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名被扣押近兩周後獲釋的人質為一對母女，分別
是59歲的拉阿南和17歲的娜塔莉，來自美國伊

利諾伊州芝加哥郊區，他們9月到以色列南部探親及慶
祝猶太教節日，於10月7日遇到武裝分子襲擊時被挾
持。兩人周五經紅十字會交到以色列軍方，並被送往一
個軍事基地內與家人重聚，當局正安排兩人返回美國。
兩人先後與美國總統拜登及在芝加哥的家人通電話，
拜登向卡塔爾和以色列合作確保拉阿南母女獲釋表示感
謝。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有美國人質獲釋表示歡迎，但稱
仍有約10名美國人在哈馬斯突襲以色列後下落不明。

哈馬斯：繼續與友好國家協調
以色列軍方稱，被哈馬斯扣押在加沙地帶的人數逾200人，
據他們掌握的情況，這些人員「絕大部分還活着」。哈馬斯表
示，將與友好國家包括埃及與卡塔爾等協調，在可行及安全情況
下，釋放被扣留的外國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埃格說，兩名人
質獲釋給其他被哈馬斯扣押人員的家屬帶來「一線希望」。卡塔爾外交
部發言人安薩里說，兩名美國人獲釋是「多日來相關方持續溝通」的結
果，卡塔爾將繼續與以色列和哈馬斯對話，以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
據彭博社周六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透露，美國和歐洲國家政府一直向以
色列施壓，要求其推遲在加沙地帶開展地面行動，為釋放人質的秘密談判
爭取時間，有跡象表明哈馬斯可能會同意釋放部分被扣押的平民，且不要求
以色列方面釋放任何人員作為交換。

以防長稱將在加沙建「新安全政權」
內塔尼亞胡表示，決不放棄爭取所有人質獲釋，「與此同時我們會繼續戰鬥，直到取
得勝利為止。」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向國會講解以軍在加沙地帶的作戰計劃和目標時
稱，作戰將分為3個主要階段，稱將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安全政權」。
加蘭特說，目前處於3個作戰階段的第一階段，即「先通過空襲開展軍事行動，隨後進
行地面行動，目的是消滅武裝分子和破壞他們的基礎設施，擊敗和摧毀哈馬斯。」他續稱，
第二階段是通過強度較低的戰鬥，消除殘餘抵抗力量；第三階段將在加沙地帶建立新的「安
全政權」，結束以色列對加沙居民的責任，並為以色列及其公民創造新的安全狀態，但他未有
說明具體意思。

卡塔爾斡旋見效
哈馬斯釋放兩美人質

惟以軍拒停火 隨即宣布3階段作戰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正當以色列準

備開入加沙地帶發動地面進攻之

際，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下屬

武裝派別卡桑旅周五（10月20日）

晚發聲明稱，在卡塔爾的斡旋努力

下，卡桑旅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決定

釋放兩名被扣押的美國人。今次是哈

馬斯首次釋放人質，以色列總理內

塔尼亞胡表明會繼續盡力營救其

他人質，但以軍的軍事行動不

會停止，軍方並宣布3階段

作戰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巴勒斯坦紅新月會發言人周五（10
月20日）表示，他們收到以軍警告，要求立即撤離加
沙地帶的聖城醫院，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機構也表

示，收到要求撤離 5間
學校的命令。當局呼籲
國際社會保護聖城醫
院。
自巴以衝突爆發以
來，加沙地帶的醫院和
學校多次受到空襲，其
中阿赫利阿拉伯醫院於
17 日被襲，造成近 500
人死亡，巴以互相指責
是對方所為。聖城醫院

目前收容超過400名患者和1.2萬名流離失
所的平民，其中大多數為婦孺。巴勒斯坦衞
生部長呼籲國際社會進行干預，保護聖城醫院
免遭襲擊。
以色列方面則否認有關說法，並稱「要求加沙

地帶南部居民繼續按照之前的命令撤離」。

醫生用醋處理患者傷口救急
加沙地帶眾多醫院面臨醫護短缺、電力耗盡和藥物

不足等問題，醫護被迫在黑暗中進行手術。希法醫院
的醫生阿布西塔表示，「醫院手術室超負荷運轉，需
要接受手術的患者在長時間的等待中出現細菌感
染。」他還透露醫院藥物存量耗盡，醫生不得不使用
醋來處理患者的傷口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 自10月7日巴以爆發衝突至今，加沙地帶受到以色列多次空襲轟炸。多名居於
埃及的巴勒斯坦人心繫加沙家人，有學生甚至含淚說，寧可回到加沙，和家人相守在一起。
埃及《金字塔報》報道，現約有6,000名巴勒斯坦學生在埃及不同的大學求學。學生都

不斷地看手機，試圖找出有關家人的消息，看他們是否還活着。女學生莎加說，「我無
法正常思考。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裏，他們是否還好。」她說，母親最後一次在
加沙北部的避難醫院裏與她交談時，表示擔心即使空襲沒有炸死他們，「孩子們
也會被嚇死。」
莎加對於母親絕望的想法無能為力，只能想像她6歲的妹妹躺在醫院的地
上，在寒冷的暗夜中瑟瑟發抖。每當她看到再有醫院被炸毀的消息時，她都
會驚慌失措。
與莎加有同樣心情的21歲學生賈比爾，也是直盯手機熒幕信息。他的
母親在12日發來最後一條留言說，將離開加沙北部的家，帶着賈比爾的
4名姊妹和3名兄弟一起往南部逃難。賈比爾說，「但在這之後，我再
也沒有看到母親傳來任何信息。」

社媒上獲悉家族住宅被炸 數十親人遇難
學生們試圖在社媒上查看轟炸地點，比對家人可能所在的處所或
道路，並仔細核對遇害家庭名單。學生謝哈布說，「你能做的只有
禱告，希望不會看到自己的姓氏。」然而謝哈布從社媒上一篇帖文
中獲悉，他整個大家庭共居的住宅遭轟炸，屋內45人被炸死。
對這些心急如焚、擔心加沙家人安危的學生來說，煎熬的心情還

夾雜着自責感，莎加說，
「我怎可以離開他們這麼
遠？他們餓了沒飯吃，我
怎可以吃飯？怎可以睡在
床上？我希望和他們在一
起，寧可待在加沙，和他
們一起死，也不想帶着這種
感覺吃飯睡覺。」

香港文匯報訊 巴以衝突升級後，加沙地帶遭封
鎖，面臨斷水、欠缺藥物等的困境，埃及連接加沙
地帶的拉法口岸終在周六（10月21日）重開，首
批貨車從埃及運送人道物資進入加沙地帶。哈馬
斯同日則表示，預期的物資援助「不能改變加
沙災難式的醫療狀況」。
據美國總統拜登之前在周三表示，埃及同
意初步讓20輛物資車從拉法口岸進入加沙

地帶，不過救援組織指出，20輛物資車遠遠不足夠應對
加沙地帶的人道物資需要。

以方不准運送燃料 水泵無法運作
據聯合國估計，加沙地帶需要每天100架車運載的物
資，包括食物、食水和醫療藥物等。聯合國機構表示，
首批物資與加沙所需相比只是「滄海一粟」，近東巴勒
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的圖瑪表示，「加沙平民真正需

要的是持續的人道主義物資，
特別是供水站的燃料。」圖瑪
指出，以色列同意給食物、水
和藥物放行，但不准運送燃料
進入加沙，「燃料對於水泵來
說至關重要，加沙的水正在耗
盡，在某些地方更已完全耗
盡。」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周五到
拉法口岸視察，呼籲盡快放行物
資，以緩解加沙地帶面臨的人道
主義危機。古特雷斯表示，聯合
國「正積極與各方接觸」，爭取

讓援助車輛「盡可能快、
盡可能多」地進

入 加 沙 地
帶。

以軍要求巴人撤離醫院學校 巴官員籲國際干預

首批人道物資運進加沙 救援組織：「滄海一粟」

香港文匯報訊 包括奧斯卡影后、澳洲女
星姬蒂白蘭芝及奧斯卡影帝華堅馮力士在內
的近60名荷里活影星，周五（10月20日）
發表公開聯名信，敦促美國總統拜登聯同全
球領袖斡旋巴以衝突，呼籲立即停火，以免
造成更多傷亡。
這些名人在信中寫道，「我們敦促你

（拜登）的政府和世界所有領導人，尊重聖
地上的所有生命，及時呼籲並促成停火，結
束對加沙地帶的轟炸並安全釋放人質。我們
拒絕向後代講述我們沉默的故事。」
他們還引用聯合國負責人道救援事務的副
秘書長兼緊急救濟協調員格里菲思的說話，
表示正如格里菲斯所說，「歷史正在見證」

（History Is Watching），又指人道援助必須
得以抵達加沙地帶。
聯署這封公開信的名人還有美國著名喜劇
演員莊司徒、奧斯卡影后蘇珊莎朗頓、美國
女演員金塔布倫森、《拉米的瘋狂美國夢》
主角優素福、英國男星艾哈邁德，以及曾奪
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的馬許沙拉艾利。

香港文匯報訊 巴以新一輪衝突持續
兩周，埃及周六（10月21日）在開羅舉行

巴勒斯坦問題峰會，尋求局勢降溫和停火。
埃及總統府表示，峰會目標是讓各國意識

到在事件中應承擔的責任，並了解人道主義救援的
必要性，討論向加沙運送救援物資，以及如何遏制危

險局勢繼續升溫，實現和平。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會
議上發表講話，敦促以色列和哈馬斯實現「人道主義停
火」，並呼籲全球「採取行動結束這場可怕的噩夢」。巴勒
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在會上發言時連說三遍「我們不會離
開」，強調巴勒斯坦人決不會離開自己的土地。

華特使：中方願為恢復和談作出不懈努力
此次會議旨在討論如何防止加沙地帶衝突升級，恢復巴以和平進

程及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等。數十個國家和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多個國際
組織的代表，以及眾多國際人士出席會議。埃及官媒指出，西方、亞

洲和阿拉伯國家等多國官員出席會議，包括古特雷斯、約
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英國外相克萊弗利等。中國政府中東問
題特使翟雋亦應邀與會，中國外交部指中方願同國際社會一道，
為緩和當前緊張局勢、推動停火止戰、避免人道災難、恢復和談作出
不懈努力。 俄羅斯則由外交部副部長博格丹諾夫代表出席。

在埃巴勒斯坦學生：寧回家人身邊相守

近60荷里活影星發聯署信 促拜登斡旋停火

埃及召開巴勒斯坦問題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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