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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反對派前日指控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造成逾1,300人死亡，
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美國避談敘政府是否跨越「紅線」，白宮副發言人
歐內斯特促請聯合國調查團盡快查清傳聞，但拒絕評論若查明屬實，
會向敘總統巴沙爾政府採取甚麼行動。報道指，華府考慮到敘反對派
掌權後不會支持美國利益，令美方對軍事介入猶疑不決。

立場矛盾挫政府聲望

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表示，巴沙爾使用化武將跨越「紅線」，會面臨
嚴重後果。但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前日一改口風，稱無意設立「紅
線」。外界批評華府立場前後矛盾，奧巴馬政府聲望受挫。

美媒披露，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普西曾去信國會，形容美軍

有力左右敘國戰局，但目前沒反對派承諾將來會支持美國利益，故出
兵並非上策，更恐將美國捲入沒完沒了的鬥爭。登普西指，美國當前
最佳策略是加快扶植願支持美方的敘溫和反對派。

聯合國徹查法揚言出兵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化武消息感到「震驚」，下令徹查。法國外長
法比尤斯稱若消息屬實，國際社會有必要作出反應，包括出兵敘國。
以色列聲稱接到的情報顯示，敘政府確有使用化武。伊朗則力撐盟友
巴沙爾，指使用化武的是反對派。俄羅斯亦呼籲各界進行「客觀和專
業」的調查，指責部分媒體進行針對性攻擊，將全部責任歸咎於敘政
府。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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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軍涉用化武 美改口稱不設「紅線」

澳洲「維基解密
黨」內訌！與創辦
人阿桑奇參加下月
參議院大選的黨員
坎諾爾，稱發現黨
內沒透明度和權責
不清，於前日辭職
退黨。阿桑奇表
示，是因為他早前

「 身」幫助美國
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和洩密的美兵曼
寧，導致「過度委任」而致，願負上責
任。匿藏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的阿桑
奇抱怨，時差令黨魁一職不易做。

坎諾爾原是排在阿桑奇後的第2候選
人，她指黨內並不民主，並暗示或有其
他候選人辭職。報道指，內訌與「維基
解密黨」選舉策略有關。在澳洲參院選
舉中，若某政黨發現無法勝出，可將優
先票轉讓給其他理念相近的政黨，助對
方奪取議席。「維基解密黨」早前決定
把票給予極右組織，而非其支持者綠
黨，令黨內人士不滿。 ■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國務院前日公布1970年代的外交機密檔案，涉及
前總統尼克松執政期間的白宮電話和會議秘密錄音。尼
克松在對話中相當關注中國的發展，要求美方搞清楚中
國會在何時崛起。錄音又顯示，尼克松致力為中美關係
正常化破冰，他1972年訪問中國後，翌年與國家安全顧
問基辛格討論，邀請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訪問華盛頓或
紐約聯合國總部，認為這「非常重要」。

「未來中國或成大患」

整段錄音覆蓋1971年2月至1973年7月，長達3,700小
時，最新公開的最後一段共340小時。1972年2月21日尼
克松歷史性訪華，一年後他獲邀再訪華，便與基辛格商
討邀請周恩來回訪美國。然而，尼克松最終並未再訪
華，周恩來也沒訪美，尼克松更因「水門事件」，在
1974年8月下台。

尼克松在「水門事件」的驚濤駭浪中，於1973年6月
18日在華盛頓與時任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舉行首腦峰
會，雖然美蘇是冷戰宿敵，兩人談話時氣氛卻異常友
好。

尼克松在1974年1月24日的國家安全局會議指出，美

國有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大海域作戰計劃，中國對美國威
脅相對較低，但蘇聯首先得對付美國，再是西歐，而未
來中國可能是「大患」。他又稱，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
是了解中國，否則美國10年後處境會相當危險。

其他錄音還包括尼克松與3名未來的美國總統及巴西
球王比利的談話內容。

■法新社/路透社/中央社/nixontapes

馬來西亞雲頂高原前日發
生旅遊巴墮崖事故，警方昨
日表示搜救行動已結束，37
名死者中有至少6名外國人，
無中國公民遇難。當局繼續
調查事故原因，據報肇事旅
巴涉嫌超載，罹難司機過往
多次違反交通規則，被警方
列入黑名單。

旅巴設44個座位，但事發
時載有53人，交通委員會官
員指，巴士同時允許20人站
立乘車，故不屬超載。其中
17名死者身份已確認，分別
來自馬來西亞、印度、韓
國、尼泊爾和孟加拉，其中
一名孟加拉人持加拿大護
照。16名傷者仍然留醫，情
況危殆。

有乘客指，巴士煞車掣疑
失靈，車速不斷加快，司機
扭 閃避前面貨車後失控衝
下山。肇事司機的親屬表
示，該路段彎位多，非常危
險。 ■法新社/新華社

洩密美兵曼寧前日被美國法院重判35年監禁，同
樣因揭密被華府追捕的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的律師
庫切連納指，這表明美國沒有公平的法律權益，斯
諾登現在不會願意返美受審。曼寧則透過律師庫姆
斯發表聲明，希望今後能作為女性生活，並為自己
起名切爾茜(Chelsea)。

庫切連納稱曾與斯諾登討論曼寧的判決，認為美
國沒有人真正關心揭密者的立場和動機，法庭只想
把洩密者關進監獄。他批評美方藉判決向斯諾登示
威，又指斯諾登擔憂曼寧單是公開美軍濫殺平民的
信息便遭重判，不敢想像司法機構會如何對待他們

這些「洩密者」。

曼寧將變性做女人

曼寧的審訊終告一段落，庫姆斯稱曼寧早已決定
作為女性生活，但不希望影響審訊，故未有公開，
他將接受荷爾蒙手術。庫姆斯又透露曼寧聞判後保
持冷靜，甚至安慰了不禁落淚的律師團隊。

庫姆斯亦公開曼寧寫給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信件，
希望能獲赦免。曼寧在信中表示，當年洩密是出於
對美國和全世界的憂慮，承認行動違反法律，並對
任何人因此受傷感到後悔。■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巴西人對於成為美國監控計
劃目標感到憤怒，當地開發的
追蹤伴侶手機流動應用程式
(app)「追蹤男友」，卻被批評
是「另類監控」，侵犯私隱。
程式推出兩個月以來吸引約5
萬用戶下載，Google Play上周
移除程式，但沒解釋原因。

app聲稱是「伴侶口袋內的
私家偵探」，功能包括把伴侶
的位置傳送給用家、轉寄伴侶
的訊息，甚至可悄悄地用伴侶
電話致電自己，以竊聽對方通
話。輿論批評程式侵犯私隱，若落入不法分子手
中，更可能用來勒索或追蹤用戶。開發該app的
格里若表示，律師已檢查程式，確定沒違法，相
信Google移除它只是錯誤。 ■美聯社

美國一名成人電影新晉女演員證
實感染愛滋病毒(HIV)，業界組織
前日宣布暫停拍攝，並指會在傳播
風險減低後才取消措施。組織相
信，事主並非在片場感染，其銀幕

上的性伴侶現正接受檢驗，但沒公
開演員身份和何時證實有病。反對
團體批評成人電影業對於演員的保
護措施不足，須嚴格遵守使用安全
套的法例。 ■美聯社

曼寧遭重判斯諾登不願返美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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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絕密錄音：尼克松擬邀周恩來訪美

女演員染HIV美AV拍攝叫停

埃及法院早前下令釋放85歲的
前總統穆巴拉克，消息稱他昨日
已離開開羅市郊的監獄，乘搭醫
療直升機前往附近軍事醫院。臨

時總理貝卜拉維前日宣布，穆巴
拉克獲釋後將被軟禁，輿論認為
此舉是安撫反對釋囚的民眾，並
確保穆巴拉克會出席下周聆訊。

法新社此前報道，穆巴拉克會
被軟禁在開羅或紅海度假勝地沙
姆沙伊赫的寓所。埃及國營通訊
社則指，他可能被送到重要設施
或軍事醫院嚴密監視。有人權律
師表示，穆巴拉克獲釋將為局勢
添亂，伊斯蘭激進分子會視之為
前朝復辟，與反對派聯手對抗政
府。 ■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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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局年「竊」
5.6萬封美民電郵

被裁違憲限監控規模 密檔踢爆無法庭授權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日公開3份解密文

件，顯示國安局2008年至2011年期間，在

未經法庭授權下，每年收集多達5.6萬封與

恐怖主義無關的美國公民私人電郵紀錄。白

宮發言人歐內斯特否認國安局存在針對美國

公民的監控項目，強調監控計劃嚴格針對國

外情報，本土情報只是偶然被截取。

文件主要涉及國安局前年向海外監視情報法庭
(FISC)的匯報。法官貝茨在其中一份文件寫

道，政府當時首次向法庭描述收集情報的規模和性
質，與法庭此前獲告知的情況截然不同，又指國安
局早在2008年獲授權監控前，已開始截取互聯網數
據，裁定監控項目違憲，下令限制蒐集規模。國安
局其後稱已調整蒐集程序修補漏洞，並按法院命銷
毀違法數據。

報道指，國安局每年蒐集約2.5億封電郵，當中少
於2,500萬份來自光纖等「上游」管道，包括約5.6萬
封美國公民的電郵。情報官員為監控項目辯護，稱
技術上難以過濾所有美國本地通訊紀錄，只是無意
間截取電郵，強調紀錄一被發現便會立即銷毀。不
過他未有解釋當局如何判斷哪些紀錄屬於美國公
民，以及職員會否查看通訊內容。

議員：須加強保護公民自由

報道指，國安局是被法庭下令公開該批文件。華
府則發聲明指出，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是按總統奧
巴馬指示解密文件，以增加監控計劃透明度。反對
監控的民主黨參議員尤德爾歡迎國安局解密文件，
但稱最新文件反映美國有必要加強保護公民自由。

英國法院昨宣布，政府只能在國家安全受威脅
下，才可查閱從英國《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的巴
西裔同性伴侶米蘭達手上取得的資料，禁制令有效
期至本月30日。至於由誰判斷是否受威脅則未有定
案，米蘭達的代表律師摩根指裁決能防止政府擅自
查閱、翻印和公開相關機密資料。

紐通過監聽公民法案

另外，新西蘭國會前晚以2票之差通過備受爭議的
監聽法案，解除當地情報機關在收集情報時，不能
針對新西蘭公民的限制。由於新西蘭與部分西方國
家實行情報共享機制，有批評者擔憂新西蘭國家通
信安全局或為外國秘密監聽本土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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