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9 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曾綺珺 2014年5月2日（星期五）

攬政客一齊死

大選期間狂播 政論節目惹火

印電視觀眾自焚

失憶或有救！美國國防部正研究可植入人類腦部的恢復記憶裝
置，協助腦部創傷病人，包括受傷士兵、腦退化症患者。研究
員未來數月會公布最新進展，但有學者質疑操控記憶的
做法不符合道德。
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DARPA)的這項研究計劃
將為期4年，目標是創造一款尖端的刺激記憶裝
置。當局今年2月首次公布計劃，以尋求相關藥
廠和科技企業捐款。

聯繫海馬體 逾500萬人受惠
DARPA計劃經理桑切斯日前出席腦部健康中
心的會議時表示，「若你在執勤期間受傷，且
不能記起你的家人，我們希望可以恢復這些功
能。」當局相信能研發神經修復裝置，它可直接
與腦部海馬體聯繫，以恢復人、事、數字等第一類
記憶。
現時柏金遜症患者已可植入裝置改善情況，

DARPA希望以此為研究基礎，以及參考韋克福里斯特大學有
關猴子和齧齒類動物的研究。負責研究的副教授漢普

森指出，若要恢復某種記憶，科學家必須要知道
該種記憶的精確產生模式。
新裝置料可幫助500萬名腦退化症病人，
以及近30萬名因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而
造成精神創傷的美兵。

或變更暴力 掀道德爭議
不過，醫學道德專家卡普蘭關注這種技

術帶來的潛在道德問題，原因是它可影響病
人的性格甚至良知。他指出，改變思想的代價
是病人有機會失去自我，且自制能力受影響，
如軍人或會變得更暴力，甚至阻礙有關戰爭罪行
的調查。 ■《每日郵報》/法新社

美研人腦植入裝置 修復腦退化記憶 困𨋢 男敬老
做人肉座椅

年輕人經常被指不懂敬老，其實不然。美
國佛羅里達州一名大學生日前搭𨋢 時被困，
由於同𨋢 有一名不便於行的老婦，他於是主
動趴在地上，化身「人肉座椅」讓婆婆安
坐，直到半小時後獲救。照片在社交網站瘋
傳，不少網民大讚他是真漢子。
好心大學生拉里奧斯在搬屋公司兼職，事
發時在一幢10層高大廈乘搭升降機。婆婆當
時說自己不能長時間站立，於是他主動提出
扮成座椅讓對方坐，有同事用手機拍下這一
幕。拉里奧斯形容老婆婆非常友善，還向他
道謝。
照片在社交網站被轉載數萬次，有網民
稱很高興新一代尊敬和照顧長者，其他年
輕人應該學習。

■《每日郵報》/《獨立報》

涉IRA綁架謀殺案 北愛新芬黨魁被捕
北愛爾蘭新芬黨黨魁亞當斯涉嫌與
1970年代共和軍一宗綁架謀殺案有
關，前日被警方拘捕，事件震撼英國
政壇。
案中死者是38歲女子麥康維爾，
1972年她被指向英軍提供情報，遭
愛爾蘭共和軍(IRA)綁架殺害，屍首
埋在愛爾蘭勞斯郡一個海灘，IRA其
後向她的10名子女宣稱母親拋棄他
們。
1999年IRA承認殺死麥康維爾，但

她滿布彈痕的頭骨到2003年才被發
現。無獨有偶，勞斯郡正是亞當斯任
國會議員的所屬選區範圍。
65歲的亞當斯被指是IRA領導層之

一，但他一直否認，又指自己無涉及
麥康維爾案。亞當斯將率領新芬黨參
選本月23日的歐洲議會選舉，他指自
己被捕可能有政治動機。
1998年亞當斯參與促成《貝爾法斯

特協議》，結束長達30年流血衝突。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涉干預華商家暴案 紐部長辭職
曾發表支持同性婚姻演說而在國際

聲名大噪的新西蘭海關部長威廉森，
因不當介入華裔商人劉東華(譯音，Liu
Donghua)家暴案，企圖左右警方調
查，昨日宣布引咎辭職。總理約翰．
基發表聲明，批評威廉森逾越界線，
但相信他無意阻礙警方查案。
威廉森身兼新西蘭建築、建設、海
關、土地資訊和統計部長等職位。53
歲華商劉東華1月因涉嫌家暴被捕，威
廉森獲悉後致電警方高層。他事後辯

稱無意影響警方調
查，又指與劉東華
「並非朋友」。
但當地媒體透露

兩人一直關係密
切，劉東華曾向威
廉森所屬的新西蘭
國家黨捐贈2.2萬紐
元(約15萬港元)。劉東華2010年9月申
請入籍新西蘭時，因逗留時間不夠及
英文能力太差被拒，當時威廉森向內

務部長蓋伊發電郵，要求對方盡快處
理，最終蓋伊利用部長特權批准申
請。 ■《新西蘭先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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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米芝蓮二星日本餐館Soto周二出現驚險一幕，主廚小杉外博疑
不滿食客投訴吞拿魚刺身的脂肪太多，突然情緒失控，拿着8吋長牛
肉刀衝出廚房，在投訴者面前揮刀咆哮，嚇得食客們面面相覷，事件
過了15分鐘才落幕，餐廳當晚只收食客飲品費致歉。
事發於晚上約7時半，兩名男食客投訴後，未幾小杉便拿着大袋吞

拿魚衝出廚房，向兩人
大吼「吞拿魚是我訂
的！」然後用刀劃開膠袋，
大叫：「買來是這樣的！」
隨後跪坐着咆哮：「我們就
是這樣製作！你們不會明
白！」
現場氣氛凝固，小杉似未消

氣，繼續持刀在店內走來走
去，又拍打餐碟，然後返回
廚房再次咆哮和踢倒物件。
有食客擔心遭遇意外，趁小
杉不為意時溜走。

■《紐約每日新聞》

勞動節遊行
大馬民眾批馬航處理欠透明

昨日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全球各地都有示
威遊行，爭取勞工權益。馬來西亞示威者除
了抗議明年4月生效的商品及服務稅(GST)
外，亦趁機就大馬政府處理馬航客機失蹤事
件不力宣洩不滿。
大馬示威者批評政府企圖透過GST，把削減

財赤的擔子轉移至消費者身上，令百姓百上加
斤。示威者又批評政府在處理馬航事件上欠缺
透明度，要求公開搜索行動至今的詳細開支。

韓哀悼沉輪 土柬爆衝突
去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五一遊行演變成

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示威團體今年未有理會
政府指示，再次在塔克西姆廣場集會，遭警
方用水炮和催淚氣體驅散。柬埔寨金邊亦爆
發警民衝突，防暴警察用警棍毆打在自由廣

場集會的示威者，數人受傷。意大利都靈有
示威者抗議緊縮和失業率高企，向警察投擲
煙霧彈引發衝突，據報有數人被捕。
印尼雅加達有逾萬名工人上街，要求廢除

外判制度和上調最低工資。新加坡則有幾百
人集會，抗議政府的移民和勞工政策。韓國
首爾約5,000人上街，哀悼「歲月」號客輪沉
沒事故。俄羅斯莫斯科紅場則有勞動節慶祝
遊行，是蘇聯解體以來首次，有近10萬工人
參與。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沉輪只顧自拍 韓生笑言「很好玩」
愈來愈多韓

國 客 輪 「 歲
月」號乘客死
前拍攝的片段
曝光，美聯社
獲得的片段顯
示，有學生事
發時仍不知大
難臨頭，有說
有笑，其中一
人更笑稱「這

就像鐵達尼號」，他們還討論自拍以及將片
段上載到facebook分享。
影片由17歲遇難學生朴守鉉(譯音)拍攝，

時間是當天早上8時52分、即船員發出首個
求救訊號前3分鐘，片中只有一人穿上救生
衣。有學生笑指「很好玩」，形容在天花行
走就像反地心吸力。他們隨後意識到事態嚴
重，慌忙得錄下遺言，說「爸媽我愛你」。
短片亦錄下船員叮囑乘客留在原位的廣播。

超載4倍 排壓艙水損穩定度
海難至今共213人死亡，89人失蹤。韓國

政府昨指，會嘗試打開未曾進入、疑有多名
失蹤者身處的船艙的門，展開第2輪搜索。
「歲月」號姜姓大副已向警方供認，船員為
超載4倍重貨物，只好排走用來維持船隻穩
定的壓艙水。■《每日郵報》/美聯社/韓聯社

有片睇：youtu.be/xIDasrjBmP4

事發於北方邦首府勒克瑙100英里外
的小鎮蘇丹布爾，電視台周一在當

地公園拍攝政治辯論節目，吸引約150名
觀眾圍觀。攝影師憶述，節目近尾聲時，
男觀眾辛格突然走上台，全身淋滿汽油後
點火自焚，再緊抱台上的大眾社會黨地區
領袖福吉。由於事出突然，很多觀眾不知
所措、慌忙逃走，台上另兩名政客嘗試撲
熄兩人身上火焰，輕微燒傷。

曾致電警局 稱遭家人騷擾
警方仍在調查辛格施襲動機，據悉他

曾在鄰近地區的麵粉廠工作。蘇丹布爾警
方指，事發前收到線報，稱有人可能在節
目上自焚，趕到現場時已出事。當局亦證
實，死者在事發前曾致電警局，聲稱遭家
人騷擾。印度大選期間，多家電視台在城
鎮和鄉村舉行晚間政治辯論節目，從政者
直接回答選民提問。國營電視台負責人對
事件表示震驚和哀傷，並稱相關節目很常
見。

總理大熱 宣傳涉違選舉法
印度選戰氣氛濃厚，下任總理大熱、

在野人民黨領袖莫迪早前在家鄉古吉拉特
邦投票後，向支持者發表演講，又為黨徽
拍照上傳到微博twitter，涉嫌違反選舉
法。該法例規定，參選人不得在選舉前後
48小時，透過集會或媒體向公眾展示有
關選舉的物件。
古吉拉特邦警方已按選舉委員會要求，對

莫迪展開初步調查，一旦罪成最高可判囚

2年，但外界普遍相信他不會被控告。
由於印度幅員遼闊，選民超過8億，大
選上月起分9個階段投票，到本月12日結
束，並在16日公布點票結果。民調顯示
莫迪領導的人民黨佔有優勢，相反執政多
年的國大黨可能面臨史上最大敗仗。

■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每日郵報》

印度大選投票期間出現連串暴力

襲擊，國營電視台周一舉行政治辯

論節目時，一名男觀眾突然衝上台

自焚，再抱向一名地區政黨領袖企

圖同歸於盡，場面嚇人。襲擊者送

院後傷重不治，政客則全身超過八

成燒傷，情況危殆。當局正調查襲

擊動機，死者家屬指他精神不穩定，

事發前正接受治療。

■65歲的亞當斯被指
是IRA領導層之一。

■■劉東華劉東華 ■■威廉森威廉森

土耳其土耳其
水炮驅趕水炮驅趕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滿街示威者滿街示威者

■小杉早前出席活動展示刀具。網上圖片

■■拉里奧斯趴地扮成座椅拉里奧斯趴地扮成座椅

讓婆婆休息讓婆婆休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裝置料可直接與腦部海馬體(紅色)聯
繫。 網上圖片

■■ 辛 格 點 火 自辛 格 點 火 自
焚焚，，與福吉變成與福吉變成
火球火球。。 法新社法新社

民眾淋水滅火民眾淋水滅火
觀眾驚慌四散觀眾驚慌四散

■學生在船艙內談笑，不
知大難臨頭。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