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1955年文件「自衛隊可協防美國」
日本外務省昨日公開1955年至1988年間一批機密

外交文件，包括一份1955年8月的日美會談記錄，

顯示時任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曾向美方提出，當關島

受攻擊時，可討論派遣自衛隊協防。有專家指出，重

光葵的說法，與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有限度行使

集體自衛權，屬相同主張。

重光葵當年到訪美國，與時任美
國國務卿杜勒斯舉行會談，雙

方討論到若美國面對其他國家攻擊，
日本該如何應對。當時日本自衛隊剛
成立約1年。杜勒斯詢問重光葵「日
本能保護美國嗎？」假如關島受到攻
擊，日方會如何應對。重光葵回應
稱，如果是出於自衛，日方可討論出
動自衛隊。

圖展日美對等地位
杜勒斯追問重光葵，若日本憲法不
允許出動自衛隊，便沒有實際意義，重光葵回應說「只要是自衛
便可以討論」，杜勒斯聞言便稱「我此前不知道日本可以出兵海
外」。對於1952年4月生效的《美日安保條約》，重光葵形容為
「不完整」的條約，敦促美國談判新安保條約，以確保兩國可共
同保護西太平洋地區安全。
1952年的《美日安保條約》是美日之間首份安保協議，其中並
未列明美國有義務保護日本，而美日關係亦不對等。專門研究日
美外交史的日本大學教授信夫隆司分析，當年日本的基本認知是
不可行使集體自衛權，自衛隊亦不可出兵海外，信夫隆司認為，
由於當年有機會修改安保條約，重光葵發表這番言論，目的是展
現日本與美國之間的對等地位。
安倍晉三政府在2015年通過安保法案，容許自衛隊有限度行
使集體自衛權，信夫隆司認為，當年重光葵的言論，與安倍的政
策屬於同一種主張。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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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擬設「超級經濟部」約翰遜親信統籌
英國首相約翰遜預料將於明年2月大幅改
組內閣，英國《金融時報》昨日引述消息
指，約翰遜計劃把商務部與國務貿易部合
併，成為統合各類經濟政策的「超級經濟部
門」，大臣初步人選則是財政部首席秘書辛
偉誠，原因是他在早前代替約翰遜出席兩次
選舉辯論，而且表現出色。
《金融時報》引述接近約翰遜的消息人士
報道，辛偉誠早前代表約翰遜出席選舉辯論
時表現冷靜，並展示其演說才能，形容

他是「超級巨星」，使約
翰

遜認定他是「超級經濟部」大臣的「完美人
選」。

職能更廣 料着重吸納外資
保守黨消息人士亦提到，辛偉誠真心支持

脫歐，且在保守黨黨魁選戰初期已支持約翰
遜，故深得約翰遜信任，其形象亦有助展現
保守黨勇於革新的一面。不過亦有辛偉誠的
友人承認，辛偉誠面對鏡頭時仍略顯緊張，
用字遣詞亦過於公式。
39歲的辛偉誠是印度旁遮普裔人，曾就讀

貴族學校溫切斯特公學，並在牛津大學哲

學、政治及經濟課程以一級榮譽學士畢業，
後到美國史丹福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
2015年首次當選下議員，與同是印度裔的財
相賈偉德合作無間。
新整合的「超級經濟部門」職能將較現時
的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部更廣泛，預料將
重點研究吸引外資，扶助英格蘭中北部經濟
較差的地區。部分內閣成員甚至估計，辛偉
誠完成「超級經濟部門」工作後，有機會更
上一層樓擔任財相，長遠更有可能問鼎首
相。

■綜合報道

借集體自衛權出兵海外 與安倍主張相近

美國8歲女孩羅尚於1961年冷戰高峰期，致
函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表示擔心蘇聯一旦在
北極圈測試大型核彈，將會殺死聖誕老人，請
求肯尼迪阻止蘇聯測試。肯尼迪當時親自回
信，表示聖誕老人情況很好，着她不用擔心。
位於美國波士頓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

館，本月舉行一項以假日為主題的檔案資料展
覽，當中包括肯尼迪於1961年10月28日回覆
羅尚的信件。肯尼迪在信中表示，他前一天剛

與聖誕老人通電話，知道對方情況很好，聖誕
時會再次出動派禮物。肯尼迪又提到，他關注
蘇聯的測試對世界各國和所有人的影響。
最終在肯尼迪回信兩天後，蘇聯在北極圈投

下當時全球最大的核彈，據報威力達到日本廣
島和長崎原爆威力總和的1,570倍。
羅尚於2014年接受傳媒訪問時稱，她當時只

是擔心聖誕老人的安全，從未想過肯尼迪會回
信給她。 ■綜合報道

肯尼迪曾收女童信
稱憂蘇核試殺聖誕老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前日在軍方高層會
議上表示，俄國史上首次部署高超音速
武器，是全球唯一部署這種先進武器的
國家。
普京表示，在冷戰時期，前蘇聯在
研製原子彈、戰略轟炸機及洲際彈道導
彈上落後美國，如今俄羅斯在新型武器
研發上已超越美國，指美國正從後追
趕。他提到首支配備「先鋒」高超音速
導彈的部隊，將於本月內建立，而由戰
機發射的「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則已經
服役。

普京指出，「先鋒」導彈擁有洲際
導彈射程，在大氣的飛行速度達音速
20倍，發射後能改變軌跡及高度，令
敵人無法攔截，普京形容「先鋒」導彈
是屬於未來的武器，可穿透現役及未來
預計研發出的導彈防禦系統。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卡弗拒絕回應普

京的言論。美國國防部近年致力研發高
超音速武器，國防部長埃斯柏8月曾表
示，他相信美國數年後將擁有首枚高超
音速導彈，研發新型遠程武器將是軍方
首要任務。 ■綜合報道

美國科羅拉多州周一發生一宗離奇的銀行劫
案，一名滿臉白鬚的男子在打劫銀行後，在銀
行門外將大疊鈔票拋向空中、高呼「聖誕快
樂」。疑犯其後到附近一間星巴克
咖啡店坐下，被到場警員拘捕。
案發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據

警方公佈，65歲的奧利弗在中午
時分行劫當地一間銀行，掠走一批
現金，目擊者帕斯卡萊接受傳媒訪
問時稱，奧利弗步出銀行後沒有馬
上逃離現場，反而朝空中拋出大疊
鈔票，並大喊「聖誕快樂」，有途
人拾起鈔票送回銀行。奧利弗則走

到附近的星巴克坐下，似乎等待警方拘捕他。
帕斯卡萊說，疑匪好像決定當聖誕老人，將打
劫所得現金與他人分享。

警員到場拘捕奧利弗，他未
有反抗。星巴克經理稱，該名
男子沒有點任何飲品，店內亦
無人留意他。
警方表示，奧利弗未有持

械，他被扣押於監獄，定於今
日提堂。事後有途人將鈔票交
回銀行，但仍有數千美元鈔票
下落不明。

■綜合報道

俄部署高超音速武器
普京：領先全球

美翁劫銀行灑錢
高呼聖誕快樂

搶咪質問普京 俄記者疑「被辭職」

日本外務省昨日公開的外交文件顯示，美國和日本
於1969年討論將沖繩歸還日本及撤走在當地的核武
時，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美國總統尼克松曾達成
秘密協議，同意在緊急事態時重新在沖繩部署核武。
不過，當時一名白宮高層斷言「把核武再運回沖繩並
無戰略價值」，即使真正需要動用核武，亦可直接從
關島基地的B-52轟炸機或「北極星」潛艇發射，針
對朝鮮的潛在威脅，則可動用在韓國的核武。
一份1969年12月9日的外交電文，記錄了這名白

宮高層與日本駐美大使的對話，而在前一個月，美日
領袖剛就交還沖繩問題達成協議。外務省在公開電文
時將官員名字塗黑，但多名專家分析認為，該白宮高
層是國家安全委員會高層、主導國防部及白宮談判沖
繩問題的霍爾珀林。

美官員指「密約」旨在說服軍方
當年日本民眾仍被長崎及廣島原爆陰影籠罩，佐藤

榮作亦已提出「非核三原則」，故日美達成協議，同
意撤除沖繩基地內所有核武；但實際佐藤榮作與尼克
松之間存在「密約」，允許在出現緊急事態時，再次
於沖繩部署核武，以應對蘇聯及中國的威脅。
鑑於當年美國軍方反對從沖繩撤走核武，該白宮高

層認為，緊急事態下重新部署核武的「密約」，實際
目的只是說服軍方同意交還沖繩。軍方當年雖反對該
白宮高層的意見，不過最終決定權在美國總統手上，
結果尼克松信納白宮高層看法，撤除所有核武。

■綜合報道

■普京(右)與總理梅德韋傑夫出席政
府會議。 美聯社

■■文件指出日本早已提文件指出日本早已提
出借集體自衛權出兵海出借集體自衛權出兵海
外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重光葵

■■辛偉誠辛偉誠((左左))
或 將 掌 管或 將 掌 管
「「超級經濟超級經濟
部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周舉行年度記者
會期間，一名來自西伯利亞亞馬爾地
區國營電視台的女記者，在會上向普

京發問，近日有傳該名記者已被辭
退，原因之一是她「搶咪發問」。她
則指自己是主動辭職。
女記者亞羅夫斯卡亞在國營 Ya-

mal-Region電視台任職，她與同事一
同出席上周四的普京記者會，當時
輪到該電視台發問，普京發言人佩
斯科夫指示亞羅夫斯卡亞的同事提
問，但亞羅夫斯卡亞中途搶去咪高
峰。
亞羅夫斯卡亞隨即發問指，亞馬爾

地區一座大橋建造進度緩慢，並讚揚

該自治區首長阿爾特屈霍夫全力推動
工程，詢問普京聯邦政府是否亦應提
供協助。普京當時表示，認同該大橋
是重要基建，聯邦政府會適當處理。
俄媒則推斷，亞羅夫斯卡亞離職的

原因除了「搶咪」外，阿爾特屈霍夫
亦不滿她刻意讚揚自己。部分媒體則
提到，亞羅夫斯卡亞於社交平台發
文，稱看不見普京臉上有注射肉毒桿
菌的痕跡，以回應外界有關普京曾整
容的傳聞，這帖文或導致她被辭退，
而帖文事後已被刪除。 ■綜合報道

■■亞羅夫斯卡亞向普亞羅夫斯卡亞向普
京發問京發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奧利弗奧利弗

■■尼克松最終撤除所有部尼克松最終撤除所有部
署沖繩的核武署沖繩的核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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