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的意義，不僅在於我們僅僅
生活過，而在於我們如何改變他人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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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曾標籤曼德拉「恐怖分子」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逝世，全球同哀。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向現任南非總統祖馬發

唁電，讚揚曼德拉是享譽世界的政治家，對

其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並向曼德拉的親屬表

示誠摯慰問。習近平指出，曼德拉是中南關

係奠基人之一，生前兩次訪華，中國人民將

永遠銘記他為中南關係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

的卓越貢獻。

曼德拉事跡廣為世人稱道，但原來
美國和英國一度視他為恐怖分子。南
非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前內閣大臣
喬丹表示，英國「鐵娘子」、前首相
戴卓爾夫人曾將曼德拉及國民大會標
籤為「恐怖分子」。美國早年曾將曼
德拉列入恐怖主義監察名單，直至

2008年才除名，美國官員當時曾形容
此事令華府尷尬。

奧巴馬受啟發從政

白宮下半旗
身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的奧巴馬，

得悉曼德拉離世後，隨即在白宮發表

講話向這一代偉人致敬，讚揚曼德拉
親手締造歷史，並激勵自己開啟政治
生涯。白宮及華府建築物全部下半旗
悼念。據悉奧巴馬計劃到南非出席曼
德拉的國葬，但白宮尚未公布有關消
息。

■法新社/《赫芬頓郵報》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對
曼德拉的離世表示哀悼，「曼德拉是一位
偉大的領袖，他所作的犧牲、成就及追求
和平的不懈努力，值得我們懷念。我謹代
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市民，就曼德拉
離世表示深切哀悼，並向曼德拉的家屬致
以深切慰問。在南非舉國哀悼之際，我們
向南非人民，包括在香港的南非民眾，送
上慰問。」

梁振英致哀悼：
值得我們懷念 南非駐港總領事館昨起設置弔唁

冊，供公眾簽名留言，表達對曼德
拉的哀思，領事館將下半旗直至國
葬完畢。南非駐港澳總領事谷拉發
表悼詞稱，「南非今早在『無父』
中醒來，但沒有迷失方向。」
谷拉昨會見記者時數度哽咽，強

調南非會守護和尊重曼德拉的遺
產，儘管全國上下沉浸悲傷中，但
南非向來以在艱難中愈加團結
稱，「我們哀悼，我們也將一起向

前走⋯⋯這是我們最悲傷的時刻，
也是決心必須最堅定的時刻。」
谷拉表示，自己雖不認識曼德

拉，但家族中有成員曾追隨他進行
反種族隔離鬥爭，更與他同時被關
在羅本島監獄，因此聽過很多曼德
拉的故事。她又指，曼德拉當年獲
釋後，曾邀獄警到家中作客，稱已
原諒他們，這種謙虛與寬恕值得包
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人學習。

■中新社

駐港總領館設弔唁冊

談自由：
「受壓迫的民族只要下決心贏取自

由，世上便沒有力量得以阻攔。」

談寬恕：
「當我走出囚室，邁向通往自由的

監獄大門時，我體會到，若不能把痛

苦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其實我仍在

獄中。」

談種族：
「沒人天生就會因為膚色、出身或

宗教信仰去恨另一個人，恨需要學

習，既然人可以學會恨，那麼同樣可

以教會他們愛，愛比恨更容易走進內

心。」

談人生：
「生命最偉大的光輝不在於永不跌

倒，而在於每次跌倒後的再站起來。」

曼德拉名言擲地有聲

1918年 7月18日生於南非特蘭斯凱豪薩

1944年 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

1952年 成立南非首家黑人律師事務所，同年發起反種族隔離公

民抗命行動

1956年 因叛國罪被限制參加政治活動5年

1961年 轉入地下武裝鬥爭，被任命為非國大軍事組織總司令

1962年 8月被捕，同年11月以「顛覆罪」判刑5年

1964年 被控「企圖以暴力推翻政府」，改判無期徒刑

1990年 2月11日獲釋，結束27年牢獄生涯

1993年 和南非總統德克勒克一同獲授諾貝爾和平獎

1994年 當選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1999年卸任退休

2004年 宣布減少在公開場合露面，開始隱居生活

2013年 12月5日去世，享年95歲

鬥士的一生

與曼德拉共享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白人前總
統德克勒克，以及同為和平獎得主的南非大主教圖
圖，都向曼德拉家人致以慰問。德克勒克表示，很榮
幸能與曼德拉一起為南非締造民主。圖圖則讚揚曼德
拉教導南非這嚴重分裂的國家如何團結起來。
德克勒克形容「南非失去了一位國父和一位最偉大

兒子」，表示兩人雖然曾是政敵，關係時常如暴風雨
般惡劣，但關鍵時刻總能一起通過協商化解危機。

圖圖指曼德拉因勇氣、信念和為人 想，受到人民
愛戴。對於有人預測曼德拉死後，南非可能陷入亂
局，圖圖不認同，表示「太陽明天會升起，也許不像
昨日那般光亮，但日子會繼續下去」。 ■法新社

共建民主南非
德克勒克感光榮

曼德拉一生對抗種族隔離，立下豐功偉
績，亦為夢想抗爭而坐牢近30年，長期和
家人分離，私生活坎坷。他經歷兩次破碎
婚姻，共有6名子女，其中3人死於非命，
晚年更爆出家族爭產風波。1968年曼德拉
母親去世，當年曼德拉被囚羅本島監獄，
當局不讓他出席喪禮。曼德拉在回憶錄
《漫漫自由路》提到不能送終的痛苦，自
問「我看重人民福祉多於家人，是否正
確？」

最錫曾孫女南非世盃前車禍亡

曼德拉屢受「白頭人送黑頭人」之苦，
1947年出世才9個月的女兒夭折；另一兒
子2005年死於愛滋病；1969年長子車禍喪
生。曼德拉最痛錫的13歲曾孫女，於2010
年南非主辦世界盃足球賽前夕死於車禍。
曼德拉透過出版自傳及將家族名字作為

商品品牌，估計累積逾1,000萬英鎊(約1.3
億港元)身家，他於2005年成立家族信託
基金，存入100萬英鎊(約1,268萬港元)交由
兩名老朋友管理，旨在支援女兒財政。然
而，曼德拉從商的長女馬卡茲維及擔任南
非駐阿根廷大使的次女澤納妮入稟法院，
指控二人從未獲父親授權管理基金，並要
求出售基金名下的藝術收藏品，爭產事件
引起軒然大波。

■《每日郵報》/《紐約時報》

離婚兩次送別3子女
晚年家族爭產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唁電表示，曼德拉為中南關
係的建立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中國人民為失

去這樣一位老朋友而深感悲痛；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到
南非駐華使館弔唁，在曼德拉雕像前默哀，並在弔唁
冊上題詞。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中方領導人將根據南非治

喪安排出席弔唁活動。中國駐南非使館昨下半旗致
哀，南非駐華使館牆外掛上悼念曼德拉的橫幅及下半
旗哀悼，民眾紛到來獻花。

在囚時慶祝中國國慶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非洲研究中心秘書長王洪一指
出，曼德拉以和平代替暴力解決仇恨與衝突，對當今
國際社會解決摩擦衝突有借鏡意義。他形容曼德拉的
寬恕精神令人敬佩，「相信人類的善，拒絕人類的
惡，這種精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曼德拉與中國素有淵源，曼德拉曾於自傳提及，上

世紀50年代領導非洲人國民大會反抗種族隔離期間，
曾建議黨內成員到中國取經，又曾向中國前駐南非大
使劉貴今憶述被囚羅本島期間，每到10月1日，他就
會和獄友們偷偷慶祝中國國慶，認為它代表 被壓迫
民族的希望。

獲授北大名譽博士 反對台獨

曼德拉被囚27年後獲釋，於1992年10月受邀訪華，
接受北京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中方以國家元首級
別的規格接待。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後，堅持與中方
發展友好關係，反對台獨陰謀，中南兩國於1998年1月
1日正式建交。 ■新華社/中新社

漂泊一生中3個女人

近年在多數人印象
中，曼德拉是個白髮皤
皤的老人，但原來年輕
時的他，是個活躍於拳
擊擂台和舞池上的年輕才俊，更是同
儕眼中的「女人湯丸」。他有很多鮮為
人知的一面，如曾經夢想成為拳擊
手，為沒能成為「世界級拳王」感到
遺憾；平常喜愛讀書，尤其《孫子兵
法》等戰略書籍。 ■綜合報道

愛讀孫子兵法
夢想當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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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

1999年5月

5日會晤時

任中國國

家主席江

澤民。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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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右)與曼

德拉共享

1993年諾

貝爾和平

獎。

美聯社

■與伊芙琳結婚

■部落服飾■律師

■身陷囹圄■入獄

■患病■宣誓就任總統

■首次投票

■與溫妮結婚

■與格拉薩結婚

1944年

年輕時

1964年 1966年 1994年

2013年1994年

1962年1961年

1957年

1998年

各國領袖致哀
．俄羅斯總統普京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法國總統奧朗德

．英國首相卡梅倫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諾貝爾獎委員會

．非洲聯盟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