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司法界消息人士透露，埃及法院昨日下令釋放前
總統穆巴拉克，其代表律師稱，穆巴拉克或於今日離開
監獄。檢察官表示不會就法庭的裁決上訴。
軍方早前血腥鎮壓前總統穆爾西支持者，造成約900

人死，臨時副總統巴拉迪辭職以示抗議，卻因此惹上官
非。阿勒旺大學法學教授阿提克向法院控告巴拉迪「違
背國民信任」，法院定於下月19日審理，若罪成可判囚3
年。巴拉迪目前身處歐洲，預計會缺席聆訊。有法律界
人士稱，這類案件最高刑罰只是罰款和緩刑。

土國批以：推翻穆爾西黑手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前日發表全國電視演說，指以色
列是推翻穆爾西的幕後黑手，證據來自前年以國司法部
長與一名法國猶太裔學者的會議上，後者聲稱「即使穆
斯林兄弟會贏得大選，也不會掌權」。
埃及政府指埃爾多安的指控毫無根據。白宮發言人

稱，美方強烈譴責埃爾多安的言論冒犯
以國。
埃及保安部隊繼拘捕穆兄會最高

領袖巴迪亞後，再拘捕該組織高
級教士和發言人。對於有傳美
國暫停對埃部分援助，埃及
臨時總理貝卜拉維稱，即使
無美國援助仍可生存，亦毋懼
內戰。
白宮發言人稱仍在重新評估對埃及的援

助，未有結論。歐盟外長昨舉行緊急會談
後發表聲明，同意暫停向埃及出售保安
設備及軍備，並檢討對該國的援助。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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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著名旅遊勝地雲頂高原昨日下午發生該國歷來最
嚴重車禍，一輛載有53人的旅遊巴士下山時失控，墜落60米
深的山谷，造成至少37人喪生，分別為13男24女，當中有24名
華人，另外16名乘客受傷送院。警方證實車上有3名外籍乘
客，分別來自中國、泰國和孟加拉。吉隆坡警方向中國駐大
馬使館通報，稱可能有一名中國公民遇難，具體身份尚待確
認。使館表示領導高度重視事件，已要求馬方妥善處理。

超載撞壆 疑煞車系統失靈

肇事巴士來往大馬首都吉隆坡及雲頂高原，於靠近清水岩的
下山路段一處彎位失事。從現場照片可見，巴士撞毀路壆後直
墜深谷，暫時未知事故原因。警方指失事巴士超載，原本只可
載48名乘客。據報車上大部分是大馬人，司機罹難。現場路面

留有一道長15米的輪胎痕跡，不排除是煞車系統失靈肇

禍。
由於事發現場地勢險峻，救護車難以進入，當局遂出動吊

臂車及200名消防員、警察和醫護人員搜救。醫院指部分傷者
情況危殆，車禍死亡人數可能上升。總理納吉布昨向死難者
家屬致哀。
今次是馬來西亞歷來死亡人數最多的車禍，該國另一旅遊

勝地金馬倫高原以往曾生類似車禍，造成27名泰國人死亡。

全國唯一賭場 每年2千萬遊客

雲頂高原距離吉隆坡約50公里，當地氣候涼爽，建有全國
唯一一座賭場，度假區每年吸引逾2,000萬遊客，雲頂集團正
斥資9億美元(約69.8億港元)翻新設施，包括興建一座二十世紀
霍士主題公園，預計2016年開幕。

■美聯社/法新社/新華社/中央社/《中國報》

雲頂巴士墮谷 24華人罹難

曼寧的首席辯護律師庫姆斯預計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1時
30分召開記者會，講述處理本案的下一步行動。

25歲的曼寧上月被裁定觸犯間諜及盜竊等20項罪名，但不
包括最嚴重的資敵罪；罪名合計最高刑期為90年，控方之前
要求將他判囚60年，但辯方指曼寧已有悔意，並跟法院合
作，請求法院「勿剝奪曼寧的青春」，爭取最多25年刑期。

被迫囚室裸睡 9年可申假釋

由於曼寧在2010年於伊拉克被捕後已被羈留多時，法院因
此減刑3年半，其中112日是為了補償他在羈留期間受到的嚴
苛對待，包括被迫在囚室裸睡等。若曼寧在獄中表現良好，
每年可獲減刑最多120日，但必須服滿至少1/3刑期後才可申
請假釋。「維基解密」則稱曼寧的判刑是「策略勝利」，他服
刑少於9年後將合資格申請假釋。

支持者號召示威 白宮外集會

支持曼寧的群眾在宣判後表示會於全國多個城市示威，包
括三藩市、洛杉磯、紐約和芝加哥等，華盛頓的示威者將於
香港時間今早7時30分在白宮外遊行集會。
俄羅斯外交部人權問題代表多爾戈夫表示，曼寧判囚無理

苛刻，反映華府持雙重標準，令美國無法再站在「人權道德
高地」。曾於1970年代洩露越戰機密的軍事分析員埃爾斯伯格
慨嘆，曼寧是「錯誤戰爭的又一犧牲者」，認為他不應被判入
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指，洩密的刑期比折磨囚犯的
人更甚，批評美國司法制度出問題。
曼寧上周公開就洩密道歉，稱明白自己要為行為付出代

價，但重申洩密的本意是幫助而非傷害他人。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英首相勒令阻《衛報》爆料

穆巴拉克獲釋 最快今日出獄

■「維基解

密」標誌

敘利亞主要反對
派「全國聯盟」
稱，效忠總統巴沙
爾的部隊昨日發射
載有神經毒氣的火
箭炮，猛烈轟炸首
都大馬士革東郊地
區，造成逾1,300
人死亡。反對派指
責敘軍「屠殺」，
呼籲國際社會介
入，又稱透過政治

解決敘危機的希望已幻滅。若獲證實，這將是敘國兩年內戰以來、以至
全球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化武攻擊。敘政府稱指控毫無根據，英法昨正式
要求聯合國調查，安理會昨午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敘國局勢。
反對派稱，火箭炮擊中反對派根據地高塔，數百人因吸入毒氣或接觸

化武身亡。有緊急醫療機構稱，最少有213人死亡，包括不少婦孺，他
們送抵醫院時瞳孔放大、口吐白沫，是遭神經毒氣侵襲的典型症狀。聯
合國專家日前抵達敘國，調查交戰兩方指對方使用化武的指控。國營通
訊社引述匿名官員稱，化武攻擊消息是無中生有，企圖干擾聯合國委員
會執行調查化武的工作。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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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維基解密」洩漏逾70萬份機密文件，引發美國

歷史上最大宗洩密案的前美軍情報分析員曼寧，昨日

被美國法院判處監禁35年、並從軍隊革職及沒收部分

薪俸。由於華府正尋求另一洩密者、美國中情局

(CIA)前僱員斯諾登歸國受審，因此外界關注曼寧的

判刑，會否對斯諾登將來一旦受審的判刑有所啟示。

《衛報》前日揭露更多關於
英國政府強迫該報銷毀電腦硬
碟的內幕，指這決定是為了保
護美國中情局(CIA)前僱員斯諾
登，因交出資料可能會導致他
被檢控，亦辜負了他將密件交
給傳媒的本意。消息人士透
露，首相卡梅倫下令其資深政
策顧問、內閣秘書長傑里米接
觸《衛報》總編輯拉斯布里
傑、要求對方交出密件，阻止
該報繼續爆料，國家安全顧問
達羅克亦曾與該報接觸。
拉斯布里傑表示，當局明知密件有副本在美國及巴西，仍威脅採取法律行

動，如根據《官方機密法》展開刑事程序或由法庭頒令禁止《衛報》公開更多
相關資料等。英國廣播公司指出，政府與《衛報》的交涉獲首相卡梅倫、副首
相克萊格及外相夏偉林批准。
克萊格的發言人昨發表聲明，證實傑里米是獲卡梅倫與克萊格的授權，要求

《衛報》銷毀資料。克萊格認為，若資料落入心懷不軌的人手上，將嚴重威脅英
國安全，因此支持政府的決定。

華府急劃清界線

白宮副發言人前日表示，英政府的做法在華府而言是不恰當的，很難想像華
府會強迫傳媒銷毀電腦。因美國憲法保障傳媒有言論自由，《衛報》指它的美
國分部會利用密件副本繼續報道監控內幕。
給予斯諾登臨時庇護的俄羅斯，昨指責英國迫《衛報》銷毀斯諾登洩露的資

料，未有遵守該國對人權的承諾。德國外交部人權官員亦批評英國打壓《衛
報》，並深切關注英國傳媒自由。
另外，英國內政大臣文翠珊前日為警方扣查《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男友米

蘭達的做法護航，指警方有權懷疑某人持有有利恐怖分子的機密資訊，因此有
權扣留並盤問對方。但英國法律博客格林認為，《反恐法》給予警方的權力只
限於反恐，若扣留米蘭達另有所圖，即屬違法。

■《衛報》/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美聯社

國安局監控美75%互聯網通訊
《華爾街日報》前日引述前任及現任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指出，當局截取的

互聯網通訊佔全美總量多達75%，意味國安局的監控網近乎無孔不入。多家電訊
業者為國安局提供第一重審查，與不同業者合作的監控計劃各有代號，如與
AT&T合作的稱為「Blarney」等。
在國安局要求下，電訊業者會向當局交出源自或傳送至美國的網絡通訊，途

經美國的海外通訊也會被截取。然後國安局會複製數據，利用電郵地址或與目
標組織有關的電腦IP地址等「強力篩選器」過濾所需資訊，並查閱通訊內容及
「元數據」如寄件者與收件者等。

電訊業設定路由器篩選

國安局主要以兩種途徑截取網絡訊息，其一是在光纖電纜上設置連結點，不
斷複製並篩選資訊；其二是由電訊業者在路由器設定篩選標準，再將符合條件
的資訊傳送給國安局。加上國安局在全國各地設監察點，令本土網民無辜被監
控的機會大增。
知情官員指出，由於國安局的監控網範圍太大，本土通訊有時也會無意中被

截取，報道稱並非所有本土通訊都會被銷毀，意味部分會儲存在國安局資料
庫。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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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倫下令資深政策顧問與《衛報》交涉。

圖為他與妻子度假。 路透社

■曼寧洩漏機密包括美軍在巴格達上空射殺平民的影片。 網上圖片■支持者在軍事法庭外示威撐曼寧。 法新社

■戴上手銬的曼寧在警員

帶領下出庭應訊。 美聯社

洩密美兵曼寧重判35年
70萬份機密交「維基解密」倘斯諾登受審成判刑啟示

■巴士墜落60米深的山谷。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