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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因在酒店留下《聖
經》而被朝鮮拘留近半年的美國
人福爾，前日突然獲釋，昨晨安
全飛返家鄉俄亥俄州。朝中社聲
稱，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是在美國
總統奧巴馬「多番請求」後決定
放人，美國國務卿克里則否認與
朝鮮交易。
華府官員透露，朝鮮早前向美

國提出「時間表」，要求華府在
限期內派專機接走福爾。美國朝鮮專家卡羅爾估計，朝鮮突然放人，
可能是想釋出善意，重啟與美對話。

韓拆軍事分界線燈塔 稱有倒塌危險
另一方面，韓國國防部一名負責人昨日表示，位於韓朝軍事分界線附
近的愛妓峰燈塔因有倒塌危險，已於上周被拆除。雖然國防部解釋是因
安全隱患而拆除燈塔，但部分輿論指出，朝鮮一直認為燈塔屬反朝設
施，國防部可能是為改善對朝關係而拆除燈塔，國防部予以否認。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韓聯社

因「反國家
宣傳」罪被判
入獄的越南著
名異見人士阮
文海，日前突
然獲釋，他前
日經香港轉機
飛抵美國洛杉
磯。在美國本

月初宣布撤銷長達40年的對越售武禁
令後，評論認為越南突然釋放阮文
海，旨在進一步改善美越關係，拉攏
美國在南海主權爭議上支持越南。

越稱「人道原因」受質疑
阮文海是越南著名網誌作家，自

2008年9月被扣押，前年9月因「反
政府宣傳」罪被判入獄12年。越南外
交部指釋放阮文海是基於「人道原
因」，但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區副主任
羅伯遜質疑若越南希望改善人權，理
應廢除輕易令異見人士入罪的法例。
美國國務院對阮文海獲釋表示歡

迎，又指是他本人決定前往美國。但
阮文海稱這是華府的決定，希望他成
為美國公民。阮文海的兒子表示不相
信越政府是因關注人權而釋放父親，
只是企圖暫時改變國際輿論對越態
度，警告此舉或立下壞先例，今後將
拘捕政治犯，利用他們作為換取更多
軍火的籌碼。

■法新社/美聯社

越釋著名異見人士阮文海
謀改善越美關係

事發於當地時間昨日上午約10時，槍
手在戰爭紀念碑施襲後，劫車前往

正在進行裝修工程的國會大樓。目擊者
稱，見到一名槍手身高5呎9吋至5呎10
吋，穿黑色衣服、藍色牛仔褲並以圍巾
蒙面，以及手持雙管霰彈槍。大批持槍
警察趕至增援，封鎖國會大樓並入內與
槍手駁火，現場曾經傳出最少30下槍
聲。

有人爬棚架逃命 槍手被擊斃
報道指，一名槍手被國會保安擊斃，另
有兩名警衛受傷。事發時正在國會大樓開
會的議員和記者，即時被安排前往大樓內
安全地方暫避，據報亦有人經棚架逃至大
樓外。總理哈珀則及時撤離大樓，其後宣
布取消原定與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
拉拉的會面。
案發後渥太華市內氣氛緊張，警方懷疑
仍有槍手在逃，在國會大樓及附近地區展

開大規模搜捕，呼籲民眾遠離窗戶及天
台。市內所有警署、學校、政府建築、距
離國會大樓只有數個街口的美國駐加大使
館需要封鎖，加拿大全國軍事基地亦要封
鎖，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宣布提升
戒備級別。

撞死士兵疑犯為反恐對象
警方暫未掌握槍手犯案動機，仍未知事

件與早前魁北克省造成兩名士兵一死一傷
的恐襲是否有關。受伊斯蘭極端主義影響
的加拿大男子魯洛，本周一駕車撞倒兩名
士兵，其後被警方開槍擊斃。加國警方前
日表示，魯洛是反恐部門監視對象，警方
曾沒收護照禁止他出境，並向他多次問
話，但由於證據不足無法作出拘捕，未能
阻止慘劇發生。

■■《多倫多星報》/法新社/
美聯社/路透社/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加槍手闖國會與警駁火
多名疑犯殺士兵多名疑犯殺士兵 商場再爆槍擊商場再爆槍擊

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昨日有槍手在戰爭紀念碑槍傷一名值更士兵後，闖

入鄰近國會大樓，在建築物內與趕至的持槍警員爆發激烈槍戰。消息指

最少一名槍手被擊斃，中槍士兵送院後傷重不治。警方證實事件牽涉多

名槍手，並稱之後在戰爭紀念碑附近一個商場亦發生槍擊事件。

日官房長官 首推翻「河野談話」
1993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

野洋平發表「河野談話」，承認日軍強
徵慰安婦的歷史事實，雖然日本政府至
今表面上仍繼承這立場，但右翼勢力卻
一直企圖修改甚至推翻此一談話。內閣
官房長官菅義偉前日在國會上，形容河
野談話「存在很大問題，應予以否
定」，是日本政府官員首次公開否定河
野談話。
菅義偉前日出席參議院內閣委員會會

議時，稱河野當年「在欠缺證明有強徵
慰安婦的資料下」，發表承
認強徵慰安婦的言論「有很
大問題」。菅義偉又辯稱，
當時河野談話只是承認日軍
設置和管理慰安所，以及參
與移送慰安婦，稱日本政府
「將為恢復日本的名譽和信
任努力申訴」。

「河野談話」屢遭右翼狙擊
菅義偉在會上提到，《朝日新聞》今年8月承

認數十年前有關慰安婦的報道存在錯誤並宣布撤
回報道，稱河野談話令以韓國為首的國際社會，
「對日本強徵慰安婦的誤解進一步擴大」，日本
政府應「根據客觀事實形成正確歷史認識，向海
外社會徹底宣傳」。

河野於1993年8月舉行記者會，發表河野談
話，會上被問及「是否存在強徵慰安婦的事實」
時，他回答稱：「存在這樣的事實。」這段對答
此後被視為日本承認強徵慰安婦的證據。不過菅
義偉卻主張這段對答並非「談話」一部分，認為
兩者應分開處理，藉以迴避「修改談話」的指
控。
日本右翼勢力企圖透過修改河野談話內容早有

先例，政府今年6月發表河野談話研究報告，聲
稱韓、日曾協調談話措辭，又指河野的發言只屬
個人意見，並不符合當時政府的內部共識，引來
中國和韓國極度不滿。日本右翼團體上月亦借
《朝日》誤報事件上綱上線，要求把日本教科書
中有關慰安婦的記述刪除，但遭文科省拒絕。

向聯合國發難 謀改「性奴」內容
右翼勢力亦同時在國際社會發難，日本外務省

人權、人道大使佐藤地也上周與聯合國法律專家
庫馬拉斯瓦米會面時，要求對方修改1996年向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有關日軍慰安婦問題的調
查報告，刪除把朝鮮慰安婦定性為「性奴」的部
分，但遭拒絕。日本駐美國大使佐佐江賢一郎上
周亦表示，準備向美國政府說明《朝日》誤報事
件，希望「修正國際社會對日軍強徵慰安婦的錯
誤認識」。

■日本《讀賣新聞》/日本《產經新聞》/
英國廣播公司

日本《朝日新聞》今年8月
指，在逾30年前有關日軍強
徵慰安婦的報道中，錯誤引述
一名已故證人的證供，宣布撤
回報道。贊成反省歷史和道歉
的《朝日》事後遭到右傾傳媒
和輿論全方位炮轟，其他與
《朝日》立場相近的傳媒和輿
論為求自保一致噤聲，形成寒
蟬效應，令社會上幾乎一面倒
支持否認慰安婦問題的聲音。

日本右翼勢力借《朝日》
誤報事件發難，搶得社會輿
論主導。菅義偉前日否定
「河野談話」後，《產經新
聞》社論迅速擁護菅義偉的
發言。就連以往與《朝日》
持相近立場的《每日新聞》
本周也發表社論，呼籲政府
「修正國際社會對慰安婦問
題的誤解」。

■英國廣播公司

寒蟬效應
日媒一面倒否認慰安婦

日本政府今年不顧國際反對
聲音，調查「河野談話」，不
僅招致中國和韓國強烈批評，
連美國也向日本施壓，結果安
倍公開承諾，不會修改「河野
談話」。
美國議會調查局上月發表
《美日關係報告》，提到安倍
重新調查「河野談話」，批評
他的歷史修正主義屢屢撕裂歷

史傷口，不利中日和韓日關
係，同時損害美國在東亞地區
的利益。
分析指，雖然日本右翼勢力

企圖否認慰安婦問題，但在歷
史鐵證下，難以動搖國際社會
立場。安倍多番挑戰「河野談
話」，估計可能是要鞏固右翼
選民的支持，為明年秋天連任
自民黨總裁造勢。■綜合報道

安倍承諾不修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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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
偉發表否認「河野談話」的言
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日指出，強徵「慰安婦」是日本
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對亞洲等受
害國人民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
行，鐵證如山，不容否認。
華春瑩表示，中方對日方有

關言論表示嚴重關切，任何企
圖否認強徵慰安婦這一歷史罪
行和事實的做法只能適得其
反，使人們對日方企圖為歷史
翻案的動向更加警惕。「我們
嚴肅敦促日方不折不扣地信守
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的有
關表態和承諾。」

韓斥日自損國際地位
韓國外交部同樣批評菅義偉

的言論，形容「日本政府在承
諾繼承河野談話的同時，卻在
做着相反的行徑，令人非常失
望」。韓方又指國際社會已清
楚證實日軍曾強徵慰安婦，任
何企圖否認這歷史事實的行
為，只會損害日本的國際地
位。 ■新華社/韓聯社

朝釋放美公民「應奧巴馬多番請求」

■警察全副武裝，荷槍趕至增援。 美聯社

■■被槍傷的士兵由救護員送被槍傷的士兵由救護員送
院院，，其後證實不治其後證實不治。。 美聯社美聯社

■■特種部隊衝入國會大特種部隊衝入國會大
樓增援樓增援。。 路透社路透社

■警方在國會外以車作掩護，氣氛緊張。 路透社

■■菅義偉指河野談話菅義偉指河野談話「「存在很大問題存在很大問題，，應予以否應予以否
定定」，」，是日本政府官員首次公開否定河野談話是日本政府官員首次公開否定河野談話。。

前內閣官房長官前內閣官房長官

河野洋平河野洋平

現任內閣官房長官現任內閣官房長官

菅義偉菅義偉

■福爾昨晨飛抵俄亥俄州與家人
團聚。 路透社

■阮文海獲大批支持
者接機。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