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千
世
界
，
最
骯
髒
、
齷
齪
的

莫
過
於
政
治
。
美
政
壇
近
期
演
繹
的

奧
希
﹁口
水
戰
﹂
便
是
例
證
。
烏
克

蘭
危
機
、
巴
以
衝
突
、
伊
拉
克
戰
亂

集
中
爆
發
，
奧
巴
馬
外
交
陷
入
內
外

交
困
的
窘
境
。
在
此
危
難
之
際
，
作
為
奧
巴
馬
左
膀
右

臂
的
前
國
務
卿
希
拉
里
，
不
僅
沒
說
一
句
寬
心
話
，
救

總
統
於
水
火
，
反
而
落
井
下
石
，
對
奧
巴
馬
外
交
大
加

撻
伐
，
欲
與
﹁跛
腳
鴨
﹂
總
統
切
割
，
以
圖
二○

一
六

年
登
上
總
統
大
位
。

奧
巴
馬
與
克
林
頓
夫
婦
不
睦

，
在
美
上
下
早
就
不
是
什
麼
新
聞

，
其
中
原
因
也
是
路
人
皆
知
。
所

謂
政
見
相
左
、
理
念
不
同
等
等
嚴

肅
評
析
，
顯
然
高
抬
了
兩
人
的
矛
盾
。
最
主
要
的
還
是

奧
巴
馬
搶
了
希
拉
里
的
風
頭
，
一
個
被
克
林
頓
稱
為

﹁不
配
拎
包
﹂
的
黑
人
，
戰
勝
了
如
日
中
天
的
希
拉

里
，
登
上
總
統
寶
座
，
克
林
頓
夫
婦
嚥
不
下
這
口
氣
。

雖
迫
於
大
勢
，
希
拉
里
在
奧
巴
馬
之
下
屈
拜
國
務
卿
，

但
從
不
甘
心
安
於
現
狀
，
時
時
刻
刻
在
尋
找
機
會
，
取

而
代
之
。

現
在
的
機
會
來
了
。
離
二○

一
六
總
統
選
舉
尚
有

兩
年
時
間
，
已
任
兩
屆
總
統
的
奧
巴
馬
即
將
到
了
交
棒

時
間
。
由
於
內
外
政
策
均
存
在
嚴
重
失
誤
，
奧
巴
馬
內

外
交
困
，
寸
步
難
行
，
有
不
少
把
柄
落
入
人
手
。
在
美

國
內
，
凡
是
有
點
分
量
的
政
治
家
，
都
可
以
順
手
牽
來

地
對
奧
巴
馬
評
論
一
番
，
批
評
總
統
正
是
變
為
一
種
時

尚
潮
流
。
懷
揣
﹁野
心
﹂
的
政
客
希
拉
里
自
不
甘
落
後

，
把
槍
口
指
向
內
部
，
瞄
準
了
本
黨
最
高
行
政
長
官
，

猛
烈
開
火
，
要
與
奧
巴
馬
實
現
切
割
。

實
際
上
，
自
今
年
六
月
出
版
新
書
，
希
拉
里
就
已

對
奧
巴
馬
政
策
表
示
不
屑
，
開
始
有
意
識
地
與
其
拉
開

距
離
。
近
期
國
際
危
機
的
爆
發
，
更
為
其
與
奧
﹁切
割

﹂
提
供
了
靶
子
。
希
拉
里
拿
奧
巴
馬
﹁不
做
傻
事
﹂
的

口
頭
禪
開
涮
，
認
為
這
不
是
一
個
偉
大
國
家
指
導
原
則

，
輕
蔑
、
鄙
視
之
意
溢
於
言
表
。
希
拉
里
抨
擊
奧
巴
馬

中
東
政
策
，
認
為
美
未
能
全
力
支
持
敘
利
亞
溫
和
派
助

長
了ISIS

極
端
組
織
在
伊
拉
克
的
崛
起
。
希
拉
里
還
對

與
奧
巴
馬
關
係
十
分
緊
張
的
以
色
列
總
理
內
塔
尼
亞
胡

表
示
強
烈
支
持
，
令
總
統
頗
沒
面
子
。

奧
巴
馬
對
希
拉
里
的
﹁不
義
之
舉
﹂
頗
為
惱
火
。

從
未
來
總
統
候
選
人
角
度
講
，
奧
巴
馬
也
能
理
解
希
拉

里
的
所
作
所
為
，
沒
有
哪
位
候
選
人
想
背
負
現
政
府
的

﹁政
治
負
資
產
﹂
前
行
。
但
從
自
己
內
閣
前
核
心
閣
僚

看
，
奧
巴
馬
有
理
由
憤
怒
。
日
前
，
有
議
員
使
用
與
希

拉
里
相
似
的
口
脗
，
對
奧
巴
馬
敘
利
亞
政
策
提
出
質
疑

，
奧
巴
馬
終
於
爆
發
，
很
不
留
情
面
地
直
斥
其
﹁胡
說

八
道
﹂
。
這
句
話
既
是
說
給
該
議
員
聽
的
，
更
是
影
射

場
外
的
希
拉
里
。

希
拉
里
欲
與
奧
巴
馬
外
交
切
割
，
實
屬
不
明
智
。

作
為
奧
巴
馬
內
閣
的
原
國
務
卿

，
希
拉
里
參
與
了
奧
式
外
交
全

程
，
從
﹁重
返
亞
太
﹂的
重
大
戰

略
調
整
，
到
伊
拉
克
、
阿
富
汗

撤
軍
，
有
哪
一
項
戰
略
決
策
少

了
其
身
影
，
哪
一
項
不
是
希
拉
里
親
自
站
台
，
或
為
奧

巴
馬
打
前
站
，
或
為
其
搖
旗
吶
喊
。
要
說
失
誤
，
希
拉

里
難
辭
其
咎
，
要
說
切
割
，
希
拉
里
如
﹁抽
刀
斷
水
﹂。

貶
低
奧
巴
馬
，
希
拉
里
未
必
能
抬
高
自
己
，
社
會

反
而
對
其
人
品
、
誠
信
產
生
懷
疑
。
外
界
已
有
傳
言
稱

，
希
拉
里
在
奧
巴
馬
﹁深
陷
﹂
地
區
危
機
之
際
﹁撇
清

自
己
﹂
，
顯
示
其
是
一
位
﹁非
常
精
於
算
計
得
失
的
女

人
﹂。
這
樣
的
評
語
顯
然
不
是
褒

獎
，
更
不
是
希
拉
里
想
聽
到
的
。

與
奧
巴
馬
切
割
：
希
拉
里
撇
得
清
？

美軍進山暫不疏散伊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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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各抵埗 韓朝炮迎
教皇時隔25年首訪 主持和解彌撒

輕車簡從 教皇親民

▲▲韓國民眾韓國民眾1414日在首爾街頭迎接教皇到來日在首爾街頭迎接教皇到來 美聯社美聯社 ▲▲首爾市中心的光化門豎起巨大的十字架首爾市中心的光化門豎起巨大的十字架 路透社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彭博
社14日消息：正在韓國訪問的教皇方
濟各，再次展現其一貫的平易近人簡
樸作風。方濟各除了跟記者 「零距離
」親密接觸，還挑選了韓國國產汽車
品牌的普通汽車作為座駕，而並非是
防彈豪華房車。

方濟各乘坐的飛機從羅馬菲烏米
奇諾機場起飛飛往韓國，來自各國的
70多名記者與他同機訪韓。在飛機起
飛約40分鐘後，方濟各出現在記者們
面前，與記者們進行了30分鐘的 「零
距離」接觸。

方濟各身着白色法衣，帶着和藹
的微笑向記者們揮手致意。他還簡短
地用英文對韓國記者說道「Glad to
meet you」（很高興見到您）。部分
記者還很幸運地用手機與教皇合影。
教皇大約和記者共處30分鐘後重新回
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教皇提到了在加
沙地區進行採訪時遇難的美聯社意大

利籍攝影記者，提議為該記者祈禱。
法新社記者表示，前任教皇本篤十

六世性格稍顯內向，方濟各面對記者
更積極一些。

一向以節儉著稱的方濟各沒有專
機，此次訪韓租用了意大利航空公司
的空中巴士330客機。飛機除了在駕
駛座旁邊豎着意大利國旗和印有教皇
徽標的旗幟之外與普通飛機無異，
不設頭等艙，也沒有另設供教皇休
息或辦公的空間。因此，方濟各和隨
行樞機主教等梵蒂岡高層人員乘坐商
務艙，記者和教廷隨行人員乘坐經濟
艙。

方濟各在訪韓期間乘坐的車輛，
也是韓國本土品牌 「起亞」1.6升排
量的中型車 「秀爾」。去年方濟各就
任時曾宣布不使用防彈車，他提出在
訪韓期間，乘坐級別最低的韓國產汽
車。前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出訪時，乘
坐的是專屬的平治防彈車。

▲教皇在專機上與一名韓國女記者
合照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法
新社、美國《紐約時報》14日消息
：教皇方濟各14日抵達首爾展開為
期5天韓國訪問，他成為25年來首
位訪問韓國的教皇，也是羅馬教廷
宗主15年來首次到訪亞洲國家。韓
國出動最高禮儀規格迎接教皇抵埗
，總統朴槿惠親自到機場迎接，並
且鳴放21響禮炮。與此同時，朝鮮
向東部連發5枚火箭炮，懷疑向教
皇到訪以及即將到來的韓美聯合軍
演示威。

▲教皇乘坐韓國本土品牌的汽車前
往青瓦台 路透社

▲韓國總統朴槿惠（右）14日在青瓦台迎接教皇方濟各 路透社

▲逃離辛賈爾山的雅茲迪人13日抵達伊拉克
多胡克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國《紐約時
報》、英國《每日郵報》14日消息：美國13日
晚派出海軍陸戰隊和特種兵抵達伊拉克北部的
辛賈爾山，評估如何疏散數千名遭遜尼派極端
分子 「伊斯蘭」（ISIS）圍困的雅茲迪人。美軍
評估過當地的情況之後表示，不太可能執行疏
散難民。

大約十幾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和特種作戰部

隊士兵組成的秘密小組，於13日稍晚時飛抵伊
拉克北部的山區。這批美軍在當地開展為期一
天的行動，向山中的難民及庫爾德 「敢死軍」
作戰人員了解情況。

難民多逃離 情況好於預期
這是首次確認有他國軍事人員介入辛賈爾

山區。不過，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周三發表聲
明稱，美國執行救援任務的 「可能性現在變得
很小」，因為評估小組報告稱，難民比之前預
計的少得多，那些仍留在山中的難民狀況相對
較好。

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表示， 「根據工作小
組的評估，部分原因是人道主義物資空投非常
成功。」

一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還有幾千名雅茲
迪人留在山中，並非當初最初所說的數萬名難
民。另一名美國官員表示，一些留在辛賈爾山
的人告訴美國士兵，他們覺得那裡是避難所，
是家，他們不願離開。人道主義援助機構估計
，留在山中的雅茲迪人為5000人，約有4.5萬名
難民已經逃離。

五角大樓發表聲明前幾個小時，美國副國

家安全顧問羅茲暗示，行動確實有捲入武裝衝
突的危險，可能包括派遣地面部隊，但他重申
，總統奧巴馬不會讓地面部隊返回伊拉克。

英國首相卡梅倫也表示，基於美國方面
暫緩行動，已經在伊拉克地面待命的英國皇
家空軍救援行動被叫停，將會在 「需要時出
動」。

孩子口渴 父母割手餵血
儘管國際社會的救援行動暫停，雅茲迪族

人依然為生存苦苦掙扎。英國天空電視台記者
採訪時得知，由於缺乏食物和飲用水，小孩口
渴時，父母只能割手餵血。

現時約8000名雅茲迪族人，成功逃至伊拉
克杜胡克的難民營。一名難民男子稱，他目睹
有四名孩子在山區渴死，由於無法埋葬，人們
只能用石塊掩蓋遺體。另一名男子表示，在山
上期間，小孩們太口渴，父母在無計可施之下
，只有割手放血，供子女喝下去解渴。

難民稱花了12個小時，才能從被圍困的山
區走到臨時難民營，但營內情況惡劣，沒有電
力供應，只有三至四個廁所並沒有救援組織駐
紮，僅靠附近的居民提供食物及食水過活。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13日消息：美國前
國務卿希拉里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三在馬薩諸
塞州瑪莎葡萄園島會面，雙方盡力拋開對外交
政策的歧見。

奧巴馬正在瑪莎葡萄園島度假。總統發言
人說，希拉里開玩笑說打算在一場派對緊抱奧
巴馬，使白宮相信事情將往好的方向前進。

希拉里在書店開簽書會時告訴記者： 「就
像任何伴侶和朋友一樣，我們也有歧見。」 「
但我很自豪我曾與他共事、為他服務，期待今
晚見到他。」

希拉里先前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專訪時，似乎有意在外交政策方面
和奧巴馬割席。希拉里表示，ISIS壯大，是奧
巴馬的敘利亞政策失誤，沒有努力支持敘利亞
叛軍。

這是希拉里和奧巴馬在2008年黨內初選對
決以來，最嚴重的對立。

希
拉
里
：
﹁

緊
抱
﹂
奧
巴
馬
力
彌
歧
見

【大公報訊】綜合俄新網、路透社、英
國廣播公司14日消息：烏克蘭東部由親俄分
子控制的頓涅茨克，遭到烏克蘭政府軍的大
量炮擊。這是頓涅茨克市中心首次遭到炮彈

襲擊。與此同時至少260輛裝載救援物資的
俄羅斯卡車接近了叛軍控制的邊境入口。車
隊似乎是開往俄羅斯城市羅斯托夫，該市靠
近烏東。

正在克里米亞訪問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駁斥有關俄 「吞併」克里米亞的指控，稱其
毫無依據。普京還說，儘管俄現時對歐美制
裁實施反擊措施，但俄羅斯向所有願意合作
國家開放市場，俄羅斯人應該為了國家利益
動員起來，但沒必要與外部世界衝突。

烏克蘭議會周四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對
俄羅斯可以實行20多種制裁，包括凍結資產
，限制交易。法案還給予烏政府禁止俄貨物
過境烏克蘭的權限，意味着存在禁止俄天然
氣過境輸往歐洲的潛在可能。

烏東重鎮中心首遭政府軍炮擊

▲一名烏克蘭士兵14日站在頓涅茨克一
個遭到炮擊的哨站前 法新社

在方濟各到來之前，有關教皇的韓文新
書在書店大量上架，還發行了紀念他來訪的
錢幣和郵票。到機場迎接教皇的除了朴槿惠
外，還有韓國高官、韓天主教會代表等50多
人，還包括兩名 「脫北者」以及四名 「世越
」號海難遇害者的親屬。

雖然官方說法是朴槿惠無宗教信仰，不
過她的中學和大學就讀的都是天主教學校，
據稱1965年6月在一個天主教堂受洗，取名
為 「朱莉安娜」。朴槿惠說，希望教皇訪韓
，能夠讓韓國民眾得到安慰，讓仍處於分裂
狀態的朝鮮半島迎來和平合作的新時代。

方濟各表示，很高興來到韓國， 「我心
裡一直惦記着朝鮮半島和平」。他還與船難
遺屬握手及慰問。

朴槿惠隨後在青瓦台為教皇一行舉行歡
迎儀式。方濟各罕見地用英語發表演講，稱
和平並不僅僅是沒有戰爭，它是正義的結果
。正義不是叫人忘卻過去的不公，而是以原
諒、寬容和合作克服一切。

朝發5火箭炮示威
在教皇訪問的當天，朝鮮分別14日上、

下午總計朝東北海域發射了5枚射程達220多
公里的300mm火箭。韓軍人士推測，朝方的
目的，一是測試改良後的火箭炮性能，二是

懷疑是對教皇訪韓以及下周展開的韓美 「乙
支自由衛士」聯合軍演，進行武力示威。有
一枚導彈是在教皇抵達前35分鐘發射。

朝鮮還警告說，若不取消聯合軍事演習
，將讓韓朝走向 「戰爭邊緣」。韓方曾邀請
朝鮮派天主教徒參與教皇訪韓儀式，但朝方
表示不滿軍演，拒絕派人與會。

教皇本次訪問將主持多場活動。他15日
會為海難的死者家屬，主持閉門彌撒，16日
在首爾中心的光化門廣場舉行宣福會，預計
將有多達一百萬人參加。在訪問的最後一天
，他將在首爾明洞天主教堂主持 「韓朝和解
」彌撒，向朝鮮發出和平訊息。

擴大在亞洲影響
教皇的這次韓國訪問之旅，主要目標是

擴大教會在亞洲的影響力。教廷國務卿帕洛
林說，方濟各將帶來 「亞洲未來」訊息，並
利用訪問 「對亞洲的所有國家說話」。

方濟各上任之後不久就表明，將聚焦亞
洲。前任教皇本篤十六世則從沒出訪亞洲。
上一位出訪亞洲的教皇是若望保祿二世，他
在1999年出訪印度。15年以來，亞洲天主教
徒數量驟增，但仍僅佔亞洲總人口的3.2%。
為了強調其更加重視亞洲，梵蒂岡宣布，教
皇將在明年年初訪問菲律賓和斯里蘭卡。

在韓國的所有宗教派別中，基督教徒人
數最多，約佔總人口的三成，大部分是新教
徒。韓國天主教會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天主
教會之一，擁有514萬教徒，佔總人口的11%
。專家指出，若望保祿1984年和1989年的兩
次訪韓，促進了天主教徒人數在韓增長。

在熱切等待教皇到來的人中，還有 「世
越」號遇難青少年的父母。不管宗教信仰如
何，家長們希望教皇的關注，有助於說服政
府啟動對事件的獨立調查，而非粉飾太平。
已絕食一個月的父親金榮悟說， 「我們非常
絕望。所以我要一直堅持到教皇來訪。」

◀◀教皇方濟各教皇方濟各1313日從日從
羅馬啟程前揮手致羅馬啟程前揮手致
意意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