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一家門面普通、沒精美
銀餐具且廚房只有30平方米的餐廳，最近竟
成為米芝蓮三星食府。餐廳菜單別樹一格，
顧客只有兩種菜式可選，一是95歐元(約
1,001港元)的7道菜「短餐」，以及140歐元
(約1,476港元)的11道菜「長餐」。材料不會
列出，只會以甜、酸等味道形容，其中一道
辣味菜式更以電影《沉默的羔羊》主角「食
人魔漢尼堡」命名，形容詞是「鋒利」。
33歲主廚穆尼奧斯14歲開始看書自學廚

藝，對於一手一腳打造的DiverXo能獲殊
榮，坦言是「奇蹟」。由於廚房太擠，DiverXo 15位廚師常常要在走廊為餸菜作最後點
綴。穆尼奧斯也表示，DiverXo的風格不是精雕細琢，食客必須有心理準備。
DiverXo設有30個座位，三星消息一出，便收到2,000個訂位電話，預約名單排到半年後。

■法新社

市場研究公司On Device 對美
國、巴西、南非、印尼和中國的
3,759名Android和 iOS用戶調查
顯示，從地理分布上看，流動通
訊程式市場仍高度分化，但
WhatsApp卻在多個地區佔據
主導。
WhatsApp在巴西、南非和
印尼領先，在美國位居第二，
因此在地理分布上優於face-

book Messenger，後者僅在美國領先，
在巴西和南非均排第二。即使 face-
book Messenger 在美國領先，What-
sApp落後幅度也不大，尤其在16至24
歲用戶群。
在研究的5個市場中，44%流動用戶
稱每周至少使用一次WhatsApp，35%
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facebook Mesen-
ger，中國的微信(WeChat)則為28%。

■techcrunch網站

俄羅斯莫斯科紅場是前蘇聯舉行國
家盛典的場地，而且1917年「十月革
命」領袖列寧的遺體亦安放在附近的
列寧墓，令該處深具歷史意義。但紅
場最近來了「不速之客」，一個高9
米、長34米的路易威登(LV)巨型舊式

行李箱上周起「踩場」，更在入口擋
住了聖巴索大教堂，引來民眾及政客
猛烈批評，認為這個象徵資本主義的
建築侵犯了紅場的神聖。
這個巨喼實為展覽場地，是LV為下周

一的《旅行之魂》(The Soul of Travel)展
覽而建，作為莫斯科百貨公

司GUM 120周
年慶祝活

動

的一部分。巨喼原定展出至1月中，但公
司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將盡快移走。

仿沙皇王子行李箱製作
LV強調巨喼與俄歷史有深厚關係，
因它仿照19世紀沙皇時代皇室成員奧
爾洛夫王子的行李箱製作，箱側印有
他的姓名縮寫P.W.O；又指展覽收益
將撥捐兒童慈善組織 Naked Heart
Foundation。
GUM強調一切獲政府批准，暗示責任
在審批當局，多個部門則互相推卸責
任。有俄網民便怒斥政府為了錢，
之後連陵墓或克里姆林宮也會
出租，有議員則要求展開調
查。

■《華爾街日報》/
今日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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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層樓高LV喼進駐紅場 俄人狠批 美國首本印刷書《海灣詩篇》
(Bay Psalm Book)前日在紐約以
1,420萬美元(約1.1億港元)天價拍
出，成為全球最昂貴書籍。該書
雖印刷品質差，墨水深淺不一，
還有多處錯誤，但卻是稀世珍
本，更是美國國家認同的象徵，
重要性非金錢可衡量。
英格蘭清教徒1630年移居現麻

省後，開始翻譯以希伯來文寫成的舊約聖經詩篇，完成300頁
厚的《海灣詩篇》，1640年在麻省劍橋印製約1,700本，後重印
50多次，不過目前全球僅剩11本。該書預示獨立戰爭中列星頓
和康科特戰役，以及美國政治獨立。
擁有其中兩本的波士頓老南教堂，將其中一本提供給紐約蘇

富比拍賣，估價1,500萬至3,000萬美元(約1.16億至2.33億港
元)。
此前全球印刷書拍賣紀錄由美國博物學家奧杜邦的著作《美國

鳥類》所創，於2010年以1,150萬美元(約8,915萬港元)成交。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美第一本書1.1億拍出

■《海灣詩篇》(Bay Psalm
Book)

■LV巨喼被罵在紅場入口擋住了聖巴
索大教堂。 彭博通訊社

全球流動通訊程式 WhatsApp最多人用

西國米芝蓮三星餐廳 食材玩神秘

■主廚穆尼奧斯自嘲DiverXo能獲米
芝蓮是奇蹟。 法新社

反非法監聽草案
無約束力 美拒「侵害」字眼

聯合國大會社會、人道主義和文化委員會前日一致通過草

案，反對非法監聽。這是聯國首次明確宣示，不論媒介為

何、是否在網上，民眾在現實世界擁有的人權均應受到保

障。提出草案的巴西及德國原希望直接提及監聽活動「對人

權的侵害」，但因美國干預，草案用字「摻水」。

聯國
通過

決議草案將遞交聯國大會表決，由於決議前日已獲全票通過，預料在聯大亦
會過關。不過，與由15個安理會理事國通過的決議案不同，聯大通過的決

議並無約束力，但因獲國際認同，可望產生廣泛道德約束力。

促保障民眾私隱權
決議對「監聽及截聽，包括境外」對人權的負面影響「深表關切」，呼籲各
國檢視通訊監控的程序、習慣及法規，確保現有監管機制有效及具高透明度，
防止政府監聽、截取及收集通訊與個人資料。
美國駐聯國代表卡曾斯表示，美國對決議案表示歡迎，樂意支持保障人權

及言論自由。自從前美國中情局(CIA)僱員斯諾登揭露華府連串監控全球行
動後，華府飽受批評。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被指截聽了上萬個法國電話
紀錄，並曾監控巴西總統迪爾瑪及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電話。

朝斥美賊喊捉賊
決議由55國草擬，包括朝鮮，該國駐聯國代表申善昊批評，美

國監控他國領袖是嚴重侵害國家主權，是不能容忍的侮辱，指
美國一方面大規模監控，一方面譴責他國侵害人權，是假仁
假義。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德國總理默克爾

■美國截聽德國總理默克
爾等的電話，激怒多個盟
國。圖為德民早前示威呼
籲德國保護斯諾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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