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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5月7日，梵蒂岡開始舉行秘密會議，選舉新教宗。133位有
選舉資格的樞機當地時間下午4時30分許（本港時間晚10時30分許）前往
西斯汀教堂，準備投票選舉教宗。專家指出，本次參加秘密會議的133名樞
機來自5大洲約70國，是史上成員最國際化、陣容最龐大的一次教宗選舉，
這也意味着樞機們的意見或更為分散。

【大公報訊】當地時間7日，大批民
眾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等待選舉結果。
若有樞機贏得三分之二票數，即89票，西
斯汀教堂的煙囱就會釋出白煙，反之則釋
出黑煙。媒體認為，參與本次選舉的樞機
組成是史上最多元化的一次，但意見相對
更分散，或令結果更難預測。

133位有選舉資格的樞機當地時間7
日上午10時（本港時間下午4時）齊聚聖
伯多祿大教堂舉行彌撒，91歲的樞機團團
長若翰．雷祈禱： 「在這艱難又複雜的歷
史漩渦中，選出教會和世人所需要的教
宗」 。

下午4時30分許（本港時間晚10時30
分許），樞機團在保祿小堂誦念禱文，隨
後前往西斯汀教堂進行入場儀式。隨着西
斯汀教堂大門的關閉，意味着首輪秘密會
議開始。雖然沒有任何規定禁止秘密會議
第一輪就選出新教宗，但幾個世紀以來從
未發生過這種情況。不過，天主教作家兼
評論家伊弗里表示，首輪投票仍然非常重
要。他表示，在首輪投票中，選票可能會
非常分散，而獲得超過20票的樞機將會被
視為有競爭力的候選人，此後的每一次投
票都會表明哪位樞機的勢頭最強勁。

餐點須經過「反間諜檢查」
如果投票結果未達到選出新教宗所需

的三分之二多數票，樞機團將返回聖瑪爾
大之家享用晚餐。據意媒報道，秘密會議
期間供應的餐食包括蔬菜湯、意大利麵、
烤羊肉等，酒水一般是葡萄酒，烈酒被排
除在外。樞機們的每道餐點皆須通過 「反
間諜檢查」 。凡可能暗藏信息的食物如餡
餅、意式餃子等均被禁止，酒水必須盛裝
在透明容器內，餐巾亦須徹底攤開查驗。

專家指出，本次參加秘密會議的樞機
來自5大洲約70國，是史上成員最國際
化、陣容最龐大的一次教宗選舉，這也意
味着樞機們的意見或更為分散。外界關注
新教宗會否繼承已故方濟各的改革路線，
抑或回歸保守。維拉諾瓦大學神學和宗教
研究教授法喬利認為，許多樞機可能傾向
尋找一位能 「帶來穩定」 的人選。

在博彩網站Polymarket上，70歲
的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是新教宗的最熱門
人選。截至本港時間8日凌晨，他成為下
一任教宗的可能性一度升至35%。帕羅
林被認為代表了教廷內理智溫和派的聲

音，負責教廷的外交事務，在推動改善梵
蒂岡與中國的關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另
外幾位熱門人選包括菲律賓樞機塔格萊、
意大利主教會議主席祖皮等人。

CNN指出，133位樞機大多對彼此不
甚了解。在秘密會議召開的幾天前，兩名
天主教記者為樞機團準備了名為 「樞機主
教團報告」 的冊子，介紹了約40位立場更
為保守的樞機信息，被認為試圖 「拉票」。

梵蒂岡財政赤字難題未解
輿論普遍認為，無論誰當選新任教

宗，都將面臨諸多挑戰。迫在眉睫的議題
包含梵蒂岡持續擴大的財政缺口、許多西
方國家的天主教信徒減少，教堂出席率持
續下滑，以及愈加複雜的國際形勢等。

梵蒂岡的財政赤字是方濟各生前最苦
惱的問題之一。教廷目前預算吃緊，神職
人員退休基金負債日益沉重。路透社此前
披露，梵蒂岡自2022年以來就未公布完
整預算報告，但2024年年中核准的最後
一份報告可見高達8300萬歐元（約7.3億
港元）的財政缺口。

許多歐洲國家的天主教堂持續流失信
徒。德國主教會議今年稍早時通報，據統
計去年約有32.1萬信徒離開教會。另外，
俄烏衝突、巴以戰事、特朗普政府發起關
稅戰等國際大事，也考驗着新教宗應對動
盪政治形勢的能力。 （綜合報道）

責任編輯：戚佳潔 美術編輯：莫家威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國首爾高等
法院7日接受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方面申
請，將李在明涉違反《公職選舉法》案重審首次
庭審時間，從原先的本月15日推遲至大選後的6月
18日。

首爾高等法院表示，此舉旨在確保選舉活動
機會公平、審判公正。韓媒稱，若李在明成功當
選，是否可暫不受刑事責任追究備受關注。

韓國《憲法》第84條規定了總統的刑事起訴
豁免權，除非在職總統發起內亂或叛國，法院在
總統任內應暫停對其進行刑事起訴。假設李在明
在6月3日的大選中當選總統，法院能否繼續審理
其違反《公職選舉法》一案，取決於如何界定
「刑事起訴」 的範圍。

韓聯社分析稱，鑒於 「刑事起訴」 的詞典釋
義為 「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 ，其覆蓋範圍應該
局限於對全新刑案的起訴行為。因此，即使李在
明當選總統，也要繼續接受法院對其之前案件的
審理，即下月18日出庭受審。

另外，據韓媒報道，韓國執政黨國民力量黨

總統候選人金文洙與無黨籍總統預備候選人韓德
洙，7日就整合單一候選人問題展開會談，但未能
達成共識。

韓德洙方面強調，聯合推舉是 「民之所
呼」 ，並承諾接受任何整合方案，但要求國民力
量黨明確立場。金文洙團隊披露，韓德洙在會談
中堅持 「將所有決定權交予黨內處理」 ，拒絕協
商具體方案，導致談判陷入僵局。此次談判破裂
恐加劇保守派選票分散風險。

李在明涉違選舉法一案 延至大選後審理 馬斯克認後悔支持特朗普又急改口
【大公報訊】據霍士新聞報道：美國億萬富

豪、 「政府效率部」 （DOGE）負責人馬斯克近
日接受美媒採訪時，被問及是否後悔支持美國總
統特朗普，他脫口而出 「是的」 ，隨後又急忙改
口稱自己在開玩笑。

馬斯克近日接受霍士新聞節目《我的觀點：
拉拉．特朗普專訪》（My View with Lara
Trump）採訪。主持人拉拉．特朗普是特朗普兒
子埃里克的妻子。拉拉提問馬斯克 「是否對自己
加入DOGE或支持特朗普感到後悔？」 馬斯克還
未等提問結束便立即回答 「是的」 ，隨後又立刻
補充， 「不，我沒有後悔」 。他還要求工作人員
刪掉剛才的片段： 「剪掉（剛才）這段。我只是
想搞笑。被你發現了！」

馬斯克稱，特朗普去年勝選是至關重要的，
「這樣美國才能保持偉大」 。他指出，自己與特
朗普在80%的問題上意見一致， 「我們相處非常
融洽，在消除政府中的浪費和欺詐，確保法治得
到遵守方面觀點一致。」

當被問及DOGE大削聯邦政府支出引發強烈

反對一事，馬斯克表示， 「至少我沒有被槍
擊」 。隨着世界各地爆發反對馬斯克的示威活
動，不少特斯拉汽車和展廳遇襲。馬斯克對此回
應稱： 「我沒有想到暴力程度會這麼嚴重，但人
們的憤怒表明DOGE的工作是有效的。」

馬斯克上月表示，他計劃減少在DOGE的工
作時間，以抽出更多時間來管理旗下公司。當時
有分析稱，馬斯克淡出DOGE，表明他和特朗普
的 「蜜月期」 或已結束。

史上最國際化樞機團 選舉新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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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名號學問多 或暗示任期方向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梵

蒂岡教宗選舉於當地時間7日開始舉
行，選出的新任教宗也將選擇教宗名
號，並以拉丁文向世人宣布。教宗名
號的選擇被認為可能為其新任期奠定
基調。

教宗選擇新名號的傳統可以追溯
至公元6世紀，當時一名普通教士墨
丘利被選為教宗，他認為不應保留自

己的異教名字，因而將自己命名為若
望二世。

長期以來，不少新教宗都傾向於
選擇前任教宗的名字為自己的名號。
羅馬格列高利宗座大學歷史學家雷戈
里表示，了解新教宗選擇的名號，或
有助於了解他任期內的政策方向。

例如剛剛去世的教宗方濟各的名
號，是為了紀念關心窮人的聖人方濟
各。此前一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名
號，是為了向一戰期間的教宗本篤十
五世致敬，表明對和平的承諾。

若此次選出的新教宗選擇 「方濟
各二世」 為名號，可能意味着他致力
於關注邊緣群體，同時促進和平、博
愛和愛護環境。新教宗也可以選擇一
個從未使用過的名號，這可能意味着
他的志向與之前的教宗不一樣。

報道稱，自16世紀起，教宗名號
多集中於幾個固定選項，例如克萊
孟、額我略、庇護、保祿及本篤，也
可能選擇複合式命名。若望保祿一世
於1978年首度結合若望二十三世和保
祿六世兩位教宗名號，以向兩人致
敬。

庇護十世（1903年當選） 耗時5天

庇護十一世（1922年當選） 耗時5天

本篤十五世（1914年當選） 耗時4天

若望二十三世（1958年當選） 耗時4天

保祿六世（1963年當選） 耗時3天

若望保祿二世（1978年當選） 耗時3天

庇護十二世（1939年當選） 耗時2天

若望保祿一世（1978年當選） 耗時2天

本篤十六世（2005年當選） 耗時2天

方濟各（2013年當選） 耗時2天

來源：NBC網站

7日上午10時
（本港時間下午4時）

133位樞機齊聚聖伯多祿
大教堂舉行集體彌撒。

上午12時左右
（本港時間晚6時左右）

樞機團結束彌撒，返回聖
瑪爾大之家稍作休息後用
餐。

下午3時
（本港時間晚9時）

梵蒂岡內所有的手機通訊
信號將被切斷，直到選舉
結果公布，聖伯多祿廣場
不受影響。

下午4時30分許
（本港時間晚10時30分許）

133位樞機在保祿小堂誦
念諸聖禱文，然後前往西
斯汀教堂投票。

晚上7時後
（本港時間8日凌晨1時後）

若首日投票即選出教宗，
西斯汀教堂的煙囱將釋出
選舉結果的信號。

▲樞機團7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大教堂舉行集體彌撒。 法新社

▲教廷國務卿帕羅林（左）是本次教宗選舉的大熱人選。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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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會議
正式開始，
西斯汀教堂
的大門被關
閉。

網上圖片

133人來自5大洲約70國 意見難一致

1900年以來秘密會議花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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