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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的唁電是發給在和歌山縣舉行的「昭和殉難者法務死追
悼碑」年度法事，此追悼碑於1994年建立，旨在追悼戰

犯及為他們「恢復名譽」，並把聯合國對戰犯作出的處罰定位
為「史無前例地殘酷的報復性裁決」。碑上刻有約1,180人的名
字，均是作為戰犯被處死、在收容所病死或自殺的人，其中包
括合祀在靖國神社的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
按照靖國神社的用語，「昭和殉難者」專指日本戰敗後被追
究戰爭罪行而處死或自殺的戰犯，「法務死」則是把這些被處
死的戰犯等同於戰死沙場的普通軍人。因此追悼碑實質是為戰
犯們開脫罪責，有美化侵略戰爭之意。

安倍兩次前科 外相沒應邀
由日本皇軍前軍官等建立的「守護追悼碑會」，以及陸軍
士官學校、防衛大學的校友組織的「近畿偕行會」，每年
春天都會共同為追悼碑舉行法事。據悉今年4月29日舉行
的法事有約220人參與，包括死者家屬、自衛隊相關人
士及自民黨眾議員門博文。
據「守護追悼碑會」透露，安倍是通過和歌山縣國
會議員事務所轉交唁電，並在法事上由主持人公開
朗讀。安倍在唁電表示：「向那些為了今天的和平
及繁榮，賭上自己靈魂，成為祖國基石的昭和殉難
者之靈，獻上最誠摯的追悼之意。」
除了今年外，安倍在2013年及2004年亦分別

以自民黨總裁及幹事長身份，向同一法事發唁
電。
《朝日新聞》指出，此前只有前首相森喜朗

在卸任後，以眾議員身份向法事發唁電，但從
未有首相於在任期間這樣做。據悉法事主辦
單位今年亦有向外相岸田文雄發出邀請，但
未獲應允。安倍辦公室回應日媒查詢時僅稱
「無可奉告」，自民黨總裁辦公室則表示
「自民黨沒參與其中」。

追悼碑意在「恢復戰犯名譽」
根據「守護追悼碑會」及相關資料，建
立追悼碑的構思源自一名前陸軍少尉，他
在戰後作為嫌疑戰犯被扣押在菲律賓收容
所，最後獲釋。他認為「很多人是被冤枉
而處決」，於是發起建立追悼碑，並獲得
一些前軍官及被處刑者的家屬捐款籌建。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日企圖淡化事
件，形容此舉是安倍作為自民黨總裁的
「個人行為」，強調政府對東京審判立場
不變，承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有關戰犯的
有罪判決。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共同社/日本《朝日新聞》

歷來首位在任首相 歌功頌德讚「殉難者」

安倍鬼唁電悼戰犯
日本《朝日新聞》昨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曾以自民黨總裁名義，向一場追悼二戰後被處刑的

甲級、乙級及丙級戰犯的法事發唁電，是歷來首位

有此舉動的在任首相。安倍在唁電中為戰犯歌功頌

德，讚揚戰犯「賭上自己的靈魂，成為祖國的基

石」。該法事將東京審判定性為「報復行為」，並

把被處刑的戰犯當作「昭和殉難者」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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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恐怖故事橋段講，一個人的手臂不
受控制，就像有自我的思想，不僅會作
出違反主人意志的行徑，甚至做出掐頸
等傷害主人的行為。現實中亦有人出現
類似徵狀，他的名字叫安倍晉三，日本
首相是也。

安倍一方面欲在今年11月北京APEC
峰會期間實現中日首腦會談，上月底更
派前首相福田康夫秘密訪華探口風；一
方面，安倍未有停下右傾腳步，解禁集
體自衛權、先後3次發唁電悼念二戰戰
犯、親身參拜靖國神社……其行徑自相
矛盾，就如被失控的手不斷自打嘴巴，
令人質疑他是否政治人格分裂。病根是
安倍病入膏肓的錯誤歷史觀。

二戰末期，納粹魔頭希特勒自殺身
亡，盟軍接管德國後勒令解散及肅清納
粹殘餘勢力，為德國刻下了深刻回憶。
但另一邊廂，美國卻急於把日本打造成
亞洲反共產主義基地，於是容許作為日
本軍國主義精神支柱的天皇裕仁毋須為
戰爭負責，給日本人造成錯覺，認為既
然天皇無罪，國家理念自然沒錯，日本
戰敗只是技不如人，敗給兩枚原子彈，
沒需要反省。

再如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他作為日
本戰時內閣重臣，原本被視作甲級戰犯
嫌疑犯，但由於其親美反共立場獲美國
欣賞，最終未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
審判)起訴，更在美國暗中支援下，成為
戰後日本政界右翼鼻祖，甚至當上首
相。安倍曾經毫不掩飾地承認，在政治
上「繼承了岸信介的DNA」，反映他的
錯誤歷史觀已植根於骨子裡。

安倍強推《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和解
禁集體自衛權，加上「安倍經濟學」魔
法開始失效，民望一瀉不止。他力求實
現中日首腦會談，根本沒預期會取得成
果 ， 只 是 追 求 「 過
程」，讓他能對外吹噓
自己「為改善中日關係
努力過」，以賺取政治
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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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在加沙地帶長達50天的戰事終
告一段落。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
巴斯前日宣布，以巴在埃及斡旋下達
成長期停火協議。停火於當地時間前
晚7時(香港時間昨日凌晨零時)生效
後，加沙局勢平靜，未再聽見炮火
聲，民眾紛紛上街燃放煙火，慶祝這
場10年來最血腥的暴力衝突劃下句
號。
阿巴斯在西岸城市拉姆安拉表示，
希望停火能夠滿足加沙的需要。巴方
官員稱這是永久性停火協議，以色列
官員則形容停火「無條件及無時
限」。
加沙巴人紛紛上街歡呼「勝利」，
包括激進組織哈馬斯成員。許多人聚
集在市中心，開着車燈，在僅有的光
亮中慶祝戰爭結束。歡呼聲、向天鳴
槍聲響成一片。
32歲居民哈立德說：「感謝真主，
戰爭結束了。我不敢相信自己和孩子
還活着。這是非常慘烈的戰爭，沒想

過和平終到來。」入夜後，象徵勝利
的鼓聲響起，有民眾說：「加沙今天
向世界展現韌性，且比以色列更
強。」
根據協議，以色列放寬與加沙相鄰

的口岸限制，允許救援物資及建築材
料運進加沙；埃及開放與加沙南部相
鄰的拉法口岸，由巴人自治政府安
全部隊監管。未來一個月雙方將繼
續商討哈馬斯要求重開加沙機場和
港口等問題。

哈馬斯稱勝利
哈馬斯將以色列放寬對加沙的

封鎖視作「勝利」，但加沙愛資
哈爾大學政治學分析家薩阿達
表示，對加沙來說，這樣的
「勝利」來得太過慘痛。據
巴方統計，自以軍上月初
展開「護刃行動」以
來，造成2,124名巴
人死亡，逾1.1萬

人受傷，數十萬人無家可歸，直接經
濟損失初步估計超過50億美元(約388
億港元)，加沙重建需時數年甚至數十
年之久。聯合國數據顯示，以方有64
名軍人和6名平民在衝突中喪生。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烏克蘭危機未平息，即將舉行的北約峰會恐為東
歐局勢再添波瀾。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接受英國
《衛報》專訪時稱，北約未來可能於東歐增設更多
軍事基地，保護東部成員國，並防止俄羅斯在波羅
的海的前蘇聯加盟國引發事端。
即將卸任的拉斯穆森表示，克里米亞事件中，俄

國戰後首次「以軍事力量掠奪土地」，因此北約不
得不正視「俄國不把北約視作夥伴」的現實，又指
現時俄軍的能力與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相比，已顯
著提升。
目前北約在東歐前蘇聯控制地區唯一一個基地位

於波蘭什切青，該基地未來可能成為北約擴大部署
的中轉站，包括海空軍，陸軍則仍有待商議。

■《衛報》

加沙永久停火 50天奪2200條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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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普京及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前日在白
俄羅斯首都明斯克閉門會面約兩小時，商討化解烏
東危機，但未能達成任何書面協議。
這次是波羅申科上任後首次與普京正式會面。二

人在會上討論烏東局勢、俄國對烏東人道支援及俄
烏能源等問題。波羅申科指會面過程「非常艱巨及
複雜」，表示將與普京聯手制訂緊急停火協議，並
稱已獲得與會領袖支持其提出的停火方案。

普京：烏東停火屬烏事務
不過停火內容目前仍未有細節。普京形容會晤

「正面」，但指出停火必須由烏政府與分離組織達
成，與俄方無關，「一旦烏國和平進程開啟，俄國
將盡一切努力推動」。
普京在會上呼籲烏國推行聯邦制解決烏東問題，

讓烏東保留在烏國版圖，同時擁有自治權。波羅申
科拒絕建議，但表示或同意向烏東地區放權。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ISIL)積極招攬西方國家激進分子，前往
伊拉克和敘利亞參與聖戰。華府前日證實，
33歲美國男子麥凱恩日前在敘國戰鬥期間被
殺，是首名在伊敘兩國為ISIL作戰送命的美
國人。
據報麥凱恩遭敘國反政府組織「敘國自由
軍」殺死，但並非遭斬首。美國國務院周一
把麥凱恩的死訊通知其母親，並為家屬提供
一切協助。聯邦調查局(FBI)正調查事件。美

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海登表示，華府會
繼續盡力制止和勸阻民眾到海外當聖戰分
子。
麥凱恩在伊利諾伊州出生，其後移居明尼

阿波利斯和聖迭戈，曾多次觸犯盜竊、藏有
大麻及無牌駕駛等罪行。其親戚表示，麥凱
恩數年前由基督教改信伊斯蘭教，經土耳其
往中東參與聖戰。
另據澳洲情報部門指出，相信有15名澳洲

人在伊敘兩國參與戰鬥時被殺，包括2名年

輕自殺式襲擊者。

美國女子遭挾持 索5115萬
美國媒體報道，一名26歲美國女子去年在

敘國參與人道救援工作時，被ISIL綁架。武
裝分子要求支付660萬美元(約5,115萬港元)
贖金，以及釋放在囚的巴基斯坦女科學家西
迪基。

■《紐約時報》/路透社/
美聯社/法新社

美漢敘利亞參與聖戰被殺

北約擬東歐增設基地
勢掀新風波

俄烏總統
會晤零突破

■■安倍的外祖父安倍的外祖父、、
前 首 相 岸 信 介前 首 相 岸 信 介
（（前排左三前排左三））也是也是
甲級戰犯嫌疑犯甲級戰犯嫌疑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二戰甲級戰犯
東條英機

■安倍向在「昭和殉難者法務死追悼碑」舉行的法事發唁
電，該碑刻有包括東條英機等二戰甲級戰犯的名字。 路透社

■巴人在停火後返
回家園，卻只剩下
頹垣敗瓦。路透社

■■小孩拿着槍從汽車中探頭歡呼慶祝小孩拿着槍從汽車中探頭歡呼慶祝。。路透社路透社

■麥凱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