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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在靖國神社放置炸彈的「革命派」
屬日本左翼激進派別，歷史悠久，近年轉
趨活躍。去年10月20日，埼玉縣一間參
與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遷移地質調查的公
司遭火箭炮襲擊，名為「革命軍」的組織
承認責任，聲稱襲擊是要表達對日美聯合
軍演及《特定秘密保護法》的憤怒。

赤軍惡名昭彰
日本左翼極端組織於上世紀崛起，以

1970年代的「日本赤軍」最活躍。它由重
信房子及丸岡修在巴勒斯坦地區成立，於
中東多次策動劫機及恐襲，在1972年特
拉維夫機場槍擊案更造成過百人傷亡。赤
軍1980年代起逐漸沒落，重信房子2000

年於大阪被捕，翌年在獄中宣佈赤軍解
散。
日本本土的赤軍於1972年淺間山莊事

件後近乎瓦解，當地左翼激進勢力與赤軍
關係不大，主要分為「革正派」、「中核
派」及「革勞協」三大團體，以革勞協成
員最多。
革勞協於1969年成立，全名為「革命

勞動者協會」，主要在城市發動游擊戰，
以襲擊警察及軍人為目標。不過，革勞協
成員理念分歧極大，更一度分裂為兩大派
系，至2006年才握手言和。2009年美軍
駐沖繩基地發生爆炸，一名美國海軍陸戰
隊員死亡，兩人受傷，東京警視廳相信是
革勞協策動。 ■綜合報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日表示，鑑於巴黎恐襲，加上日本明年主
辦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當局最快在下月上旬成立「國際反
恐情報收集組」，統一處理恐怖活動情報。
G7峰會明年5月在日本中部伊勢志摩舉行。安倍在馬來西亞吉

隆坡出席東盟系列峰會後表示，將在G7峰會前加強反恐措施，
並與國際社會合作加強收集情報，因此將在外務省設立新的反恐
情報組。政府消息指，情報組將在約旦安曼、埃及開羅、印尼雅
加達及印度新德里設立4個海外基地，並從外務省、防衛省及警
視廳抽調地區事務專家派駐海外。

議員擔心 安倍擬棄「合謀罪」法案
另外，日本政府原定在明年1月開幕的例行國會上，就新設

「合謀罪」的《有組織犯罪處罰法》提交修正案，不過安倍指，
由於在國會審議等環節，有議員表示不安及擔心，因此或放棄提
交修正案。
「合謀罪」將參與策劃殺人等重大罪行的人亦視作處罰對象，
是日本反恐措施之一。在巴黎恐襲後，自民黨內有人主張應盡快完
善法律，新設這一罪名。不過當局過去曾3次提交修正案均被否
決，官房副長官萩生田光一強調，「應先分析未能獲國民理解的理
由」，但指未來立法是不可或缺。 ■共同社/《日本經濟新聞》

激進左翼曾襲美軍基地

日本新聞網較早前引述警方消息指，案件可能是當地「革命派」
激進分子所為，但《產經新聞》及《讀賣新聞》其後引述消息

指，懷疑爆炸品的結構與當地激進組織常用炸彈有別，而且質素較
差，不排除有人模仿激進派手法施襲。
東京靖國神社昨日舉行一年一度的「新嘗祭」，加上正值勞動感
謝節長假期，不少家長帶同子女到神社作「七五三」參拜(兒童三
歲、五歲及七歲時的祈福儀式)，祈求小孩健康成長，人流明顯較平
常多。

現未爆可疑物
「新嘗祭」儀式於上午10時在神社正殿開始，幾乎同一時間，神
社南門附近一個男廁突然傳出猛烈爆炸聲，廁格其後冒煙，有人更
稱感到地面輕微震動。神社職員大驚報警，當局派出多名消防員、
警員及警犬到場，部分警員穿上全套防護衣物，現場也有警方直升
機戒備，氣氛緊張。由於爆炸一刻無人使用廁所，事件未有造成傷
亡。
傳出爆炸聲的廁格天花板出現一個約30平方厘米的大洞，當局起

初以為是被炸彈炸開，但進一步調查後，相信與爆炸無關，正調查
出現爆炸聲的原因。廁格地板及牆壁沒燒焦痕跡，地面則散落乾電
池及電線等物品。警方在天花板破洞背面發現一件可疑物品，由4個
綑在一起的管狀物體，長約20厘米、直徑約3厘米，兩端被覆蓋、
帶有導線。警方爆炸物處理組於中午12時40分左右安全檢走物品，
今日會鑑定內裡有否炸藥。

急停接待訪客
靖國神社表示，南門及事發洗手間每日下午5時至翌日上午6時關

閉，保安也會定期巡邏，事前未有發現異樣。神社事後緊急停止訪
客登記參拜，有從橫濱專程到訪的遊客形容事件恐怖，網民則議論
紛紛，懷疑事件是恐怖襲擊。
靖國神社歷史逾100年，供奉250萬名日本對外戰爭中陣亡的軍
人，涉及日俄戰爭、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由於14名二戰甲級
戰犯也在神社供奉之列，日本政要每次參拜均引起中韓等鄰國極大
不滿。一名韓國男子前年闖入神社企圖縱火，遭日本當局起訴。

■日本《讀賣新聞》/日本《產經新聞》/
日本放送協會/時事通信社/共同社/美聯社

靖國廁所爆炸靖國廁所爆炸 警查恐襲警查恐襲
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日本靖國神社一個廁所昨日懷疑

發生猛烈爆炸，廁格傳出爆炸聲及煙霧，無人受傷。東

京警視廳事後在廁格內檢獲可疑物品，懷疑屬土製計時

炸彈，正循恐襲方向調查，不排除是激進左翼分子蓄意

針對或狙擊靖國神社。警方翻查附近的閉路電視錄影帶

後，發現爆炸聲傳出前，曾有一名男子拿着紙袋離去，

暫未有人被捕。

計時炸彈引發計時炸彈引發 疑疑「「革命派革命派」」所為所為

日將成立反恐情報組

日本大阪府知事及大阪市市
長選舉前日同日舉行，結果均
由現任市長橋下徹領導的「大
阪維新會」候選人，以壓倒性
優勢擊敗執政自民黨候選人勝
出。
現任大阪府知事松井一郎在

316萬張選票中獲得200多萬
張，成功連任；前眾議員吉村
洋文則在總數105萬張選票中
贏得逾半，當選市長。松井及

吉村在選戰中提出，將重新爭
取實現在今年5月公投中遭否
決的「大阪都構想」，消除大
阪府市的「雙重行政」，稱將
在4年任期內制訂能得到選民
贊同的方案，暗示或再次舉行
公投。
分析指，大阪維新會勝選，
有助該黨擴張勢力，並影響在
野黨重組，同時或影響明年夏
天參議院選舉的形勢。該黨與
主張以民主黨為中心重組的在
野黨勢力保持距離，並着眼將
來在修憲等方面與安倍政府合
作。橋下曾表示，會在下月市
長任期屆滿後退出政壇，松井
及吉村指，橋下將出任該黨法
律政策顧問，參與商討各項事
務。 ■共同社/中央社

大阪府市首長選舉 維新會大勝自民黨

阿根廷變天，政局「向右轉」。該國
大選第二輪投票結果前日揭曉，反對派、
親商候選人馬克里取得51.8%選票，較執
政聯盟「勝利陣線」候選人肖利多3個百
分點。本身是著名球會小保加前主席的馬
克里，受阿根廷商界及外國投資者青睞，
主張疏遠委內瑞拉及伊朗、向美國靠攏，
並就有主權爭議的馬爾維納斯群島（英稱
福克蘭群島）問題改善和英國的關係。
反對黨「變革」競選聯盟候選人馬克

里當選，標誌着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及已
故前夫基什內爾長達12年的左翼政黨執
政結束，預計中間偏右的馬克里將是阿根
廷1990年代以來，在經濟政策上最傾向
自由主義的領袖。
美國特別關注今次大選，視之為調整

美阿關係以至改變南美政治格局的契機。
美國喬治敦大學拉美研究中心教授艾克多

爾斯查米斯指，華府很希望馬克里勝選能
在委內瑞拉下月大選產生「傳染」效應，
傳統上屬於反美的南美地區權力平衡可能
改變。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智囊已建議副總
統拜登親率代表團，出席下月10日阿根
廷新總統就職禮，以釋放對話意願。
1990年代，阿美關係一度十分密切，
但美國在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機時未伸
出援手，基什內爾執政後疏遠美國。
2005年，他聯合時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
斯等南美國家領袖，反對美洲自由貿易
區，並指責「華盛頓共識」導致阿根廷經
濟危機。此後，南美國家集體「向左
轉」，阿美關係亦逐漸惡化。在克里斯蒂
娜執政後期，阿根廷經濟增長乏力，通脹
高達30%，但西方融資渠道受阻，阿根
廷走近中國和俄羅斯等新興大國，美國影
響力日減。

經改不明朗 南美政治或洗牌
馬克里前日在競選總部宣佈勝選，他

主張立即取消美元及進口管制，改善與美
歐關係，重啟與美國債權人談判，並爭取
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的支持。
支持肖利的選民擔心馬克里的改革會削弱
現行社會福利及貿易政策，損害低下階層
及中小企利益。巴勒莫及拉馬坦薩大學政
治學家阿瓜斯指，克里斯蒂娜在國會仍有
眾多支持者，馬克里要推行改革，先要過
國會一關。
分析指，馬克里經濟改革前景並不明

朗，因此美國謀求透過經濟及金融手段影
響南美政經形勢的算盤未必打得響。然而
阿根廷「由左轉右」，預示南美地緣政治
形態將面臨新一輪洗牌。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衛報》

56歲的馬克里出身富商家庭，先後經商、擔任著名球會
小保加主席並從政。他主張政府減少干預經濟，取消金融
管制，通過市場化改革恢復國家經濟增長。不過阿根廷的
經濟弊病根深柢固，馬克里能否成功改革、帶領國家走出
困境還是未知數。
馬克里年輕時主要協助富商父親佛朗哥打理家族生意，

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商學院及沃頓商學院等著名學府深
造。1995年馬克里當選小保加主席，在他13年任期內，不
僅帶領球會扭轉財務狀況，更令其成為阿根廷最成功球
會，贏得多項國內和國際賽冠軍，而球會的成功亦為他日
後從政奠定民意基礎。
馬克里2003年參選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長落敗，兩年

後當選國會眾議員。2007年他捲土重來，成功當選首都市
長，成為右翼反對派的實質領袖。他擔任市長期間，增加
對教育、市政工程及公共環境投入，為他贏得民意支持。
今年3月，馬克里代表反對陣營參加大選，選前不被看
好，但在10月底首輪投票意外地僅以3個百分點，落後於
執政黨候選人肖利。 ■英國廣播公司

阿根廷「向右轉」與美關係勢改善 馬克里令小保加翻生
奠定民意基礎

■■大批消防員和警員在大批消防員和警員在
神社調查神社調查。。 路透社路透社

■警犬出動搜索爆炸品。 路透社

■■警員穿上全套防護衣物準備拆彈警員穿上全套防護衣物準備拆彈。。 路透社路透社

■重信房子2000
年於大阪被捕。

■松井一郎(左)連任大阪府知事，
吉村洋文則當選市長。網上圖片

■執政聯盟候選人肖利
(左)落敗。 路透社

■馬克里在妻女陪同下上
台謝票。 路透社

■■ 「「 赤赤
軍軍」」由重由重
信信房子創房子創
立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