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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報道，後藤在錄音中呼籲家屬和同
僚等人「繼續對日本政府施壓」，

又稱：「他們(ISIL)已不再想要金錢，因此再無
向恐怖分子繳交贖金的憂慮。他們現在只要求
約旦政府釋放名為里沙維的女性，只要她獲
釋，我便會獲釋。就這樣簡單，很容易達
成。」後藤之後又向安倍放話：「請不要把這
變成我的遺言，希望安倍首相能為爭取我獲釋
而努力。」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晚緊急會見記者，

證實互聯網上曾出現相關內容，政府正核實錄音
真偽。安倍晉三、菅義偉和外相岸田文雄等人之
後在首相官邸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商討對策，安倍
下令閣僚加快收集情報，並以「人命第一」的原
則全力應對。安倍譴責ISIL的暴行不可原諒，要
求對方立即釋放後藤，又稱會盡一切方法營救，
並強調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
里沙維2005年企圖在約旦首都安曼發動自殺

式襲擊，不過炸彈失靈未有爆炸，她之後被當
局逮捕。她被捕後一度承認企圖施襲，但之後
又收回自白。里沙維2006年被判死刑，不過她
向法庭上訴，至今仍在處理中，目前被囚在約
旦監獄。

「我是健二」網民促放生
與後藤相識10年的好友、在美國紐約居住的
影像製作公司代表西前拓，日前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開設專頁，上載自己高舉「I AM
KENJI」(我是健二)紙牌的照片，希望網友一同
加入聲援，呼籲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斯蘭國」(ISIL) 盡快放人。專頁截至昨日已有
多名網民響應，並獲得約4,400次「讚好」。
西前拓讚揚後藤是了不起的記者，形容他

「善良、溫暖和公平」，從不站在任何國家與
宗教一邊，而是為無聲的難民傳遞訊息。他希
望網友不分宗教、國籍一同參與，祈禱後藤能
安全獲釋。日方昨日矢言「永不放棄」拯救人
質，但外務省一名官員稱，政府早已決定不直
接聯繫ISIL，而是通過中間人交涉。

安倍疑為面子 寧犧牲人質
另外，美媒《The Daily Beast》報道，ISIL

去年8月捉拿湯川，其後邀請聲稱見過ISIL指
揮官的記者常岡浩介及伊斯蘭學者中田考，擔
任審訊的阿拉伯語翻譯。常岡表示，他和中田
10月準備起程前一天，日本警方突然上門，指
懷疑他協助學生往敘利亞，沒收其護照，並扣
留問話24小時，中田的護照同樣被沒收。
常岡和中田原希望藉協助審訊的機會，游說

ISIL放人，最終因被扣留未能成行，錯失救人機
會。二人日前自薦談判，但政府並沒邀請協助，報
道質疑安倍為顧全面子，置人質性命於不顧。

■日本新聞網/《The Daily Beast》/法新社/
美聯社/日本放送協會

日人質湯川傳已死
後藤性命繫女囚犯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昨晚有一張相片被上傳到一個影片分享網站，相

信是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挾持的日本戰地記者後藤健二，拿着

另一被擄日本人質湯川遙菜的照片，附帶的錄音則是後藤聲稱「湯川已經被

殺」，批評首相安倍晉三要為此負責，又稱ISIL要求釋放在約旦被囚的自殺式

襲擊女犯人里沙維，作為交換人質。

美國總統奧巴馬應印度總理莫迪邀請，今日將抵達
新德里展開一連3天的訪問，參與明日的印度國慶日
慶祝，是歷來首位獲邀出席印度國慶活動的美國總
統，象徵意義重大。《華爾街日報》分析指，莫迪去
年9月才訪美，短短4個月後奧巴馬即訪印，認為此行
是要向中國展示美印關係鞏固，並謀求讓印度成為制
衡中國的重要戰略棋子。
奧巴馬率領龐大代表團出訪，包括美國第一夫人米

歇爾、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等白宮幕僚，以及大企
業領袖。他今日首先與莫迪舉行峰會，就氣候變化、
民用核能協議、國防及經貿合作會談，明日出席國慶
「共和日」閱兵儀式，後日發表演說。

獲邀出席國慶 任期內兩度訪印
今次亦是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二度訪印，他是唯一任

內兩度訪印的美國總統。為迎接奧巴馬，印度當局驅
趕總統王宮附近的野牛及猴子，遷移露宿者到臨時庇
護所，街邊小販亦絕跡。
由於美印歷史關係複雜，印方一般不會邀請美國總

統作為國慶活動的主要嘉賓，加上莫迪以前擔任古吉
拉特邦首席部長時，因未能妥善處理宗教暴亂，被美
方吊銷簽證。如今莫迪「不計前嫌」高調邀請奧巴
馬，白宮也稱感到意外。《華爾街日報》指，奧巴馬
接受邀請，反映美方看好印度長遠能發展經濟，對中
國形成戰略制衡。

專家：不應排擠中國 應擴合作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丹認為，美印都

應擴大與中國的合作，而非「排擠」。雖然美印都與
中國有合作競爭的關係，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與中
國發生衝突的風險，但美印更不願在中國與另一方之
間，做出「二選一」的抉擇。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

全球多國領袖昨日陸續抵達沙特阿拉伯，就國王阿卜杜拉駕崩，
向新任國王薩勒曼致以慰問，首批抵埗的西方領袖包括英國王儲查
爾斯及首相卡梅倫，以及法國總統奧朗德。美國總統奧巴馬將縮短
在印度的訪問行程，後日前往沙特與薩勒曼會面並致哀；原定日內
率代表團到沙特的副總統拜登，則會留在華盛頓。

英下半旗致哀捱轟
英國政府昨下令倫敦的政府建築物下半旗致哀，包括首相府、國

會大樓及西敏寺，白金漢宮同樣下半旗，做法惹來部分政界人士及
人權組織批評，指沙特壓制言論自由及婦權，更是伊斯蘭極端主義
的搖籃，英國不應為沙特王室下半旗。
阿卜杜拉前日已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下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及馬來西亞總
理納吉布等多國領袖出席喪禮。 ■法新社/路透社/《衛報》

縮行程赴沙特
奧巴馬將晤新國王

石油市場如怒海，令全球多個「浮在石油上的國
家」顛簸不已；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逝世，不
僅在能源市場掀起巨浪，這個沙漠國家在國際舞台
也颳起一場政治沙塵暴。

阿卜杜拉1996年起實際掌權，對內將沙特現代化，對外提升沙
特地位，除了主宰全球石油供應，也成為中東地區秩序和反恐的
領導者。沙特身為君主制國家，與西方民主體制迥異，兩者卻靠
能源和地緣利益走在一起，在變幻莫測的國際形勢裡，沙特與美
國兩巨頭的「外交探戈」愈來愈耐人尋味。

美國遭「911」恐襲後，揭發有15名恐怖分子來自沙特，兩國
關係一度緊張，以2003年沙特首都利雅得發生恐襲成為轉捩點，
沙特從此成為西方不可或缺的反恐盟友。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
友，什葉派伊朗與遜尼派沙特是意識形態上的死對頭，而美國與
伊朗也是政治死敵，美國沙特一拍即合。

然而，敵人非永恆，美國經濟大病初癒、財政緊絀，被迫實行
全球戰略收縮，撤出動盪不安的中東，近期更改善與伊朗關係，
令沙特「醋意大發」。

對於產油國而言，政治與能源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阿卜杜拉在
位期間，沙特推行高產油量政策，並與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其
他成員國聯手不減產。表面上，此舉是與華府合謀拖垮油價，打
擊依賴石油收入的俄羅斯。

不過這場油價戰可能是局中有局、戲內有戲。美國頁岩開採技
術帶動石油生產，變相與阿拉伯國家爭奪全球石油市佔率，於是
OPEC採取低油價的苦肉計，嘗試趕走美國頁岩油生產商。沙特
也可以同時向產油國伊朗施下馬威，「懲罰」它支持敘利亞巴沙
爾政權。把硬幣一轉，回到政治考量，若這是沙特的真正盤算，
則是一舉兩得︰給美國看看面色，也順便踩對手一腳。

如今，多國領袖紛紛赴沙特吊唁，便是希望一窺新國王薩勒曼
的作風。他會否考慮削減產油？能否像阿卜
杜拉般強硬打擊恐怖組織？其健康情況能否
讓他有效施政……一切彷彿都隱藏在利雅得
的政治沙塵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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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利雅得的沙塵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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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機艙雜誌《SkyMall》上周四向
美國法庭申請破產保護，於前年收購
雜誌業務的母公司Xhibit Corp.亦遭遇
同一命運。《SkyMall》署理行政總裁
威利表示，近年乘客在機上傾向使用
電子產品，不再翻閱雜誌，以致愈來
愈多航空公司停止訂閱。公司希望
《SkyMall》能找到接手經營者，但目
前未有買家接洽，公司資產將於3月底
拍賣。
《SkyMall》於1989年創刊，插在機

艙椅背後供乘客閱讀，主要刊載各種貴
價產品，如售1.6萬美元(約12萬港元)的
私人桑拿設備，讓讀者訂購。但航空公
司在機艙椅背裝設電視屏幕，乘客在飛
行途中又可使用電子產品及機上WiFi，
令雜誌逐漸被淘汰。

銷售額5年挫近9成
《SkyMall》過去數年的零售業務每況

愈下，總銷售額從5年前的1.3億美元(約
10億港元)，大跌至去年首9個月僅1,580

萬美元(約1.2億港元)，前年更錄得320
萬美元(約2,481萬港元)虧損。雜誌去年
初曾嘗試轉型發展網上零售，但因資金
短缺而失敗。
雜誌自本月16日起停刊，並解僱47名

員工，申請破保的文件顯示該公司有100
萬至1,000萬美元(約775萬至7,753萬港
元)資產，但債務達1,200萬美元(約9,303
萬港元)。

■《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
彭博通訊社/美聯社

不敵電子產品 機艙雜誌《SkyMall》申破保

日本兩名人質生死未卜，全國緊張關
注局勢發展，日本富士電視台考慮情況
後，昨日凌晨緊急中止播出人氣動畫
《暗殺教室》最新一集。電視台解釋，
主要是考慮到動畫內容涉及暗殺，且片
中有持刀揮砍場面，不適合目前日本政

府全力營救的情況，故臨時取消播放。
《暗殺教室》講述外星生物揚言要炸

毀地球，並因不明目的擔任一間中學的
老師，各國首腦於是委託學生暗殺該外
星生物，動畫裡有許多拿槍械刀具的打
鬥場面。 ■綜合報道

含持刀揮砍場面《暗殺教室》遭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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