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A 12 ■責任編輯：孫志賢

默克爾宣誓就職 新任期料更艱難

金正恩出席父親追悼會 崔龍海金永南伴左右

昨日是朝鮮已故領導人金正日逝世兩周年，最高
領導人金正恩出席在平壤舉行的中央追悼大會，坐
在他兩邊的，分別是盛傳會接替被處決的張成澤、
成為朝鮮「二號人物」的人民軍總政治局長崔龍
海，以及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金永南。外界相信這
個組合體現了朝鮮現時的權力核心。張成澤妻子、
金正恩姑姐金敬姬則未有現身。
追悼會在平壤體育館舉行，出席的還有內閣總理朴
鳳柱、人民軍總參謀長李永吉，以及人民武力部部長

張正男等黨政軍領導人。中國駐朝鮮大使劉洪才等駐
朝使節亦應邀出席。金永南致辭時，號召全體軍民圍
繞以金正恩為首的黨中央緊密團結，崔龍海發言時則
強調，軍方無論風雨和艱難也會支持最高領導人。

攜李雪主往拜謁 金敬姬無露面
朝媒報道，金正恩與夫人李雪主及一眾黨政軍領
導人昨到安放金正日和金日成遺體的錦繡山太陽宮
拜謁，金敬姬依然未有露面。

中國外交部：願繼續推動與朝關係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表示，金正日為中朝
關係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保持中朝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有利維護地區和
平；中方願繼續推動中朝關係向前發展，為維護朝
鮮半島及地區和平穩定作積極努力。

朝官媒刪舊文 分析：鞏固領導形象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前日首次回應張成澤事件，
形容事情「戲劇性和令人驚訝」，呼籲朝鮮半島有
關各方不要因此作出草率行動。
另外，據韓國朝鮮新聞網報道，朝鮮官方朝中社
從網站上刪除了逾10萬篇文章，目前網站上只能
閱覽今年10月1日以後發布的新聞；《勞動新聞》
網站亦刪除了約2萬篇文章。分析認為，朝鮮正開
展該國史上最大網上檔案清洗，刪除所有涉及張成
澤的文章，以進一步鞏固金正恩領導形象。

■法新社/路透社/韓聯社/韓國《朝鮮日報》/
共同社/俄新社

韓國國防部長官金寬鎮昨表示，張成
澤被處決或觸發朝鮮內部矛盾加劇，朝
鮮可能在明年1月至3月間發起挑釁，
警告韓國須作好準備；韓國國會情報委
員會幹事趙源震則指，朝方可能進行第
4次核試或試射導彈，將內部不穩定因
素轉嫁外部。
中國解放軍中將、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

王洪光認為，朝鮮擁核將威脅中國，中方
應力勸朝鮮棄核。他提到美國針對朝鮮核
計劃，在本土西岸、韓國、日本和海面部
署反導彈系統，變相削弱了中國核武對美
的威懾力，威脅中國戰略安全；又稱一旦
發生強烈地震或美國襲擊朝鮮核設施等事
故，中國極可能成為核污染受害者。
朝鮮局勢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美國國

務院表示會與盟國緊密合作，密切關注
朝鮮可能再次發動挑釁的可能。韓國
《朝鮮日報》指，金正恩處決張成澤
後，美國無法再視金正恩為「正常的對
話對象」，可能尋求中國協助，就核問
題向朝鮮施壓。華盛頓外交人士指，美
中競爭下可面對面磋商和合作的領域不
多，「而朝鮮問題是其中之一」。

■韓聯社/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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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今年6月披露華府的
監控計劃以來，多個民間組織先後就此向奧巴

馬政府提訟，今次是原告一方首次勝訴。案中兩名
原告均是美國電訊商Verizon客戶，他們在斯諾登揭
露美國電訊商協助監控後入稟，獲法庭裁定監控計劃
違反美國憲法第4條「保障美國公民不受到不合理調
查的權利」，並向政府頒下初步禁制令，但同時以事
關國家安全和憲法為由，容許華府在上訴期間暫緩執
行判令。

華府料上訴 最終判決等半年
分析指，雖然判決僅針對兩名原告的監聽紀錄，但將為公眾從更廣
範疇挑戰監控計劃打開大門，料掀起更多訴訟。外界相信華府會上訴，
官司恐怕將一路打至最高法院，意味有關監控計劃的最終裁決，可能最
少半年後才出爐。
利昂指出，國安局未經司法授權，用高科技手段蒐集和儲存美國公民的
私人紀錄，「難以想像比這更肆意侵犯公民自由的做法」。他又表示，要裁
定監控計劃合憲，必須先證明監控對反恐的貢獻大於對公民自由的損害，但
政府在審訊期間，未曾提出過任何一宗因監控計劃而挫敗的重大恐襲案
例，令他嚴重質疑計劃對反恐的效用。

斯諾登願助巴西查美監控
斯諾登歡迎裁決，認為這證明監控計劃違憲，美國人有權看見公開法庭
就此進行審理和裁決，並相信類似判決將陸續有來。協助斯諾登揭密的前
《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指，斯諾登一直堅信監控行動暗地裡侵犯美國公
民權利，裁決證明了他的想法和努力。美國司法部拒絕評論裁決。
另外，巴西《聖保羅頁報》昨刊登斯諾登的公開信，斯諾登稱願協助巴

西政府調查美國針對巴西的監控，前提是巴西向他提供政治庇護。巴西總
統和外交部暫未回應。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衛報》/《紐約時報》

美國聯邦法庭前日首次裁定國家安全局

(NSA)大規模監聽電話的計劃可能違

憲，下令政府停止監聽和銷毀相關紀

錄。法官利昂在長達68頁的裁決意見

書中，狠批監控計劃和著名英國小說

《1984》中的監視手段如出一轍，「假

如美國憲法作者之一、前總統麥迪遜仍

在生，想必會對政府如此侵犯自由的做

法目瞪口呆。」

協助斯諾登公開監控文件的前
英國《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
計劃明年3月出書，部分內容會
提及與斯諾登在香港的經歷。
格林沃爾德表示，新書大部分

篇幅將圍繞他所掌握的美國密
件，以及華府威嚇斯諾登的原
因，還有自己報道監控的體會。
他稱，正洽談將斯諾登故事搬上
大銀幕，但未達成協議。美國
《紐約時報》早前報道稱，二十
世紀霍士影片公司、索尼影視娛
樂和有線電視頻道HBO均有意
開拍。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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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利昂法官利昂

法官批做法如《1984》 勒令停止及銷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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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裁定國安局監控違憲的64歲聯邦法官利昂，過去曾處理多宗牽涉社會敏感議
題的案件，更多次毫不忌諱批評華府。他在撰寫意見書時經常使用感嘆號和比喻，

又會引用流行文化例子，文風在法律界別樹一格，令人留下深刻印
象。
共和黨籍的利昂2002年獲時任總統布什任命為聯邦法官，他此前
曾處理數宗與在位總統相關的調查，包括里根時代的「伊朗門」
和克林頓的「白水事件」，被認為是國會調查專家。他過去亦曾

作出支持政府的判決，例如2005年裁
定關塔那摩監獄囚犯無權循司法
途徑挑戰關押令。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副法律總
監賈弗讚揚利昂心思細密，
並非偏激分子，認為其裁決
法律理據充足，「他提出的
那些比喻，會對政府構成重
大打擊」。 ■《紐約時報》

奧巴馬晤科技巨頭
美德情報合作受阻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早與15名科技巨企高層會面，包括蘋果公司總裁庫

克、社交網站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Google主席施密特等，料談及
國安局監控、「奧巴馬醫保」網站早前癱瘓等問題。

華府早前向德國總理默克爾保證，不會再竊聽她的手
機。兩國近日擬建立新情報合作關係，但出現暗湧，
主因是雙方不願有重大改變。報道稱，華府認為若同
意不監控德國，其他國家亦會有相同要求，德國則不
想深化與美合作。■路透社/《衛報》/《紐約時報》

印拒見美代表團報復
女外交官遭脫衣搜身
印度一名駐美國女性外交官，上周四因涉嫌
偽造簽證，遭美國執法部門當街逮捕，並遭脫
衣搜身。事件傳回印度後引起憤慨，為了報
復，印度政府高層前日拒見美國國會代表團，
並要求所有駐印美國外交官交出身份證。美方
則堅稱做法符合《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涉偽造文件 印媒：與癮君子囚一室
39歲的柯布拉加德出身賤民階級，1999年通
過外交特考，現任印度駐紐約領事館副總領
事。她涉嫌偽造家傭簽證申請文件及謊報薪
資，遭美國執法當局當街扣上手銬。印度媒體
報道，柯布拉加德當時遭脫衣搜身，拘留期間
還跟癮君子關在一起，並遭取樣進行脫氧核醣
核酸(DNA)鑑定，最後繳交25萬美元(約193.8
萬港元)保釋金獲釋。
印度外交部常務次官辛格翌日傳召美國大使
鮑威爾表達抗議。外交部形容對事件大為震
驚，指正與美方「強力地」交涉；印度下議院
議長庫瑪爾及國家安全顧問梅農，則雙雙拒絕
接見到訪的美國國會5人代表團。
美國國務院回應指，只有在執行領事相關公
務時，柯布拉加德才享有司法豁免權。印方反

駁，除非柯布拉加德犯下重罪，否則不可予以
逮捕，又稱若她真犯重罪，為何兩小時後就獲
保釋。印度認為華府是企圖模糊外交官在公共
場所遭羞辱這個焦點。

■印度新德里電視台/《南印度英文報》

■■柯布拉加德柯布拉加德

德國國會昨日舉行總理選舉，現任
總理默克爾毫無懸念下成功連任，即
將開啟第三屆4年任期。她有望超過英
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成為歐洲執政
時間最長的女性領導人。
621張有效選票中，默克爾得到462

票，超過法定多數。默克爾昨午在總
統府接過委任書，隨後返回國會宣誓
就職。

儘管默克爾領導的新政府在國會佔
4/5議席，但分析認為，她的第三屆任
期可能更艱難。她前兩屆因全球金融
危機和歐元區動盪備受考驗，未來4年
可能更專注於國內事務。默克爾今日
將出訪巴黎，與法國總統奧朗德見
面，是她正式連任總理後首次出訪，
新任外長施泰因邁爾將陪同出訪。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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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剛下葬，卻隨即傳出家
族爭產的消息。曼德拉的長孫門德拉據報與
姑媽馬卡茲維為了葬禮安排、財產分配及家
族地位等問題鬧翻，結果被家族「排擠」。
據報，馬卡茲維12日抵達曼德拉在庫努村

的故居後，私下換了門鎖。兩日後曼德拉遺
體回到庫努當晚，故居的水電被截斷，住在
這裡的門德拉等人翌日醒來發現無水可用。
馬卡茲維還要求門德拉趕走家中所養的牛、
豬和狗，與門德拉關係密切的親人被拒絕出
席葬禮，其母亦被禁止乘坐接送賓客的車。
馬卡茲維熱衷插手家族事務，負責葬禮的

統籌工作。消息人士指，她的目標是成為家
族的新族長，繼承曼德拉的遺產。曼德拉留
下一份遺囑，其私人律師上周表示將盡快公
開內容。

■法新社

■美國副總統拜登和白宮女記者帕內斯日前在一個聖誕派對
合照，拜登竟公然向女方施展「鹹豬手」？照片所見，拜登
抱帕內斯的腰，她笑容雖然燦爛，雙手卻按住拜登的手
指，似乎想避免他施以胸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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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宣誓就職。 新華社

違違憲憲美國安局監控首判美國安局監控首判

判案法官敢言 曾查「白水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