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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報道，在前總統特朗普任

內，司法部曾秘密獲取 3 名《華

郵》記者的電話通訊記錄，據指

與俄羅斯涉嫌干預2016年美國總

統大選的「通俄門」報道有關。

事件再次引發美國新聞界對政府

妨礙新聞自由的爭議，司法部則

強調行動按照正規程序，希望藉

此調查政府內部向記者洩露訊息

的官員。

法官促公開「通俄門」調查備忘

●●特朗普政府曾秘密獲取特朗普政府曾秘密獲取33名名《《華郵華郵》》記者的電話通訊記錄記者的電話通訊記錄，，包括中島包括中島((左左))、、米勒米勒((中中))及恩托斯及恩托斯((右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33名記者曾報道前共和黨參議員塞申斯名記者曾報道前共和黨參議員塞申斯（（右圖右圖））與時任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與時任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左圖左圖，，與特朗普握手者與特朗普握手者））討論討論
特朗普競選事宜特朗普競選事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前司法部長巴爾一年前公開特別檢察官米勒的
「通俄門」調查報告，表示前總統特朗普並未涉及妨礙
案件調查工作。華盛頓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傑克遜日前要
求公開司法部在2019年，給予巴爾有關調查「通俄門」
的備忘錄，指當時早已決定不會起訴特朗普，批評巴爾
涉嫌誤導法庭和對事件有所隱瞞。

質疑「不誠實隱瞞證據」
傑克遜在聲明中指出，該份由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

於2019年3月24日發出的備忘錄，與最後向公眾公開的

調查結果並不一致。傑克遜質疑巴爾和當時司法部律師
「不誠實隱瞞證據」，指巴爾並未參與判斷是否指控特
朗普涉嫌妨礙司法公正，而是對此早有決定，根本從未
打算提控。對於司法部此前曾拒絕公開備忘錄內容，稱
這只是「正式決定前的律師私人建議」，傑克遜批評司
法部試圖「淡化備忘錄真正的作用」。
米勒去年在長達448頁的調查報告中，並未就特朗普

是否妨礙司法公正作出定論，而巴爾將報告刪減成4頁
的總結後，直接宣布沒有足夠證據顯示特朗普干犯此
罪，被批評試圖為特朗普護航和誤導公眾。 ●綜合報道

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去年5月被警察
壓頸死亡案，涉案白人前警員紹文早前
已被明尼蘇達州地方法院裁定謀殺罪
成，而聯邦大陪審團經過數月搜證後，
前日於聯邦法院起訴全部4名涉事前警員
侵犯民權。
聯邦大陪審團起訴涉事前警員故意剝奪
弗洛伊德的憲法權利，其中紹文被控剝奪
弗洛伊德「不被無理扣押和不被警方使用

不當武力的權利」，另外3名前警員則被控「未
能干預紹文使用不當武力」，以及「故意不提供
救助而致弗洛伊德死亡」等罪名。根據聯邦法
律，在被害者死亡的情形下，侵犯民權案件最高
刑罰為終身監禁甚至死刑。

紹文曾對少女使用不當武力
美國司法部同日發表聲明，指出除了弗洛伊德

案外，紹文還在另一案件中被控使用不當武力。
根據起訴書，紹文被指2017年9月在明尼阿波利
斯市發生的一宗案件中，對一名14歲女孩使用
不當武力，包括掐住女孩喉嚨、多次擊打其頭
部、跪壓其頸部和背部等。
弗洛伊德案4名涉事前警員面臨的州級訴訟還
未結束，此次聯邦級別的訴訟將分開進行。此前
紹文已被判二級謀殺罪、三級謀殺罪及二級誤殺
罪3項罪名全部成立，其量刑階段將於6月底開
始，另外3名前警員的聆訊將於8月展開。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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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加拉格爾，前年曾被控在
2017年派駐伊拉克時，殺害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一名重傷被俘的17歲少年，但其後因前總統
特朗普介入而脫罪。然而加拉格爾在日前播出的Pod-
cast節目中，自爆曾與其他隊員在知道該名戰俘救不
活的情況下，在他身上「使用各種治療方法」，目的
「只為殺了他」。國防部長奧斯汀表示會調查事件。

指無人打算救活戰俘
加拉格爾前年被指將該名戰俘割喉殺害，但他在節
目中表示，當時他和其他隊員都認為無法將其救活，

只是想將各種治療方法用於他身上，直至他死亡為
止。加拉格爾割開他的喉嚨並插入喉管，看似幫助他
呼吸，實際只是為了「練習」，並說「我想看看我能
多快完成。」加拉格爾表示，他們隊內根本無人打算
救活該名戰俘，他後來卻被指控為殺人兇手，令他感
覺自己被「冤枉」。
訪問播出後引起爭議，加拉格爾的律師指出，在確

定無法救活的人身上「練習治療方法」，雖然會引發
道德問題，但不屬違法。當時加拉格爾僅因與屍體合
照而被裁定較輕罪名，並獲准恢復軍銜退伍。

●綜合報道

美軍自爆殘害戰俘「只為殺了他」

美國一向聲稱重視和保護新聞自由，但當地傳媒卻
經常成為政府機構針對對象，今次《華盛頓郵報》3名
記者的通訊記錄被司法部截取只是最新一例，全美去
年便有117名記者遭警方無理拘捕，較前年增加12
倍，可見美國的新聞自由是「講一套做一套」。
美國去年掀起種族平權示威，警員卻漠視記者採
訪自由，將他們連同示威者一併拘捕。非牟利組織
「新聞自由基金會」的報告指出，非法拘捕記者的
警員未被起訴，另有1,000宗採訪受阻的個案，當中
涉及暴力襲擊，報告形容「前所未有的新聞自由危
機席捲美國」。
另一非牟利組織「新聞自由記者委員會」亦發表報

告，指美國很多地方政府官員拒絕記者採訪疫情記者

會，藉此報復傳媒過往對官員作出負面報道和提出尖
銳問題，間接剝奪公眾對疫情等重要議題的知情權。

阻撓外國記者採訪
美國不但限制本地傳媒自由，亦阻撓外國記者採
訪，例如德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的記者去
年報道種族平權示威時，即使表明身份，仍然受到警
察攻擊。華府近年更引用《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要
求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的組織，必須向美國司法
部登記，定期披露所有在美活動和財務狀況，當局卻
沒有規定以什麼標準認定外國勢力和政治活動，明顯
只是為了方便美國針對其他國家，以政治凌駕新聞自
由的心態表露無遺。 ●綜合報道

包括手機及家庭辦公電話
報道稱，司法部去年批准向《華郵》發出傳
票，獲取中島、米勒，以及現已離職的恩托斯
3名記者的通訊記錄。他們周一收到司法部書
面通知，指當局曾獲取他們於2017年4月15
日至7月31日期間的通訊記錄，除了手機外，
還涉及家中和辦公室電話，但當中不包括通訊
內容。根據司法部指引，只有在無法從其他途
徑獲取相關資料時，才能採取此類行動。除非
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否則必須通知受影響記
者。
雖然司法部在信中未列明獲取資料的具體時
間和原因，但3名記者在該段時間，正報道前
共和黨參議員塞申斯與時任俄羅斯駐美大使基
斯利亞克討論特朗普競選事宜，而特朗普當選
後，便任命塞申斯為司法部長。此前，3名記
者還曾詳細報道前總統奧巴馬政府，如何阻止
俄羅斯干預2016年大選。

批做法違憲法第一修正案
《華郵》署理執行總編輯巴爾表示，對司法
部濫用政府權力，秘密獲取新聞工作者的通訊
記錄感到困擾，強調記者的工作受憲法保護，
政府做法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民權組嬂「公
民自由聯盟」形容政府的做法等同「監視」新
聞工作者，侵害新聞自由。非牟利組織「新聞
自由記者委員會」要求司法部公開獲取相關記
錄的具體時間，以及為何未有根據部門指引，
預先通知《華郵》。
司法部發言人雷蒙迪表示，雖然此次行動十
分罕見，但當局是按照「既定程序」辦事，通
過合法途徑獲取不涉及內容的通訊記錄，作為
對未經授權洩露資料行為進行刑事調查的一
環。雷蒙迪強調此舉並非針對新聞媒體，而是
針對接觸國防資料的相關知情人士，是否涉及
將消息提供給媒體。

●綜合報道

即時通訊軟
件WhatsApp
的新私隱條
款將於本月
15 日生效，
官方網站前日
公布對於不接受新政
策的用戶安排，指出WhatsApp
不會刪除這些賬號或立即終止服
務，但頁面會重複提醒用戶盡快
更新，強調接受後才能使用軟件
完整功能。

刪賬號後不保留訊息
WhatsApp表示，用戶在本月

15日後仍可接受更新，否則相
關提示訊息會繼續顯示。在新政
策生效初期，用戶接收通話和訊
息通知的功能並不受限，但將無
法在應用程式內閱讀和發送訊
息。在數周後，WhatsApp會停
止相關用戶的通訊服務。不接受
更新的用戶，可在15日前匯出
對話記錄和下載賬號報告，但通
過手機刪除賬號後，程式不會保
留訊息和群組記錄，刪除備份後
也將無法復原。
雖然WhatsApp多次強調此次

更新只影響商業用戶，但有民眾
擔心日後會進一步擴大相關數據
應用範圍，包括與facebook等平
台分享用戶個人資料。

●綜合報道

●去年5月25日的監控錄像顯示，4名警員試圖拘捕弗洛伊德。 美聯社

●加拉格爾
因與屍體合
照而被裁定
較輕罪名，
並獲准恢復
軍銜退伍。

網上圖片

美無理針對記者 新聞自由講一套做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