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朝野齊聲譴責這次事件，各黨派都要求政
府嚴格處理，有聲音不滿美方聲稱重視兩國關

係，卻沒有絲毫道歉的誠意。反對派
批評美國差劣對待印方官員早有先
例，警告政府若不調整對美外交
政策，事件只會不斷重演。最大
在野黨印度人民黨領袖雅斯旺
公開呼籲，政府應逮捕美國駐
印度的同性戀外交官。
印度最高法院上周一推翻高

等法院2009年的判決，裁定印
度刑法有關禁止同性戀的條文未
有違憲，恢復全國同性戀禁令。

雅斯旺稱印度政府曾向許多美國外交官的同性伴侶發
簽證，「現在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戀在我國違法，政府
怎麼不採取行動，逮捕、懲罰他們？」■《印度時報》

涉事女官棄醫從政
工作表現佳

印度對美的抗議行動一浪接一浪，除了印度外交部常
務次官辛格召見美國駐印大使鮑威爾抗議，政府高官亦
拒絕接見到訪的美國國會代表團。《印度時報》形容，
這是印度多年來對美國展示的最強硬態度，與前總統卡
拉姆前年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被安保人員搜
身時，印方幾乎不發一言的態度形成強
烈對比。
分析認為，辛格在事

件曝光後迅速行動，其一因為辛格是女性，對柯布拉加
德的待遇倍感同情；其二是柯布拉加德被捕當日，辛格
正身處美國會見國務院官員，事前卻未獲美方知會，自

然倍感憤慨。
印度官員形容事件
凸顯美國無禮傲慢，
「今天是副總領事被
脫光衣服搜身，明天
便可能是印度最高
級外交官。」印媒
指，印度外交官在
美的待遇，遠遜美國
外交官在印度的禮遇，

亦是事件引起巨大迴響的
原因之一。■《印度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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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英國火車大盜
比格斯昨日在倫敦一所
安老院逝世，終年84
歲。曾為他撰寫自傳的
皮卡德表示，比格斯是
「過去50年中一位最
偉大人物」。
1963年8月8日，比
格斯聯同雷諾茲等人在
英格蘭白金漢郡搶劫一
列郵政火車，劫得260

萬英鎊(約3,303萬港元)現金，折合現值約4,000萬英鎊(約5.08億
港元)。比格斯被捕後被判囚30年，但在1965年越獄潛逃，最初
攜妻子和兩個兒子逃往法國巴黎，後在西班牙、澳洲和巴西等
地生活。
2001年比格斯為醫病返回英國，被送進監獄繼續服刑，2009

年他感染肺炎，法庭決定基於人道理由釋放他。比格斯近年多
次中風，無法說話和行走，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今年3月參加
劫車案同黨雷諾茲的葬禮。 ■英國廣播公司/《衛報》

今年10月德國《明鏡》周刊報道總理默克爾手
機是美國的監控目標後，默克爾曾在電話中與美國
總統奧巴馬對質，《紐約時報》前日引述消息稱，
當時默克爾極其憤怒，還斥美國國家安全局(NSA)
猶如當年東德的秘密警察(Stasi)。
默克爾在電話中批評國安局竟讓中情局前僱員斯

諾登取得資料，認為該局「信不過」。美國眾議院
情報特別委員會主席兼共和黨員羅傑斯，拒絕評論
默克爾的「秘密警察」言論，並指對方可能無說過
該段對話。

斯諾登：美監控文化崩潰
斯諾登將於下月向歐洲議會聽證會就美國監控行

動作證，據報華府正施壓要求歐盟取消聽證會。羅

傑斯表示，斯諾登是美國通緝人物，而且其洩密行
為危害美軍性命，認為議會邀請他是有失身份。
斯諾登前日在巴西主要報章發公開信，表示對因

他洩露密件而引起全球熱議感到鼓舞，並指國安局
肆意監控全球的文化正在「崩潰」。公開信讚揚巴
西政府採取強硬立場對抗華府監控，斯諾登又反駁
美方說法，指國安局監控行動與打擊恐怖主義無
關，而是竊取經濟情報、控制社會和操縱外交。
對於斯諾登希望以協助調查美國情報監控活動換

取巴西政治庇護，巴西外交部前日發表聲明指，斯
諾登的庇護請求「不正式」且「不嚴肅」，稱申請
需通過特定程序提出，並應向巴西政府正式遞交，
又指政治庇護非用來交換情報的手段。

■美聯社/路透社/《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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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斥美國安局如秘密警察

外交官遭脫衣搜身 印掀反美浪潮
「還以顏色」將採連串報復

印度駐美國女外交官柯布拉加德在紐約

被當街逮捕事件，演變成外交風波。《印

度時報》刊登柯布拉加德的電郵，她稱被

多次脫衣搜身和俗稱「通櫃」的體腔搜

查。印度外長胡爾希德強調，將「不

惜代價」把柯布拉加德帶回國，又證

實將向美實施連串外交報復手

段，包括暫停批准美國大使

館進口免稅酒類及食品。數

十人昨到美駐印大使館門外

示威，形容事件是對印度

全體女性的侮辱。

柯布拉加德表示，被捕期間
多次向執法人員重申擁有

外交豁免權，但對方未有理會，
對她進行DNA採樣，又將她與罪
犯和癮君子關在一起。「我必須承認
曾數度崩潰，但我想起自己是代表國
家，令我恢復冷靜和保持尊
嚴。」柯布拉加德促請印度
政府保障其子女的安全，
以及維護「正受到嚴重衝
擊」的印度外交人員尊
嚴。印度批評美方做法
「野蠻」，揚言撤銷當地
美國外交官的禮遇，並移
走美國大使館門外控制車
流的路障。
柯布拉加德上周四接送
女兒上學後，遭美國執法
人員當街逮捕和鎖上手
銬。美方指柯布拉加德涉
嫌偽造家傭簽證申請文件
及謊報薪資，早於9月已通
報印度駐美大使館。美國司
法部法警局證實，柯布拉加
德被捕時曾遭脫衣搜查，指
她「與其他被關押的人接受
同樣的搜身程序」，又承認將
她與其他女犯人關在一起。

收回特權查逃稅
要求無條件道歉

事件在印度引起激烈回響，印
度政府宣布，收回發給美國外交人
員的特殊通行證件，並計劃要求美
駐印使領館職員申報工資，以及調
查美國在印度開設的學校有否逃
稅。印度外交官協會則表示，若華府
拒絕無條件道歉，政府應對美外交官
「還以顏色」。

同罪疑犯只須向警方報到
柯布拉加德代表律師阿爾沙克強調，當
事人理應受到外交豁免權保護，整件事反映
美方明顯違反國際協議，又指被控以同罪的疑
犯通常會被要求擇日向警方報到，而非被當街逮
捕。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則稱，當前資料顯
示柯布拉加德的逮捕和搜查均合乎程序，但
承認事件牽涉敏感議題，稱當局會繼續回顧
和檢討過程，並敦促印方要履行外交責
任，保障美國駐印度外交人員的人身安
全。
雖然印度窮人常被警察粗暴對待，但受
過教育的中產女性遭脫光搜身，在當地
也是難以想像，因此引起社會極大
憤慨。印媒昨日大讚政府向「傲
慢的美國」展示強硬立場，社會
輿論亦支持政府向美方施壓。
分析指，印度明年將舉行大
選，預料執政黨和主要反對派
不會輕易放軟對美立場，以
免流失民望。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印度時報》

39歲的柯布拉加德出生外交世家，
受過良好教育，大學時讀醫，後來棄
醫從政，曾先後派駐巴基斯坦、德國
和意大利，工作表現優秀，事發時是
印度駐紐約領事館的副總領事。
柯布拉加德在孟買出生和長大，並

在孟買大學GS醫學院及KEM醫院完
成醫學課程。1999年她通過外交特

考，踏上外交官之路，最初在印度駐
巴基斯坦高級專員公署政治部工作，
其後被派往德國和意大利使館的政治
部門。她除了母語馬拉地語和印地語
外，亦通曉英文和德語。其丈夫
是大學教授，育有2名分別3和
6歲的女兒。

■One India News網站

美國執法部門對待疑犯均有既定準則，其中拘捕柯布拉
加德的法警局(USMS)，有權進行4種搜身，分別為輕拍搜
身、拘留搜身、脫衣搜身和數碼體腔搜身。法警局向柯布
拉加德進行的脫衣搜身，主要用於接受法庭審訊前的被拘
留人士。
根據準則，疑犯會被帶到一個隱密地點搜身，除非執行

搜身的是醫護，否則會由同性執法人員負責，另一名同性
在場見證。若疑犯拒絕合作，執法人員可使用「合理力
量」促使對方服從指示。
脫衣搜身主要靠肉眼觀察犯人全身，包括耳腔、鼻腔和

口腔，另亦會檢查腋下、胸部和性器官，犯人須向前彎
腰，以便從後檢查肛門和性器官。
美方證實柯布拉加德最初由國務院外交安全署逮捕，再

轉交法警局，意味她在移送途中，很可能按
規定被「全身拘束」，包括鎖上手銬、
腰鏈和腳鐐。 ■《印度教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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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促調整外交政策 籲拘美同性戀外交官朝野促調整外交政策 籲拘美同性戀外交官

■監控事件令奧巴馬(左)的名譽盡毁，亦引起
多國領袖不滿，右邊為默克爾。 資料圖片

■比格斯

■■有印度人上街抗議美國的野蠻行為有印度人上街抗議美國的野蠻行為。。路透社路透社

■■印度政府出動鏟泥印度政府出動鏟泥
車移走路障車移走路障。。後為美後為美
國大使館國大使館。。 法新社法新社

美傲慢無禮 印最強硬回應

■■美國這次拘捕柯布拉加德所美國這次拘捕柯布拉加德所
觸發的外交風波觸發的外交風波，，不知華府可不知華府可
如何拆彈如何拆彈。。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