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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共同社、美聯社及路透社報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9日表示，他的長子岸田翔
太郎將於6月1日辭去首相秘書官一職。32歲的岸田翔太郎屢次被曝光醜聞，包括公車私用、擅自進入
首相官邸合影等。日媒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受此事影響，岸田文雄的支援率下降了五個百分點至
47%。

日揆包庇兒子醜聞 民望急跌
岸田翔太郎公器私用 首相官邸狂歡被撤職

責任編輯：梁雅琳 美術編輯：劉子康

岸田文雄兒子

醜聞事件簿

▲岸田文雄（右）宣布翔太郎（左）將辭職。 法新社

日本政壇世襲政治家情況

加拿大東岸山火肆虐 1.6萬人疏散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加拿大

官員29日表示，肆虐全國各地的山火已威
脅 到 位 於 東 岸 的 哈 利 法 克 斯 市
（Halifax），目前東部新斯科舍省已有超
過16000人被迫撤離家園。

28日晚些時候，哈利法克斯市宣布
進入緊急狀態，該市西北邊火勢失控，迫
使郊區居民立即撤離。電視畫面顯示，山
火所到之處濃煙滾滾，數間房屋及車輛被
燒毀，所幸暫無人員傷亡通報。加拿大總
理特魯多在推特發文表示，哈利法克斯市
災情 「非常嚴峻」 ，並表示加拿大政府已
準備好在需要時提供相關援助。

新斯科舍省省長休斯頓表示，該省情
況緊張。哈利法克斯市長薩維奇稱，擁有

43萬人口的哈利法克斯市正面臨 「前所未
見」 的火災災情。薩維吉在記者會上表
示，自28日以來火災範圍沒有擴大，這表
明火勢可能已趨穩定，但情況仍相當危
險。

30日，隨着風向轉變，將哈利法克
斯地區的山火吹回原來的方向。官員們表
示，新斯科舍省的山火需要大量降雨才能
獲得控制，但天氣預報顯示本周下雨機率
渺茫。官員指出，周末的森林大火還使得
新不倫瑞克省約400戶家庭緊急疏散。30
日，加拿大13個省和特區中，有8地出現
山火。近年來，加拿大多次遭受極端天氣
襲擊，西部的艾伯塔省本月初經歷山火，
逾2.5萬人一度被迫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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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防長取消檢閱日本軍艦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國防部長李鍾燮原

定在31日的演習過後，檢閱包括日本 「濱霧號」 護衛艦
在內的參演艦隊，但韓方30日以天氣為由取消。

「防擴散安全倡議」 （PSI）20周年高級別會議30日
在在韓國濟州舉行，為期四天。以此會為契機，亞太例行
演習 「東方努力23」 （Eastern Endeavor 23）將於31
日在濟州東南方公海上實施，韓國、美國、日本、澳洲等

國參演。原定演習結束後，李鍾燮將檢閱參演艦艇，日本
「濱霧號」 等艦艇駛近時會向他敬禮。29日， 「濱霧
號」 懸掛旭日旗駛入釜山海軍作戰基地，旭日旗被視為日
本軍國主義的象徵，受到韓國等國民眾抵制。

韓國國防部30日表示，由於即將實施演習的海域天
氣惡化，對多國艦艇海上演習作出調整，決定安排在公海
上從簡進行。演習被調整為只安排韓國海軍和海警艦艇停
靠濟州軍民兩用港口，並實施登船盤查等艦艇停靠演習。
李鍾燮將不檢閱參演艦艇，也不安排各國代表團觀摩機動
訓練，艦艇停靠演習也將由海軍參謀總長李鐘皓代為主
持。

30日下午，韓國 「王建號」 驅逐艦、美國 「米利厄
斯號」 驅逐艦、日本 「濱霧號」 護衛艦、澳洲 「澳新軍團
號」 護衛艦從釜山港出發，在釜山南側公海上實施通信網
絡安全應急演練。之後，這些艦艇前往濟州南側公海，並
將於31日凌晨6時許以電腦模擬方式的指揮所演習
（CPX）為主，進行海洋攔截演習後返回本國。

俄間諜白鯨時隔四年再現北歐
【大公報訊】據BBC報道：一頭身上綁着背帶的白

鯨2019年首次出現在挪威，外界推測牠是接受過俄羅斯
海軍訓練的 「間諜」 白鯨。28日，這頭白鯨在瑞典西南
部亨內博斯特蘭德的外海時隔4年再度被人目擊。

挪威人為這頭白鯨取名Hvaldimir，將挪威文裏的
「鯨」 （hval）結合俄羅斯人名常見的字尾dimir。2019
年，Hvaldimir首次出現在挪威芬馬克郡，當時牠身上綁
着人造背帶，背帶附有可安裝運動攝影機GoPro的支架，

背帶的塑料扣上還印着 「聖彼得堡設備」 字樣，人們因此
推測這頭白鯨可能是受過俄羅斯海軍訓練的間諜。俄方曾
否認試圖將任何海洋哺乳動物訓練為間諜。

Hvaldimir後來在挪威成為明星，牠曾幫遊客撿回跌
落水的物品，還被拍到逗弄海鷗。牠在挪威附近海岸生活
了3年，沿挪威海岸線上半段緩慢移動，近幾個月突然加
速移動到海岸線下半段並抵達瑞典。

非營利動物保護組織OneWhale的海洋生物學家斯特
蘭德表示，Hvaldimir年齡約13或14歲，處於體內荷爾蒙
濃度高峰期，這驅使牠前來尋找伴侶；牠也可能是因為孤
獨，因為白鯨是一種非常善於社交的動物，而Hvaldimir
從2019年抵達挪威後，就再也沒有看過其他同類。然
而，距離最近的白鯨群正位於挪威極北方的斯瓦巴群島一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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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諜 」 白鯨
2019年首次現身挪
威，牠身上綁有背
帶。 法新社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28歲時給其父、時任日本外
務大臣的安倍晉太郎當秘書；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曾出任其父、日本前首相福田糾夫的秘書；日本前
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曾出任其父、日本前首相小泉
純一郎的秘書。

•1963年，日本眾議院選舉產生的511名議員中，有
15人來自政治世家；到了2017年，僅自民黨議員
中就有一半是 「子承父業」 ，而整個國會議員中有
三分之一是 「世襲議員」 。

大公報整理

•去年10月左右，岸田
文雄任命長子翔太郎
擔任負責政務工作的
首相秘書官。短短數
日後，日本富士電視
台獨家報道岸田內閣
一名成員，因與統一
教有聯繫即將辭職。
日本官方本不想將此
事聲張，但岸田翔太
郎將這一信息透露給
富士電視台女記者，
他因此備受指責。

•去年底，岸田翔太郎
邀請多名親戚在首相
官邸聚會，不僅拍下
模仿日相組閣跟大臣
在樓梯合影的照片，
還放任親戚在官邸隨
意躺卧。

•今年1月，岸田翔太
郎陪同父親出訪歐美
期間，被曝乘坐公務
車遊覽多個觀光名
勝。

大公報整理

▲據稱是岸田文雄的侄子躺在首相官邸台階上。 網絡圖片 ▲岸田家族的人站在首相演講台後擺姿勢。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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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9日表示，他的長子岸田翔太郎
將於6月1日辭去首相秘書官一職，由另一位秘書山本高
義接替。岸田文雄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 「兒子去年在官
邸公共場所的行為，對於首相秘書官來說不恰當，為了劃
清界線，我決定將他撤職」 ，岸田又指自己對兒子的任命
負有責任，會認真檢視。

日前有媒體刊登了岸田翔太郎和親屬在首相官邸舉行
私人聚會的相片，翔太郎和親戚們在台階上的紅地毯上擺
姿勢，模仿新內閣成員的合影，而翔太郎站在正中間，即
首相的位置。其他照片顯示，客人們站在演講台上擺姿
勢，好像在舉行新聞發布會。

事件曝光後，翔太郎的做法受到廣泛批評。在野黨認
為首相府不應該用於私人活動，批評翔太郎公私不分。岸
田文雄本來表示，已嚴厲訓誡兒子，不打算撤換翔太郎，
但輿論持續延燒，加上民調下跌，只好將兒子撤職。

在野黨稱為時已晚
在野立憲民主黨指責岸田用人唯親，本身就是錯，這

次翔太郎問責辭職亦太遲。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民黨資深議
員大阪誠司表示： 「太晚了。我懷疑岸田文雄任命了一個
不具備擔任首相秘書能力的人。」

翔太郎的行為過去也曾捲入爭議，岸田今年初出訪歐
洲期間，有傳媒報道翔太郎使用公務車到巴黎、倫敦等地
的旅遊景點觀光，到百貨公司購物，在艾菲爾鐵塔下停
留，並在加拿大出席晚宴時要求與加總理特魯多合影。

《朝日新聞》進行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四分之三的
受訪者認為翔太郎的行為是一個問題。《日經新聞》的另
一項民調顯示，岸田的支持率下降了五個百分點至
47%。分析指，日本眾議院選舉定於2025年舉行，岸田
所屬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將在2024年秋天舉行。

岸田文雄本月中旬主持G7峰會後，支持率一度上升，岸
田可能借勢提前舉行大選，唯恐此時被兒子的醜聞拖累，
因此被迫大義滅親。

日本世襲政治成慣例
翔太郎出生於1991年，201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

學，2020年3月進入岸田事務所，成為時任自民黨政調會
長岸田文雄的秘書。2022年10月4日，岸田任命翔太郎為
首相政務秘書官，取代了跟隨岸田工作近30年之久的資
深秘書官山本高義。日本首相身邊有8名秘書官，其中包
括2名政務秘書官、6名事務秘書官，分別處理政務、財
務、外務、經濟、防衛、警察等領域事務。

政務秘書官負責調整首相日程、就重要政策與各部門
及各黨開展協調等關鍵事務，被稱為 「首相心腹」 或 「首
席秘書官」 。按慣例，這一要職由長年輔佐首相的秘書擔
任，而翔太郎還是個政壇新人。在野黨指責岸田任人唯
親，就連自民黨內也有議論，認為 「首相缺乏政治敏感
性」 。不少日本網友也感到不滿，紛紛表示： 「不要再啟
用 『官二代』 了，招一些優秀的普通人吧。」

事實上，歷屆日本首相和很多閣僚有很多是 「世襲政
治家」 ，而高官兒子擔任秘書出道，一直是日本政壇不成
文慣例。1987年，30歲的岸田文雄擔任其父、日本眾議
院議員岸田文武的秘書；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28歲時給
其父、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安倍晉太郎當秘書；日本前首
相福田康夫曾出任其父、日本前首相福田糾夫的秘書。東
京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內山融表示， 「如果世襲議員增
加，認為 『總之選不上』 、世襲以外的候選人將無法增
加，有可能導致政治參加意願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