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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時代》百大人物

習近平普京斯諾登上榜

《時代》百人榜共分 5 個類
別，分別是業界巨人、先

驅、領袖、藝術家和象徵，
Erwiana 被歸入最後一類。《時
代》稱，Erwiana未有因遭僱主虐
打而噤聲，反而挺身指證，讓對方
接受法律制裁，並且努力為可能與
她有同樣遭遇的同胞爭取更好的法
律保障。與Erwiana同列象徵類別
的，還有方濟各、馬拉拉，以及葡
萄牙足球巨星C．朗拿度等。

金正恩有份 普京測試西方
《時代》指，最具影響力並不代

表最具權勢，但兩者又非互相排
斥。《時代》以普京和處決姑丈張
成澤的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為
例，形容今年來權力展示了無情的
一面。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為
《時代》撰寫的介紹文，形容普京
是「測試西方的俄羅斯領袖」。

耶倫等41女性上榜 歷來最多
今年上榜者年齡介乎 16 至 78

歲，同時是歷來最多女性上榜的一
屆 ， 共 有 41 位 ， 包 括 歌 手
Beyonce、網球壇世界「一姐」莎
蓮娜威廉絲、德國總理默克爾、新
任聯儲局主席耶倫，以及盛傳可能
參加下屆總統大選的美國前國務卿
希拉里。
去年在《時代》年度風雲人物中

僅敗於方濟各的斯諾登，今次也入
選最具影響力百人。《時代》形容
他是個電腦天才，但他沒有用這能
力賺取金錢，而是選擇去做自己認
為正確、但又不合法的事，將龐大
監控體系公諸於世。
《時代》百人榜由該刊編輯部選

出，不過每年會另外舉辦讀者投
票，今年勝出者是印度平民黨領
袖、反貪人士科基瓦爾，他獲得
26.1萬票，壓過有16.4萬票的印度
最大反對黨人民黨領袖莫迪。今次
共有320萬人投票，《時代》承認
過程有造票跡象，但稱最終結果已
排除不當投票。

■《時代》周刊

Erwiana勇於發聲
美國《時代》周刊昨日公布年度百

大最具影響力人物，在香港工作期間懷疑被虐的印傭
Erwiana上榜，與教宗方濟各及巴基斯坦維權少女馬拉拉等
並列，《時代》形容她是為沉默者發聲的勇敢人物，將帶來
長遠轉變。其他上榜人物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
統奧巴馬、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等。

封聖知多D
■現時天主教會約有1萬人獲封聖。
■確認神蹟類別大多是治癒疾病，須由醫療及科學專家
委員會確認本身不能「不藥而癒」，並做到即時康復。
■信徒殉道即有資格封聖，毋須確認神蹟。
■266任教宗當中(不包括方濟各)，有83位獲封聖，包
括若望保祿二世與若望二十三世。
■過去10任已故教宗中，只有利奧十三世、本篤十五
世及庇護十一世不是聖徒或不獲考慮封聖。
■本篤十六世為若望保祿二世豁免須在死後5年才能甄
選聖徒的規定。
■若望保祿二世去世僅9年便獲封聖，是歷來最快封聖
的已故教宗。
■封聖過程耗資約100萬美元(約775萬港元)，現任教
宗方濟各希望能減省開支。 《華盛頓郵報》

百大影響力人物 (部分)
業界巨人(Titans)
美國樂壇天后Beyonce
騰訊主席馬化騰
聯儲局主席耶倫
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
先驅(Pioneers)
阿里巴巴主席馬雲
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
領袖(Leaders)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俄羅斯總統普京

美國總統奧巴馬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德國總理默克爾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象徵(Icons)
教宗方濟各
印傭Erwiana
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
葡萄牙球星C．朗拿度
藝術家(Artists)
中國影星姚晨
美國女歌手Miley Cyrus

今年再有多個來自亞洲的名字打入《時
代》百大影響力人物名單，除熱門的政商界
外，亦包括娛樂界和一般平民。《時代》
指，今次的名單再次見證亞洲持續崛起，對
世界的影響力亦變得愈來愈多元化。
今屆共有4名中國人上榜，除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外，還有阿里巴巴主席馬雲、騰訊主
席馬化騰。《時代》形容習近平是鄧小平以
來中國最變革的領導人，受全球領袖關注，
至於馬雲則是「中國進入數碼時代的象
徵」。中國「軟實力」代表、粉絲數高達

6,600 萬人的「微博女
王」、內地女影星姚
晨亦成功上榜。
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朝鮮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等亞洲國家領
導人今年均成功上
榜。曾遭塔利班槍擊
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亦
名列榜上。

■《時代》周刊

《時代》：亞洲崛起
影響力趨多元化

■《時代》周刊

領袖領袖：：
默克爾默克爾

領袖領袖：：
金正恩金正恩

先驅先驅：：
斯諾登斯諾登

業界巨人業界巨人：：
馬化騰馬化騰

象徵象徵：：
CC．．朗拿度朗拿度

先驅先驅：：
馬雲馬雲

領袖領袖：：
習近平習近平

領袖領袖：：
普京普京

藝術家藝術家：：
姚晨姚晨

■■挺身指證涉嫌虐打她的僱挺身指證涉嫌虐打她的僱
主主，，並努力為有同樣遭遇的同並努力為有同樣遭遇的同
胞爭取法律保障胞爭取法律保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象徵象徵：：
ErwianaErwiana

加拿大明年1月起推出「特快通道」移
民新計劃，允許僱主參與移民甄選過
程。當局前日公布主要經濟類移民計劃
新配額，下月1日起接受申請。
新移民制度適用於聯邦技術工人計劃

(FSWP)、聯邦技術行業計劃(FSTP)、加
拿大經驗類移民(CEC)及省提名計劃
(PNP)4類。FSWP申請限額2.5萬個，合
資格職業由24種增至50種；FSTP限額
增至5,000個；CEC限額8,000個。移民

部明日將公布詳情。
新制度允許政府選擇最有可能在加拿大

取得成功的技術移民，而非看誰最先遞交
申請，防止積壓個案。公民及移民部長亞
歷山大周二專程前往多倫多華人聚居的約
克區，宣布中國仍是加拿大最大移民來源
國，去年共3.4萬中國人成為加國永久居民。
另外還為逾27萬中國公民發出旅遊簽證，
吸納逾2.9萬中國留學生，打破紀錄。

■中新社/加拿大廣播公司

加公布移民新配額 增至50種職業

卑詩省6.6級地震 近10年最強
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島西北部前晚發

生黎克特制6.6級地震，是該區近10年最
強地震，暫未有嚴重傷亡或損毀報告。
美國國家海嘯警告中心表示，地震沒有
對卑詩省、美國阿拉斯加、華盛頓州、
加州等地構成海嘯威脅。
地震在當地時間晚上8時10分(香港時

間昨早11時10分)發生，震央位於哈迪港
以南94公里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

11.4公里。美國地質勘探局(USGS)初時
指地震強度為6.7級，並發生兩次5級和
4.2級餘震。
哈迪港市長帕爾哈姆指地震過程非常

短，居民稱地震時寓所物件搖晃，過程
維持約10至12秒。USGS指，事發兩小
時內接獲逾650名來自附近約36個城市
居民的地震報告，部分遠至西雅圖郊
區。 ■美聯社/加拿大《環球郵報》

韓尋獲第3名遇難華客遺體

韓國「歲月」號客輪沉沒超過一周，截
至昨日早上，死亡人數增至167人，仍有
135人失蹤。救援人員打撈出第3名中國遇
難乘客的遺體，經家屬確認是姓韓女學生，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協助家屬善後，目前仍

有一名中國女學生下落不明。
出事當日最先報警的男學生，他的父

母憑身體和衣着認出其遺體，暫未經
DNA測試核實。許多遇難學生就讀的安
山市檀園高中昨日復課，校內放置多個
花圈悼念。在失蹤學生上課的課室，同
學於書桌、黑板及窗戶貼上留言，祈求
他們平安歸來。
數名涉事船員被捕，其中一人昨日從
法院返回覊留所時向記者稱，她與6名同
事當時按指示棄船。對於當時有否商討
如何拯救乘客，另一船員稱他們僅留意
身處的第3層情況。

■路透社/韓國《中央日報》

梵蒂岡本周日將為若望保祿
二世及若望二十三世封聖，是
歷來首次兩位前教宗同日封
聖，估計有過百萬人前往羅馬
觀看典禮。雖然兩位教宗都是
20世紀最重要的天主教人物，
但教廷今次決定引起不少爭
議，尤其是任內被指處理神職

人員孌童問題不力的若望保祿
二世，以破紀錄的去世9年獲冊
封聖人，被質疑是否太倉卒。
來自54個國家的領袖或外交

代表將赴羅馬出席儀式，是前
年教宗選舉以來，梵蒂岡最大
盛事。1958年至1963年在任的
若望二十三世生於意大利，任

內召開被視為天主教現代化之
始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
貢獻巨大。至於1978年至2005
年在任的波蘭籍教宗若望保祿
二世，則是史上在位時間第2長
的教宗，被指有份於任內促成
東歐鐵幕倒下。
但兩人的封聖同受諸多質

疑。若望保祿二世在任 27 年
間，全球各地教會先後發生神
職人員性侵犯兒童案件，但教
廷試圖隱瞞，直到近年愈來愈
受害人挺身指證，梵蒂岡才被
迫承認。

若望二十三世僅展現1神蹟
若望保祿二世處理孌童教士

的手法也備受批評。如被前教
宗本篤十六世解職的墨西哥基
督軍修會創辦人馬西埃爾神
父，當年多次獲若望保祿二世
表揚，令外界質疑後者是否知
情。此外，前波士頓大主教伯

納德．勞因性侵醜聞辭職後，
獲若望保祿二世調到梵蒂岡任
職，引起不滿。
另一項爭議是若望二十三世

的封聖資格。一般而言，獲封
聖者必須有兩項經教廷確認的
神蹟，但教宗方濟各豁免了只
曾展現一項神蹟的若望二十三
世。

意作家批如「封聖政治」
意大利著名天主教作家阿卡

托利認為，由教宗為已故教宗
封聖的做法不可取，認為這更
像是「封聖政治」，「就像在
說前任教宗的政策不容變更，
令人感覺教廷想藉此逃離公眾
輿論的審判。」有份參與封聖
程序的波蘭籍蒙席奧代爾強
調，教廷嚴謹依據教會法遴
選，認為若望保祿二世是合適
封聖人選。

■路透社/《華盛頓郵報》

若望保祿二世後日封聖 處理孌童不力受質疑

■梵蒂岡將為若望二十三世(左)及若望保祿二世封聖。 資料圖片

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位 27 年
間，共為482名男女封聖，而此前6
個世紀只有約300人封聖。外界對此
反應迥異，有人批評若望保祿二世將
梵蒂岡變成「封聖工廠」，支持者則
認為這是封聖制度民主化。若望保祿
二世自傳作者法焦利指，目前封聖淪
為即食文化，容易被遺忘，教宗聖人
也不例外。
首任教宗聖伯多祿及其48名繼承

人中，僅一人未獲封聖，主因是他們
大多殉道，成為封聖捷徑。在接下來

的500年，有另外30名教宗封聖；再
接下來的900年，獲封聖教宗只有3
人，直至1954年已故教宗庇護十世
獲封聖，才打破這局面。
法焦利稱，相比文藝復興年代，近

代教宗較少受歐洲政治及社會因素限
制，更貼近宗教領袖形象，容易封
聖。不過教宗身份成為封聖入場劵，
令其他合資格者被忽視，包括德蘭修
女在死後第6年、即2003年獲教宗宣
福，成為「準聖人」，但封聖仍遙遙
無期。 ■《華盛頓郵報》

教宗身份變入場劵 德蘭修女封聖遙無期

■■家屬不滿搜救工作家屬不滿搜救工作，，扯爛警員衣服扯爛警員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