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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救贖 祭槍下亡魂
奧巴馬繞過國會 頒令加強槍管

最新解密文件顯示，美國空軍在冷戰期
間，曾針對蘇聯制訂太空戰計劃，研製載人
軌道實驗室(MOL)監控蘇聯。美國專家當年
還討論在冷戰中使用側視雷達、電子情報搜
集系統及大型太空儀器，甚至研製MOL攜
帶非核彈頭導彈。

以最先進攝影機監控
計劃由美國國家偵察局(NRO)發表，自
1963年12月起實行，到1969年6月取消，
其間估計耗資15.6億美元(約121億港元)。
所謂實驗室實際是一個太空間諜基地，工作

人員在代號「多里安」的項目中，利用「多
里安」超強攝影機拍攝蘇聯及其他目標的影
像，解像度超越當年最先進的無人攝影系
統，可拍到蘇聯地面的軍用機場。
逾2萬頁解密文件顯示，美國曾考慮，若要

太空人在太空漫步期間，安全控制儀器接近及

圍繞敵方目標拍攝，必須使用遙控裝置，以免
遭對方的防禦或誘捕系統傷害。弗吉尼亞州國
家偵察研究中心歷史記錄及研究總監奧岑指，
當年正值冷戰高峰期，美國無法了解敵人軍事
科技的最新發展，因此必須作出多方面考慮。
美國最終未有建成載人太空站，但其間甄

選出17名候選太空人，包括克里平、博布
科、亞伯拉罕森及克魯斯，前兩者最終成為
太空人，亞伯拉罕森則在1980年代領導太
空總署(NASA)穿梭機計劃，其後更領導里
根總統的「星戰計劃」。

■《科學美國人》月刊

美冷戰曾訂太空戰計劃針對蘇聯

奧巴馬前日在白宮與司法部長林奇、聯邦調查局
(FBI)局長高銘等官員開會，商討如何在現有權力

下收緊槍械管制。白宮官員事前放風指，新措施包括
要求所有賣槍的人，不論在槍展、跳蚤市場、店舖或
網上交易，都必須向當局申領牌照，繼而有責任對買
家作背景審查，同時亦會打擊透過中間人交易槍械的
行為。未獲許可而進行槍械交易者，最高可面臨入獄
5年和罰款最多25萬美元(約194萬港元)。

打擊槍展漏洞 「難杜絕但保命」
美國現行法例規定，只有持聯邦牌照的零售商
須對買槍者進行背景審查，相反，例如在槍展
買槍等場合卻毋須經過審查，被稱為「槍展漏
洞」。哈佛大學最近對逾2,000名槍主進行的
調查便發現，最近曾買槍的人中，多達1/3
沒經任何背景審查。官員稱在新措施下，
可能只是賣一支槍也會被要求申領牌照，
但部分因興趣或收藏用途而賣槍者仍可能
獲豁免。
因應新措施，FBI將增聘230人，協

助背景審查系統全天候運作，當局亦
會撥款設立新部門，監察網上槍械銷
售及非法走私。新措施亦會要求商家
一旦遺失槍械，必須向當局通報，
以免槍械落入不法分子手中。
奧巴馬今日凌晨發表演說時表
示，美國有迫切需要實施槍械管
制，保護民眾生命，華府會在符合
憲法第二修正案之下，尋求方法減
少槍械暴力，指出所有購買槍械人
士應遵守相同法則。
他承認措施不足以杜絕所有槍擊
案，但可保護更多性命。他亦在微博
twitter向擁槍派發炮，稱他們「或能
挾持國會，但無法挾持美國社會」。

共和黨批越權 大選勢添波瀾
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希拉里前日力撐
奧巴馬加強槍管，更揚言入主白宮後「會
更進一步」。共和黨則一致「槍口對
外」，批評奧巴馬，眾議院議長瑞安譴責奧
巴馬越權施政，地產大亨特朗普等初選參選
人揚言一旦年底當選總統，便會立即撤回措
施。 ■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美國總統奧巴馬本港時間今日凌晨於白宮

發表演說，頒佈一系列行政命令，加強槍械

管制，包括要求所有賣家申領牌照，並強制

對買家進行背景審查。奧巴馬將近8年的任

期內，大型槍擊案此起彼落，他過去多次斥

責國會及擁槍團體阻撓加強槍管，如今決定

單方面出手，但勢必惹來共和黨反撲，並為

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再起波浪。

美國槍管逆水行舟
經常聽到美國發生槍擊案，到底有

多頻繁呢？據《華盛頓郵報》統計，
自奧巴馬2009年上任總統以來，至今
最少曾就16宗大型槍擊案發表公眾講

話，平均一年超過兩次。槍枝暴力導致美國社會屢
受創傷，多年來奧巴馬在加強槍管上屢戰屢敗，如今
不惜動用行政命令這「最後一着」，表面看似仍然戰
意旺盛、不甘言退，實則只顯得他有心無力、苦苦掙
扎。

2012年12月，槍手蘭扎闖入康涅狄格州紐敦鎮桑
迪胡克小學，冷血屠殺26名師生，年紀最小的死者
僅6歲。事後美國一片哀嚎，社會要求收緊槍管呼聲
此起彼落，但在「全國步槍協會」(NRA)等擁槍團體
發功下，國會硬生生把槍管法案橫腰攔下。如今「伊
斯蘭國」(ISIS)等恐怖威脅籠罩全球，奧巴馬要加強
槍管的阻力恐怕更甚當年，實屬逆水行舟。

行政命令之所以是「最後一着」，在於它雖然容許
奧巴馬繞過國會，單方面實施政策，但效果卻非常有

限，很多地方仍受國會掣肘，例如聯邦調查局(FBI)計
劃增聘人手，國會很可能拒絕批出撥款。行政命令另
一死穴在於「短命」，實質只能維持到奧巴馬任期完
結，一旦擁槍派鬧上法庭，措施隨時被迫束之高閣，
拖延至奧巴馬明年卸任，胎死腹中亦不為奇。

美國今年底迎來總統大選，槍管議題肯定是一大
焦點，對比共和黨一致反對槍管，民主黨對此仍存分
歧，奧巴馬此時出手，難免把一眾黨友拖下水。經驗
豐富的希拉里率先反守為攻，表明支持奧巴馬，更呼
籲選民「阻止共和黨人當選後拉倒槍管」，拉攏反槍
選民。

美國歷史與槍械關係密不可分，憲法第二修正案
保障人民「擁有、持有及攜帶武器的自由」，如今卻
歪曲成持槍權利凌駕他人性命。《紐約每日新聞》早
前以頭版報道諷刺保守派政客，一邊為槍擊受害者祈
禱，一邊卻阻止加強槍管，坦言「神也解決不了這
事」。美國社會是時候撫心自問，手上那些冷冰冰的
鐵塊，是否值得以無辜性命及人民熱淚來換取。

陳國麟

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參選人特朗普前日首次公佈長30秒
的競選電視廣告，昨日起在下月率先舉行初選的艾奧瓦州
及新罕布什爾州播放，當中保證不再讓非法移民從墨西哥
入境美國，但PolitiFact網站發現，廣告竟配以摩洛哥難
民逃到西班牙海外屬地梅利利亞的片段，與墨西哥移
民毫無關係，懷疑張冠李戴，再掀爭議。
特朗普承認畫面與墨移民無關，但其團隊表示，為

呈現開放邊界遇到的嚴重衝擊，以及不在美墨邊界建
圍牆會帶來的真切威脅，才特別挑選該片段，還指偏
頗的主流媒體不了解片段背後意義，但想保住飯碗和家
人的美國人會懂。

重申禁穆斯林入境
特朗普競選廣告還提及加州聖貝納迪諾縣槍擊案，畫面

出現槍手的黑影，旁白稱政客可假裝這是其他事件，但他
視之為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故要求美國暫禁穆斯林入
境，還強調他很快會砍下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頭
顱及取走他們的石油。 ■美聯社/法新社

沙特阿拉伯處決著名什葉派教士尼米爾後，與伊朗關係急劇
惡化，繼周日晚宣佈與伊朗斷交，前晚再宣佈中斷來往伊朗的
航班及兩國貿易，並禁止國民進入伊朗，但仍容許伊朗穆斯林
到沙特聖城麥加及麥地那朝聖。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指責伊朗
與示威者串謀，攻擊沙特駐伊朗大使館，指有沙特外交官目擊
伊朗保安部隊進入使館搶掠，伊警方即使收到使館多次求助仍
袖手旁觀。
朱拜爾強調，伊朗要為緊張關係升級負上責任，堅稱中東局

勢升級與沙特無關，沙特只是回應「伊朗侵略行為」。他續
稱，伊朗必須尊重國際規範及條約，並尊重鄰國領土完整，沙
特才考慮與伊朗復交。沙特駐聯合國代表穆阿利米前日也表
示，只要伊朗不再干預包括沙特等中東國家的內部事務，沙特
便會跟伊朗復交，強調「兩國不是天生的敵人」。
聯合國安理會前晚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沙特使館受襲，呼籲

伊朗保護外交機構，並促請沙特及伊朗保持對話及採取適當行
動緩和局勢。

科威特召回駐伊朗大使
繼沙特及巴林與伊朗斷交、阿聯酋召回駐伊大使及將對伊關

係降級後，科威特也於昨日召回駐伊大使。巴林昨日亦宣佈中
斷來往伊朗的航班。
伊朗總統魯哈尼昨日指出，沙特不可利用與伊朗斷交，掩飾

處決什葉派教士的罪行，警告沙特的行動將危及反恐戰，而外
交及談判是解決國家間糾紛的最好方法。
伊朗昨日啟用新的地下導彈貯存庫，從國營電視台播放片段

可見，貯存了曾於去年10月試射的同款「伊瑪德」精確彈道導
彈。美國曾指「伊瑪德」可攜帶核彈頭，違反2010年聯合國安
理會決議案。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沙
特
威
脅
：
斷
伊
朗
航
班
貿
易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前日首次為妻子、民主黨總統初
選參選人希拉里單獨站台，稱讚她為「數十年來最具
資格的美國總統參選人」，指她能為美國提供邁向經濟
繁榮的最佳道路，能制訂維持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的外
交政策，有決心協助窮人和為生活奔波的中產階層，令美國
成為更公平、更安全的國家。
共和黨初選參選人特朗普同日向克林頓作出人身攻擊，指
克林頓任內與白宮見習生萊溫斯基傳出性醜聞而遭彈劾，批
評希拉里沒資格指控他性別歧視，因克林頓才是有史以來侵
犯女性最嚴重的人。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摩洛哥難民當墨西哥人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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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2年年1212月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康涅狄格州桑迪胡
克小學槍擊案克小學槍擊案，，2626名師生亡名師生亡。。

■■ 20152015 年年 1212
月月：：加州聖貝納加州聖貝納
迪諾縣槍擊案迪諾縣槍擊案，，
1414人死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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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將近奧巴馬將近88年的任期內年的任期內，，大大
型槍擊案此起彼落型槍擊案此起彼落。。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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