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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威憂家人安全

北約峰會前日於波蘭首都華沙閉幕，與會領袖同
意向中歐及東歐增兵，明年開始於波蘭及波羅的海三
國合共部署4個營的部隊，美國、德國、英國及加拿
大將負責在增兵地區的領軍工作。此
外，北約決定在羅馬尼亞設置一個旅
的多國部隊，部署在西班牙、土耳其
及羅馬尼亞的重要導彈防禦設施和裝
備，可於北約共同指揮下協同運作。
北約成員國一致同意加入打擊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北約會派出更多
空中預警機，並為伊拉克士兵提供訓
練，遏止當地極端主義。阿富汗方
面，與會領袖同意繼續培訓當地安全
部隊，其中美國承諾每年向阿富汗提
供35億美元(約271.5億港元)援助，其
餘成員國則援助10億美元(約77.6億
港元)，直至2020年，以維持阿富汗

35.2萬名士兵及警員的運作，應對恐怖組織塔利班的
威脅。

戈爾巴喬夫憂引發戰爭
對於北約向東歐增兵舉動，俄羅斯

外交部前日狠批北約正聚焦「根本不
存在」的俄國威脅；而促成冷戰結束
的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在俄媒撰
文，指北約口說增兵是防衛需要，其
實是為發動進攻作準備，他批評北約
舉動短視及危險，最終恐引發戰爭。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峰會後

則表示，「我們看不到針對任何北約
盟友的即時威脅，俄羅斯不是策略性
夥伴，但我們亦非處於冷戰。」

■法新社/塔斯社/美聯社/
路透社/今日俄羅斯

北約峰會閉幕
增兵東歐部署導彈盾

獨立剛滿5年的非洲國家南蘇丹局勢緊張，分別效忠
總統基爾和副總統馬沙爾的軍隊，上周四開始在首都朱
巴爆發激烈戰鬥，造成最少272人死亡，包括33名平
民。大批民眾湧入當地聯合國設施避難。馬沙爾的軍事
發言人加特吉亞斯指出，當地已重新陷入內戰。
基爾與馬沙爾素來不和，馬沙爾2013年7月被基爾
解除副總統職務，同年12月爆發內戰。經聯合國斡
旋，雙方去年8月簽署《解決南蘇丹衝突協議》，馬沙

爾亦得以在今年4月重新出任副總統，參與組建民族團
結過渡政府。
加特吉亞斯表示，馬沙爾寓所昨日兩度遭坦克和武裝
直升機攻擊，批評基爾沒遵守和議。有朱巴居民表示聽
見猛烈炮火聲，並有士兵搶掠商店。
聯合國安理會前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南蘇丹的軍隊

派系衝突，敦促當局盡快調查，並採取措施結束衝突。
■路透社/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

正副總統派系內戰 南蘇丹272死

德國柏林連日來有左翼分
子趁夜上街示威及搗亂，前
晚更演變成大規模警民衝
突，123名警員受傷，86名
示威者被捕。柏林警方形
容，這是過去5年所見「最
激進及暴力的示威」。
事件源於警方上月採取行

動，到柏林東部一幢左翼分
子經常流連的棄置建築物，
驅逐大批非法佔據的人士，

觸發左翼分子接連多晚示威
抗議。
報道指，前晚示威估計有

多達3,500人參與，1,800名
警員在場維持秩序，雙方爆
發衝突。警方指示威者投擲
煙花、石頭及玻璃樽，又焚
燒汽車及襲擊警員。一名警
員需要送院，暫未清楚有多
少名示威者受傷。

■美聯社

柏林左翼示威爆騷亂 123警傷

美國接連發生警員槍殺黑人及襲警事件，前日在波蘭出席北
約峰會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試圖安撫民眾，表示美國並非如部
分人所指那樣分裂，又指國內雖然經歷「困難的一周」，並
出現兩極化現象，但堅信美國不會倒退至種族衝突氾濫的
1960年代，誓言要令示威者和警員之間建立友好關係。
奧巴馬承認，達拉斯發生警員被殺事件後，社會出現一些

「苛刻言論」，他呼籲立場不同的人應謹慎表達意見，以免進
一步激化矛盾，又形容槍手約翰遜只是「獨狼」，並不代表非
裔美國人。他又藉機重提收緊槍管，認為民眾容易取得槍械，
導致美國槍械暴力罪案氾濫。
今屆美國總統大選勢成民主黨希拉里和共和黨特朗普之爭，但

外界對於兩人能否團結國家均不感樂觀。希拉里被指無法貼近民
情，而且誠信有問題，難令民眾信服；特朗普更多番發表針對非
法移民及穆斯林的惹火言論。 ■《紐約時報》/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達拉斯發
生殺警案後，全
市風聲鶴唳，當
地警方前日接獲
針對全市警員的
匿名威脅後，提
升警戒級別，並
封鎖警察總部及
附近街道，派出
特種部隊和多輛
警車戒備。《達拉斯晨報》報道，有人在警察總部後邊的停車
場，看到一名戴黑色面罩男子，當局檢查後未發現可疑人物。
警察局長布朗事後在微博twitter發文，讚揚警員應對得宜。

而在警方進行搜查前，一度要求在場記者暫停轉播現場畫面。
當時有民眾在現場附近悼念殉職警員，因街道被封鎖而無法離
開，一名居民稱，達拉斯正處於高度警戒狀態，相信類似情況
在未來一段時間將成為常態。

槍手被殺前寫血書「RB」
當局繼續調查被擊斃槍手約翰遜的背景，有官員透露，約翰

遜兒時曾與父親及繼母住在鄰近達拉斯的加蘭市，鄰居形容他
為人有禮，且經常出席教會活動。他於2014年在阿富汗服役期
間被調回國，退役後仍在寓所後院繼續進行軍事訓練，並曾報
讀武術班及武器操作班。警方又指，在約翰遜家中找出大量炸
藥，懷疑他密謀發動更大型襲擊。
達拉斯警察局長布朗透露，約翰遜與警員對峙期間，用自己

的血在牆上寫上字句，開首字母是「RB」，當局正解讀其含
意。布朗又指，他被殺前不久曾嘲笑現場警員。
大批達拉斯民眾在殺警案後，紛紛向警員表達敬意。他們不

分種族和膚色，互相擁抱。不少市民在警察總部外點燃蠟燭及
放置鮮花、氣球和心意卡。亦有民眾在當地公園和教堂出席悼
念儀式。 ■法新社/《紐約時報》/美國《達拉斯晨報》

美國全國各地前日連續第3日舉行示威，要求為近日遭警員
槍殺的黑人討回公道。在32歲黑人男子卡斯蒂爾被殺的明尼蘇
達州，大批民眾堵塞連接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及首府聖保羅
的94號州際公路，導致交通嚴重擠塞達兩小時，有示威者向警
察投擲石頭、膠樽等雜物，3名警員受傷。警員其後施放煙霧彈
驅散示威者，拘捕多人。
在37歲黑人男子斯特林被殺的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魯日

市，黑人組織「黑豹黨」成員與防暴警察爆發衝突，警方拘捕
約30人，並檢獲大批武器。田納西、印第安納和加州等地亦爆
發示威。紐約的示威者冒雨遊行，有參加者稱「看到黑人屍體
不斷堆積，感到憤怒」，高呼「不要種族歧視的警察」。
英國倫敦昨日有數百人上街示威，聲援美國黑人，他們手持

寫有「停止殺害我們(黑人)」等標語。 ■路透社

費城一群黑人少年日前與他們的導師見面，一起觀看路易斯安那州
黑人男子斯特林被殺的短片。14歲的雅翁看後不斷搖頭，呆坐望

向四周後才說：「他(斯特林)只是在忙碌工作，可能因不能失去工作而
售賣CD，如今一切都搞砸了。」雅翁又指，如果在街上看到警員，便
會走到另一邊甚至逃跑。另一青年賴特點頭認同，「我要確保自己不
會死去，遠離他們(警員)的視線，隨時準備離開。」

「遇警要閉嘴 不要還擊」
15歲的雷維爾則分享自己應對警員的方法，「我會試圖保持鎮定，

若警員到來，就閉上嘴巴；若他們將雙手放在你身上，不要還
擊……」此時雅翁插話說：「部分人就是因為反抗，最後命喪當
場。」
剛奪溫布頓女單冠軍的美國網球天后莎蓮娜威廉絲（細威），亦對

美國的槍械暴力及種族問題感到憂心，坦言擔心其家人的安全。她指
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需透過教育及努力去令各人彼此愛護，杜
絕槍擊案。

黑人權益組織恐失民眾支持
佛羅里達州白人警員齊默爾曼2012年槍殺
黑人青年馬丁，翌年被判無罪，引發全國示
威浪潮，更促使爭取黑人權益運動「黑人性
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冒
起，成為近年為受不公平對待黑人發聲
的重要組織。然而在達拉斯殺警案發生
後，BLM的活躍分子均憂心忡忡，擔心外
界會視他們為煽動犯罪和暴力的組織，損
害民眾對他們爭取黑人權益的支持。
縱然面對引起仇警歧視的指控，領導

BLM的亞歷山大表示，「這不代表要終結
我們的運動。事實上，我們希望令它強大
起來，沒有人應被不公正地殺害，警員如
是，黑人亦如是。達拉斯的殺警案代表問題
仍然存在。」 ■美聯社/《衛報》

美國近期接連發生警員槍殺黑人事件，其後

引發得州達拉斯的殺警報復行動，令警察與黑

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升溫。不少黑人均人心惶

惶，部分黑人少年坦言，遠離警員是保命上

策，一旦在街上遇到巡邏警員，便會立即逃

走，避免成為警方下一個目標。

黑人心聲
雅翁(14歲)：「我會走到街的另一邊及逃走，我不知道他們

(警員)會做些什麼。」

賴特(15歲)：「我要確保自己不會死去，遠離他們(警員)的
視線，隨時準備離開。」

雷維爾(15歲)：「我會保持鎮定。若警員到來，便閉上嘴
巴，不要還擊。」

道格拉斯(41歲)：「我要做的是，怎樣可盡快擺脫警察。」

卡特(32歲)：「在費城駕車時，多次被警察攔下，有時真的
非常沮喪。」

美聯社

奧巴馬安撫民眾
「不會倒退回60年代」

接匿名威脅
達拉斯警封鎖總部

美示威衝突
倫敦數百人聲援

■■將於將於1010月辭職的卡梅月辭職的卡梅
倫與各國元首道別倫與各國元首道別。。

■■BLMBLM支持支持
者示威者示威。。

■■參與示威的黑人女參與示威的黑人女
子被制服子被制服，，向警察怒向警察怒
目而視目而視。。 路透社路透社

■■警察向黑人示威者施警察向黑人示威者施
放胡椒噴霧放胡椒噴霧。。 路透社路透社

■■小女孩傷心痛哭小女孩傷心痛哭。。 美聯社美聯社

■■示威者堵塞交通示威者堵塞交通。。 美聯社美聯社

■■英國人越洋聲援英國人越洋聲援。。 法新社法新社

明尼蘇達州

路易斯安那州

達拉斯

倫敦

■■民眾在達拉斯民眾在達拉斯
警察總部外點燃警察總部外點燃
蠟燭蠟燭。。 美聯社美聯社

■■示威者點煙花示威者點煙花
造勢造勢。。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名黑人小童向白一名黑人小童向白
人警察獻花人警察獻花。。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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