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今天是日本偷襲珍珠港7575周年周年，，當地早上舉行紀念活當地早上舉行紀念活

動動，，哀悼在襲擊中喪生的美國士兵哀悼在襲擊中喪生的美國士兵。。日本首相安倍晉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前晚宣佈三前晚宣佈，，將於本月將於本月2626日至日至2727日赴夏威夷與美日赴夏威夷與美

國總統奧巴馬會面並訪問珍珠港國總統奧巴馬會面並訪問珍珠港，，成為首位到成為首位到

訪的日本首相訪的日本首相。。不過日本政府昨堅稱不過日本政府昨堅稱，，安倍此安倍此

行並非為了就珍珠港事件謝罪行並非為了就珍珠港事件謝罪。。分析指分析指，，安倍安倍

不在今天不在今天「「正日正日」」訪問珍珠港訪問珍珠港，，可能正是為了可能正是為了

避免給外界造成避免給外界造成「「道歉道歉」」的印象的印象。。

日：安倍訪珍珠港非謝罪
圖向華展示美日同盟 迴避今75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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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前日表示，絕不能重演戰爭的悲劇，
珍珠港之行有助向外界傳遞「和解」的

訊息，展示美日已放下歷史紛爭。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昨日聲稱，安倍此行主要目的
在於哀悼死者，並非道歉和謝罪，「首相
對於過去戰爭的想法，已全部體現在去年8
月的戰後70周年談話中」。外相岸田文雄
也表示，此次是為「展現不讓戰禍重演的
決心以及日美和解」，並非是圍繞日美開
戰而道歉。

偕奧巴馬向紀念館獻花
1941年12月7日早上，日本海軍的航母載

戰機和小型潛艇，突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在珍
珠港及陸軍和海軍在瓦胡島的機場，導致
2,400名美國人喪生、1,250人受傷，最終將
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多美國人堅持
日方須道歉，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前日在記
者會上，迴避了安倍應否道歉的質疑，僅表
示退伍軍人認為珍珠港事件傷害了美國人的
感情，無法接受是很自然的事，但相信國民
會撇開個人仇恨，理解安倍訪問的重要性。
白宮則表示，安倍將偕同奧巴馬，向「亞利
桑那」號(被擊沉的珍珠港戰艦)紀念館獻花，
又稱安倍之行「讓美國人感到溫暖」。

推高民望 趁機提前大選
奧巴馬5月訪問被美軍投下原子
彈的廣島，是首位到訪當地的在任
美國總統。分析認為，日政府自此
一直為安倍出訪珍珠港鋪路。知情
人士透露，日本歷任首相擔心若
到訪珍珠港，會開啟先例，中韓
等曾被日軍入侵的國家或因此要求
日政府承擔責任。候任美國總統特朗
普在競選時，批評日本的國防開支不
足，又聲言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TPP)談判，美日關係面臨嚴峻挑
戰。分析指，安倍此行意圖向中國展示美
日同盟穩固，同時也是向特朗普謀求加強
盟友關係。
按照官方說法，安倍的行程是為了配合奧

巴馬月底到夏威夷度假，但亦有分析認為，
安倍避開今日，是為了避免令人覺得他是去
道歉。此外，安倍亦可能打算趁在野黨未
成氣候，下月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以
保住國會大多數議席，珍珠港之行料
有助提升其民望，增加勝算。

■共同社/日本新聞網/
美聯社/路透社

在日軍偷襲珍珠港期間，「俄克拉
何馬」號是其中一艘遭擊沉的美軍戰
艦。美國國防部去年下令起出艦上

388名陣亡美軍的遺骸，交由法證專
家利用先進的脫氧核糖核酸(DNA)測
試技術，辨別遺骸身份。
國防部下令將有關美軍遺骸移送至

檀香山的戰俘及失蹤軍人統計署
(DPAA)中心，交由齒科專家、技術人
員及人類學家組成的團隊檢驗。該中
心實驗室主管津尼指，團隊幾乎每日
都進行確認工作，單在去年已辨認出
53具遺骸身份。
津尼指出，沉沒戰艦漏出大量重油

及燃料覆蓋着骸骨，阻止細菌滋生，
有助骸骨保存，令提取DNA的成功
率極高。DPAA中心最近辨認出的遺
骸，是來自密西西比州的約翰斯頓，
骸骨已運返其家鄉，定於昨日安葬。
失蹤美軍的家屬近年陸續提供

DNA樣本，讓專家得以確認不少
遺骸的身份，所有身份獲確認的
陣亡將士，將以軍方榮譽葬禮
下葬。

■法新社

逾300美軍遺骸待DNA鑑定

美國歷史文物收藏家倫德爾1999
年在波士頓市郊設立二戰博物館，收
藏了50萬件二戰相關文物，包括美軍
報告珍珠港遇襲的電報，以及時任准
將艾森豪威爾的兒子、西點軍校學員
約翰向父親尋求建議的信件。
約翰的信是首次公開展出，他當時

剛與其他學員得悉，將提早從軍校畢
業並派上戰場。約翰在信中寫道，他
難以相信日本膽敢偷襲夏威夷，問父
親「我應做什麼才能讓自己準備好上
戰場？」
博物館展示的珍珠港相關文物，還

有遭擊落的日本戰機殘骸，以及遭擊

沉的「亞利桑那」號戰艦艦橋的
望遠鏡。博物館也展出美國向居美日
人後代報復的證據，例如寫有「獵殺
日本人執照」字樣的扣針、政府下令
洛杉磯日裔居民向當局登記的海報，
以及日裔人在拘留營內所畫的圖畫。

■路透社

艾森豪威爾子求助信首展出

安倍晉三訪問珍珠港的計劃可追
溯至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當時想
訪問日本廣島，又顧忌保守派反
對，於是提出安倍訪問珍珠港，作
為交換條件，但當時遭到日方拒
絕。直至奧巴馬的廣島之行後，安
倍訪珍珠港的建議再被提及。特朗
普上月當選美國總統，日方更加緊
籌備訪問計劃，顯然有一番盤算。
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安倍4月收

到奧巴馬幕僚的查詢，以「奧巴馬
訪廣島」換取「安倍訪珍珠港」，
當時安倍立即拒絕。特朗普在5月
競選期間，批評奧巴馬訪問廣島，
質疑他有否與安倍討論珍珠港事
件。安倍的妻子8月曾以個人名義
到訪珍珠港，外界認為是為安倍親
自來訪鋪路。到了特朗普當選後，
安倍更加意識到有必要應對特朗普
對日本的批評，於是打算利用訪問

珍珠港，獲得美國保守派和特朗普
的肯定。安倍在宣佈訪問的消息
時，使用了「犧牲者」一字，它的
含意相當模糊，既可指悼念殉職的
美國軍人，但也可以指日軍機師，
令人質疑安倍是否真心哀悼美國的
戰爭受害者。

日眾院通過賭場法
逾半人反對

安倍上任以來，一直推動賭場合
法化，希望藉此刺激旅遊業。眾議
院昨日通過建議賭場合法化的法
案，將提交參議院審議。然而，日
本民眾普遍認為賭場會影響治安，
並引起各種社會問題，據《讀賣新
聞》最新調查，57%受訪者反對賭
場合法化。安倍宣佈珍珠港之行的
時機，亦很「巧合」遇上國會眾議
院通過賭場法案，分析指安倍正是
利用珍珠港訪問來轉移外界視線，
匆匆讓賭場法案闖關，紓緩外界對
政府的批評。

傳特朗普甫上任即會安倍
日本時事通訊社昨日報道，首相

安倍晉三擬於明年1月27日，與屆
時已剛就職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會
面。由於特朗普上任僅一周，安倍
很可能成為特朗普入主白宮後首位
會見的外國領袖。日本外務省其後
發聲明，否認有此安排。

■《日本經濟新聞》/
The Daily Beast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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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會國政調查特別委員會昨日召開首次聽證會，調查總統朴槿惠
閨蜜崔順實涉嫌強迫韓企向她名下基金捐款事件，韓國8大企業掌舵人
均有出席。成為質詢矛頭的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表示記不起何時得
知崔順實的存在，又否認朴槿惠曾要求他捐款，但承認提供馬術訓練資
助的方法不恰當，對此感到非常後悔。
除李在鎔外，現代汽車、LG、樂天、韓進等財閥的會長，以及由財閥
組成、被指與崔順實私相授受的「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全經聯)會長及副
會長合共15人，以證人身份出席聽證會，整個問話過程由電視直播。

忘記何時得悉崔順實的存在
由於三星牽涉的捐款額最大，也是唯一以基金以外方式資助崔氏家族
的財團，因此大部分提問都針對李在鎔。李在鎔稱記不起何時得悉崔順
實的存在，又否認透過資助崔順實名下體育財團以換取利益。他承認曾
兩度與朴槿惠單獨會面，但對方沒要求他捐款。李在鎔還表明今後不再
參與全經聯的活動，並考慮退出該組織。
SK及CJ財團會長均曾獲特赦，調查委員會向他們問話，調查特赦與

捐款是否有關。全經聯會長許昌秀則指，韓企純粹因難以拒絕政府要求

才捐款。第2次聽證會將於下月7日舉行，崔順實、前青瓦台核心成員
安鐘範及鄭虎成等27人將被傳召出席。

朴槿惠願在明年4月卸任
朴槿惠昨午會見執政新國家黨領袖，表示將會按照黨的方針，自願在

明年4月卸任，讓大選提前在6月舉行。朴槿惠又稱會靜觀彈劾案進
展，若彈劾案通過，她將接受結果。 ■韓聯社/中央社

韓8大企聽證會 三星掌舵人認衰 李在鎔成「不記得先生」
■李在鎔不斷重複說「不記得」、「不清楚細節」，藉此迴避問
題，有「財閥殺手」之稱的議員朴映宣一度失去耐性，向李在
鎔咆哮：「別給我無稽的答案，不要背誦預先準備的答案。」
朴映宣還嘲笑李在鎔記憶力差，質問他到底知道些什麼，後者
只能道歉。

■韓國常被批評官商勾結嚴重，各財閥會長卻把自己描繪成受害
人，在不情願下遭政治干預。CJ會長孫京植稱，朴槿惠曾向他
們施壓，迫副主席李美敬辭職，如同軍政府執政年代發生的
事。CJ曾資助一系列批評朴槿惠施政的電影及電視節目，青瓦
台因此視李美敬為眼中釘。

■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被指鼓勵企業向崔順實的基金捐款，三
星作為全經聯最大贊助人，有議員要求李在鎔承諾停止捐款給
該組織。另一議員則挑戰各企業會長，要求反對解散全經聯的
人舉手，結果有5人舉手。

法新社

■■韓國韓國88大企業掌舵人出席聽證會大企業掌舵人出席聽證會，，三星電子副會三星電子副會
長李在鎔長李在鎔((前排中前排中))不斷重複說不斷重複說「「不記得不記得」」。。 彭博社彭博社

■安倍將於月
底到訪珍珠
港，向「亞利
桑那」號紀念
館獻花。

美聯社

■■22,,400400名美國人在珍珠名美國人在珍珠
港事件中喪生港事件中喪生。。 路透社路透社

■■安倍夫人安倍夫人
安倍昭惠安倍昭惠88
月曾以個人月曾以個人
名義到訪珍名義到訪珍
珠港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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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水手屍體沖美軍水手屍體沖
到岸邊到岸邊。。 路透社路透社

■■珍珠港事件被拍珍珠港事件被拍
成電影成電影。。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