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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恐襲疑雲「濕平」變逃命16傷

去年獲選為《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
物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微博twitter
表示，《時代》近日邀請他受訪和拍攝照
片，但又不願證實他是否蟬聯，因此他拒
絕當今年的風雲人物。《時代》回應指特
朗普錯誤理解年度風雲人物的評選方法，
表示在下月6日正式揭曉前，不會就誰人
當選作出評論。

《時代》邀拍照 稱可能當選
特朗普稱，《時代》表示他「可能」會

成為風雲人物，「我覺得『可能』聽起來
不太好，所以就拒絕了」。不過《時代》
前總編輯施滕格爾指出，「可能」意思是

特朗普本來就不會當選，認為《時代》只
是想為特朗普拍照，又譏諷特朗普仍收藏
他為封面人物的偽冒《時代》周刊封面。
《時代》每年底都會選出過去一年對全
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成為年度風雲人
物，而不論其影響是好是壞。特朗普去年
獲選時，封面標題為「分裂美國的總
統」。特朗普向來重視這項名銜，曾於
2012年、2014年及2015年得知落選時，
在twitter大發牢騷。《華盛頓郵報》今年
6月揭發，特朗普名下多個高爾夫球俱樂
部，掛出展示特朗普肖像並附上正面評價
標題的假《時代》封面。

■法新社/美聯社

特朗普聲稱拒當《時代》風雲人物總統護航 波蘭重推司法改革爆示威
波蘭今年7月曾以打擊貪腐和簡化

司法制度為由，提出極具爭議的司
法改革法案，賦予執政法律與公義
黨(PiS)有更大權力任免法官，被指
破壞法治，最終遭總統杜達否決。
不過，政府與杜達商議後達成共
識，由杜達提出修訂法案，再次引
起民眾不滿，數千人前日在全國逾
100個城市發動示威。
屬PiS盟友的杜達稱，原先的法案

給予司法部長過大權力，其辦公室本
周向眾議院提交修訂案，並進入辯論
階段，不過未有公佈細節，PiS控制
的一個國會委員會前日初步通過，將

提交眾院表決。反對派議員對杜達的
提案表示失望，許多民眾亦認為修訂
案根本沒有修改，仍是違反憲法，剝
奪司法機關的獨立性。

歐盟威脅實施制裁
不少年輕人上街遊行示威，沿途

高呼「法院自由、選舉自由、波蘭
自由」口號，有示威者表示，他不
會同意導致波蘭離開歐盟的法律。
歐盟指波蘭的司法改革法案不符合
歐盟法律，威脅實施制裁。

■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
法新社/美聯社

305死誓以牙還牙 戰機轟武裝分子據點埃及西奈

半島清真寺前日

發生的恐怖襲擊，死亡人

數增至最少305人，另有128人傷，

死者包括27名小童。雖然未有組織承

認責任，但埃及當局相信是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埃及分支「伊斯蘭國

西奈省」所為，總統塞西誓言要「以牙還

牙」，空軍隨即空襲多個恐怖分子據點，殺

死多人。遇襲地點北西奈省自2014年起實

施緊急狀態，但以「西奈省」為首的極端勢力剿之不

盡，分析認為埃及當局應該以今次襲擊為契

機，加大打擊恐怖組織力度。

清真寺屠殺
觸發埃及大反恐

隨着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伊
拉克和敘利亞節節敗退，企圖建立「哈里
發國」的目標已落空，但前日埃及西奈半
島的清真寺恐襲，顯示ISIS地區分支仍
有能力策動大規模襲擊，造成重大傷亡。
分析家指出，有跡象顯示ISIS正陷入權
力鬥爭，各地分支爭奪ISIS領導地位，
預料將更趨激進，發動更大型襲擊。
《華盛頓郵報》引述一名美國反恐官

員稱，雖然ISIS在戰場上已被擊敗，但
散落不同地方的勢力仍然難以遏制，尤其
一些本土叛亂分子。今次埃及恐襲亦顯
示，埃及政府無法擊潰本土武裝分子。他

認為需依靠各國本身的軍隊，自行處理境
內威脅，不能依賴國際聯盟或美國的支
援。
ISIS埃及分支目前有多達1,000名成

員，一架俄羅斯客機兩年前在西奈半島墜
毀，機上224人全部遇難，懷疑是他們所
為。ISIS埃及分支以往主要襲擊軍警和基
督徒，但今次襲擊清真寺，顯示他們針對
遜尼派穆斯林平民。研究ISIS宗教根源
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海卡爾指出，
ISIS這次罕有地襲擊同屬遜尼派的蘇非教
派穆斯林，是希望凸顯ISIS才是最強硬
的派系。 ■《華盛頓郵報》

全球多國哀悼埃及
清真寺恐襲的死者，
其中法國地標巴黎鐵
塔前晚熄燈，英國伯
明翰圖書館外牆、加
拿大多倫多的國家電
視塔則亮起埃及國旗
的燈光。與埃及西奈
半島接壤邊境的以色
列，特拉維夫市議會
大樓外牆亮起巨型埃
及國旗。

■美國廣播公司

今次遇襲的清真寺是蘇非教派穆
斯林經常聚集祈禱的地方，該教派
屬伊斯蘭教一個神秘分支，強調拋
棄物質主義和透過冥想接近真主，
又主張包容及多元主義，被原教旨
主義者及極端分子視為異端，近年
屢次成為襲擊目標。
信奉遜尼派的極端組織「伊斯蘭
國」(ISIS)認為，遜尼派中唯原教旨主
義是正統，將崇拜聖人、同屬遜尼派
的蘇非派視為威脅，多次發動襲擊。
ISIS今年2月曾在巴基斯坦，襲擊在
一個蘇非派哲學家陵墓崇拜的教徒，
造成逾80人死亡。美國密歇根大學現
代蘇非主義專家克內什指出，伊斯蘭
教核心教義在於相信真主是獨一無
二，只能向祂崇拜，部分極端主義者

認為蘇非派是崇拜偶像。

反政府人士眼中釘
除了宗教觀念差異外，政治因素也

是蘇非派受迫害的原因。由於埃及總
統塞西曾承諾保護少數宗教派別，加
上政府視蘇非派為溫和及不熱衷政治
的伊斯蘭教派系，令蘇非派成為反政
府人士眼中釘，希望透過打擊蘇非
派，削弱塞西的管治威信，克內什表
示，這些人認為埃及社會正走上歪
路，而蘇非派是政府的幫兇。
雖然蘇非派惹來極端組織不滿，

但恐怖組織「基地」和ISIS對於是
否應殺害蘇非派信眾存在分歧，
「基地」認為應槍口對外，對付美
國等西方大國。 ■《紐約時報》

「伊斯蘭國」分支權鬥掀「恐襲競賽」

遇襲清真寺位於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
市以西約40公里，事發時正有大批

信眾在寺內做禮拜。據報恐怖分子多達
25至30人，他們持有ISIS常見的黑色旗
幟，分乘5輛越野車抵達清真寺，先在門
外引爆炸彈，然後守在清真寺大門和窗
戶，以自動步槍掃射爭相逃離清真寺的信
眾，並射擊趕往現場的救護車。

信眾失18親屬 總統電視講話
一名信徒稱，他們當時呼救無門，他

有18名親屬在慘劇中遇害。與父親一起
禮拜的14歲少年納塞爾憶述，一名武裝
分子曾讓兒童離開，但他當時已遭到槍
傷，暫時未知父親安全與否。當地居民
指，清真寺內的信眾多是附近鹽廠工人。
塞西隨即召開全國反恐委員會會議，

並發表電視講話，揚言要對製造襲擊的恐
怖分子發動「無情打擊」。埃及空軍數小
時後派出戰機，炸毀多個武裝分子據點、
武器庫和他們駕駛的車輛。

料促使以埃加強反恐合作
北西奈省過往也曾發生多次恐怖襲

擊，但主要針對警察或保安部隊，針對平
民的大型襲擊較少見。2014年10月一宗
造成30多名士兵死亡的襲擊後，埃及政
府宣佈北西奈省進入緊急狀態至今，但其

間仍然多次發生襲擊，除了「西奈省」
外，恐怖組織「基地」據報亦策劃了多宗
襲擊。
埃及金字塔政治與戰略研究中心研究

員阿瑟認為，埃及軍方近期勢必加大在西
奈半島的反恐力度，原因是當局不希望看
到西奈為數眾多的部族武裝自發與恐怖組
織對抗。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所
長孫德剛認為，恐襲將迫使塞西政府延長
緊急狀態，對極端分子採取高壓措施。此
外，恐襲還將促使埃及進一步加強與以色
列反恐合作，並且更加堅定參與地區反恐
行動。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衛報》

主張包容成「異端」
蘇非派屢遭迫害

巴
黎
鐵
塔
熄
燈

多
國
亮
埃
及
國
旗

40

55

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購物人潮聞槍擊即時爭相走避購物人潮聞槍擊即時爭相走避，，有人慌忙間跌倒有人慌忙間跌倒。。 路透社路透社
■■荷槍實彈的警員到現場搜索荷槍實彈的警員到現場搜索，，群眾走群眾走
進商店暫避進商店暫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國倫敦著名購物區牛津街前日懷疑
傳出槍聲，民眾以為發生恐怖襲擊，因
此倉皇走避，在混亂中互相擠撞，造成
16人受傷。警方接獲市民報案稱聽到槍
聲，趕到現場封鎖附近一帶及緊急疏散
人群，調查後證實虛驚一場，相信是兩
名男子在地鐵站爭執而引起恐慌。
事發時正值「黑色星期五」購物高峰

期，大批市民在牛津街搶購減價促銷商
品。警方到場後關閉地鐵站及疏散人群，
並封鎖部分地區。警方最初稱，有人報
案指牛津圓環和牛津圓環地鐵站傳出槍
聲，疑與恐怖分子有關，呼籲購物人士留
在店舖內以策安全。但經過一個多小時調
查後，警方表示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人士、
槍擊證據或傷亡跡象，隨即解封。

兩男地鐵月台爭執惹恐慌
當時在現場的易卜拉欣稱，事發時人

們開始大聲叫喊，她亦被人群推進一間
商店內，「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像一場噩夢」。有目擊者稱看見一名
老婦及一名牽着小孩的男子被撞倒地
上。
英國交通警察部門表示，相信事件起

因是兩名男子在牛津圓環地鐵站月台發
生爭執，警方已發放該兩名男子的閉路
電視影像，正試圖聯絡兩人協助調查，
並呼籲公眾提供資料。
鑑於英國自3月以來已發生5宗恐怖襲
擊，群眾恍如驚弓之鳥，得悉懷疑發生
槍擊案後，立即恐慌逃離現場，許多人

衝入已迫滿人群的商店避難。倫敦救護
服務部門說，16人在逃離牛津圓環時受
傷，其中7人即場接受治療後已離開，
其餘9人需送院治理。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民眾將傷者抬離清真寺民眾將傷者抬離清真寺。。 美聯社美聯社

■■示威人士舉起國旗及歐盟旗幟示威人士舉起國旗及歐盟旗幟。。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