件顯示，中情
局首次承認策動該場政變，除因不滿摩薩
德企圖將當地的英國石油財富收歸國有
外，更憂慮一旦危機升級，蘇聯可能趁機
入侵伊朗，因此美方先發制人，將摩薩德
拉下台。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國家安全檔案，
在網頁公開一份根據《資訊自由法》取得的中情局文件。文件
稱：「推翻摩薩德及其國民陣線內閣的軍事政變，是在中情局指
示下進行，屬於美國政府最高層批准的外交政策行動。」

利用媒體抹黑　賄賂國會議員　

美國策劃政變，源於摩薩德企圖將設於當地的英伊石油公司(現
時英國石油公司前身)收歸國有。文件指，英國游說上任不久的美
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協助，後者也擔心一旦伊朗危機升級及英國派
軍艦到當地，蘇聯可能趁機入侵伊朗，因此在英方軍情六處(MI6)
支援下，中情局策劃及執行代號「TPAJAX」的行動，包括利用媒
體抹黑摩薩德、拉攏當時的伊朗國王巴列維合作、賄賂伊國會議
員及策劃民眾示威，最終於當年8月19日推翻摩薩德。

美國學者指，英國事後竭力阻止華府公開當時的文件，直至60
年後的今日，仍試圖隱瞞MI6參與推翻摩薩德的行動，以避免尷
尬。
■法新社/《衛報》/《外交政策》/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每日電訊報》

埃軍拘穆兄會領袖 報復一觸即發
美暫停部分援助 沙特表明出資填補

埃及過渡政府加強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昨日凌晨在開羅拘捕該會最高領袖巴迪亞，指他涉

嫌煽動暴力衝突，導致多人喪生。巴迪亞被視為前總統穆爾西及穆兄會背後的真正決策人，

他被捕可能觸發穆兄會報復，令局勢更混亂。另外，有美國官員透露，華府已暫停對埃的部

分軍援，不過沙特阿拉伯表明，一旦歐美中斷援埃，其他海灣國家將出資抵銷所有影響。

美曾策動政變的7個國家
伊朗(1953年)

時任總理摩薩德上任兩年後被推翻，遭終身軟禁。中情局文件
指，當時正值朝鮮戰爭，美國分身不暇，擔憂蘇聯乘機滲入伊
朗，促使華府策劃政變。

危地馬拉(1954年)

總統阿本斯最初獲美國支持，但上任後推行連串土地改革，危
及美企利益，結果被推翻。文件披露，中情局曾向叛軍提供武
器，美國海軍亦協助封鎖危地馬拉海岸。

剛果(1960年)

剛果脫離殖民統治後，比利時軍隊在美方支援下，介入該國以
維持比利時企業利益，最終導致剛果首任總理盧蒙巴下台。盧蒙
巴其後發動武裝抗爭並向蘇聯求援，被中情局視為眼中釘，多次
與剛果勢力聯手試圖暗殺盧蒙巴。

多米尼加共和國(1961年)

軍事強人特魯希略當年遭異見人士伏擊殺死，終結長達30年的
獨裁統治。證據顯示槍手獲中情局協助。

南越(1963年)

美國與時任南越領導人吳庭艷關係欠佳，南越將領在美方支持
下發動政變，當年11月殺死吳庭艷。

巴西(1964年)

時任左翼總統古拉特加強與共產國家的聯繫，令美國憂心忡
忡，支持巴西軍方總參謀長布蘭科發動政變。中情局多次鼓勵民
眾上街舉行反政府示威，又為軍隊提供「非美國製」武器。

智利(1973年)

美國不滿意由左翼的阿連德出任智利總統，美國總統尼克松下
令中情局打擊智利經濟，中情局並與3個智利組織合作發動政變，
但失敗收場。1973年，智利將領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阿連
德，華府袖手旁觀。

■《外交政策》網站

有傳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最快本周獲釋，普
遍分析認為，埃及政府或提出新控罪以繼續囚
禁穆巴拉克，以防局勢添亂；另亦有評論指，
他一旦獲釋，世俗自由派將醒覺當年拚死推翻
的獨裁者如今竟重獲自由，或促使他們停止支
持軍方，在國際社會施壓不收效之下，自由派
的背向或是推動埃及「重返正軌」的關鍵。

據報85歲的穆巴拉克前日獲撤銷一項貪污指
控，但仍須因另一案件扣押15日。消息人士透
露，穆巴拉克的代表律師已向法庭提交申訴
書，要求釋放穆巴拉克，法庭今日會開庭審
議。分析指，穆巴拉克獲釋對過渡政府構成重
大風險，一來勢必觸怒穆爾西支持者，二來軍
方上月推翻穆爾西，現在釋放穆巴拉克，恐被
質疑有意恢復昔日政權。■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穆巴拉克倘獲釋
前朝恐復辟添亂

日藉綜合火力演習　提升自衛隊角色

■日本在演習中出動多種軍備，除了坦克，還有火炮。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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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納德 資料圖片

■鄧小平於1984年會見戴卓爾夫人，闡述「一國兩制」的

構思。　 資料圖片

■被迫下台的伊朗前總

理摩薩德。　網上圖片

文件揭內幕 戴卓爾憂中英談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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