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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阿曼大使館於上周三（11月8日）發送的電文稱，
「我們在信息戰場上輸得很慘。」電文提到與「一系列可

信的聯繫人」對話，對方警告說美國一面倒支持以色列的行
動，被視作「可能構成戰爭罪行的實質犯罪和道德罪責」。這
份電文由美駐阿曼大使館第二高級官員撰寫，發送給白宮國家
安全委員會、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等機構。

埃及媒體：拜登對巴人殘忍度超歷屆總統
CNN還從美駐埃及大使館獲得另一份電文，這份電文向華盛
頓轉發埃及一家國營報章的評論稱，「拜登總統對巴勒斯坦人
的殘忍和漠視，超過了歷屆美國總統。」
在加沙遭受破壞和人道主義危機日益加劇下，拜登政府因對
以色列的支持而承受着愈來愈大的國內外壓力。連日來美國在
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們，明確表達對加沙人道主義危機的深切憤
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早前出席約旦外交大臣召集的會議，埃
及、卡塔爾、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高級外交官以及巴勒斯坦
官員均有出席，阿拉伯領導人在會上呼籲加沙立即停火，布林
肯則重申美國的反對意見，認為這將為哈馬斯重新集結並對以
發動另一次襲擊贏得時間。
CNN還稱，儘管以色列已同意在加沙北部每天暫停4小時軍
事行動，但拜登政府內部對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擔憂仍在加劇。
一些高級官員私下表示，他們無法忍受為以色列軍事行動作出
辯護。政府僱員中要求美國支持停火的呼聲日增，巴人平民不
斷被以色列空襲殺害的畫面，也讓他們感到心驚膽顫。
CNN在上周三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曾披露，面對來自國內外的
壓力，拜登政府內部焦躁情緒正在高漲，「隨着拜登助手們對
以色列愈來愈無奈，焦慮、不安和憤怒正在白宮各個角落蔓
延，一方面由於以色列不顧美國『勸阻』，拒絕為減少平民傷
亡而改變進攻路線，另一方面因美國持續力挺以色列，與國際
社會背道而行，拒絕呼籲停火及公開批評以色列。

美官員憂替以軍「背鍋」
美國多名前任和現任政府高官曾稱，隨着加沙地帶人道主義
危機急劇惡化，拜登政府官員們開始擔心，與以色列的密切合
作將導致美國在國際舞台上被「完全孤立」，甚至美方可能還
要為以軍的一切行動「背鍋」。
路透社報道，美國政府轄下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逾1,000名官員
簽署公開信，敦促拜登政府呼籲以色列和哈馬斯立即停火。信
中寫道「作為發展、公共衞生和人道主義援助專業人員，我們
對大量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感到震驚和沮喪。國際法本身是要保
護平民、醫務人員和媒體人員，以及學校和醫院。」報道指這
封信至今已收集1,029名職員簽名。

漠視人道主義撐以入侵加沙 民眾憤怒情緒蔓延

美駐中東外交官：美正失去一代阿拉伯人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美

國總統拜登政府私下收到美駐阿拉伯國家外交官發出的

「嚴厲警告」，這些外交官在外交電文中稱，美國大力

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毀滅性致命軍事行動，「正讓我們

失去一代阿拉伯民眾」。CNN稱，阿拉伯世界對美國

的憤怒情緒正日益加劇，這些電文凸顯美國官員對這種

情況的擔憂。

香港文匯報訊 加沙衞生部發言人表示，當
地最大醫院希法醫院因燃料耗盡，於上周六
（11月11日）停止運作，醫院內共有45名嬰

兒需使用保溫箱，其中兩名嬰兒死亡，其餘
嬰兒也危在旦夕。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說，希
法醫院被以軍坦克包圍，並在醫院周邊與巴
勒斯坦武裝人員發生激烈衝突。

以軍疑將難民營巴男當人盾
世衞總幹事譚德塞此前說，加沙地帶平均
每10分鐘就有一名兒童死亡，又指當地醫療
系統瀕臨崩潰。希法醫院的院長稱，以軍上
周五襲擊加沙城的布拉克學校，造成約50名
巴人死亡，據悉這所學校收容部分本輪巴以

衝突導致的流離失所者。
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報道，在社媒瘋傳
的一段視頻顯示，以軍在約旦河西岸疑將一
名被扣押的巴人當作「人盾」。
這名男子被蒙眼跪坐地上，身後的以軍士
兵把他當作「盾牌」，還用步槍瞄準一群巴
人。
目擊者透露，這個畫面拍攝於上周五上
午，位於約旦河西岸南部希伯倫附近的法瓦
爾難民營，當時以軍突襲營地，拘捕數人，
在過程中與數十名巴人發生衝突。

加沙最大醫院燃料耗盡 逾40初生嬰命危2死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政府上周五（11月10日）就
床蝨問題舉行對策會議，檢視床蝨蔓延情況及商討
應對機制，並宣布11月13日至12月8日為床蝨重
點防治日，阻止床蝨繼續蔓延。
韓聯社報道，韓國保健福祉部在會議上，討論了地
方政府檢查過程中需要協助或支援的事宜。檢視住宿

施、澡堂等公共場所和社會福利機構床蝨蔓延情況。
當局表示，暫時未接獲醫療設施及福利機構發現床蝨
的報告，將嚴格檢查有關場所的衞生管理情況。
會議同時決定，自11月13日至12月8日為床蝨

重點防治日，保健福祉部將與地方政府制訂高風險
場所抽查計劃，並聯合檢查部分場所。

韓宣布明起四周重點治床蝨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紐約時報》引述以色
列官員和了解談判情況的人士透露，以方與哈
馬斯就交換被扣押人士的談判取得進展。雙方
正就兩個釋放人質方案談判，其中一項涉及釋
放被關押在加沙的所有平民人質。
報道稱，哈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組織在加

沙扣押約240人。以方一名官員稱，作為釋放
所有平民的交換條件，哈馬斯要求暫停戰

火、提供更多人道主義援助、為醫院提供燃
料，以及釋放身在以色列監獄內的婦女和兒
童。擬議的其中一個方案是哈馬斯釋放10至
20名以色列婦孺及其他國家公民的平民人
質，當中包括美國公民，換取短暫停火。若
條件得到滿足，哈馬斯接下來可能會釋放約
100名平民。
《以色列時報》稱，以色列高級官員最近

數天對人質交換的可能性變得謹慎樂觀，但
尚未達成任何協議。以方認為任何協議都應
包括釋放至少數十名甚至約100名人質，將不
會接受釋放少於這數目的方案。
美國和卡塔爾是談判主要參與者，據美官
員稱，談判參與各方正努力達成協議，協議
將包括將持續數天的暫時停火，以換取大量
人質獲釋。

傳以方與哈馬斯人質談判取得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 冰島西南部的雷克雅內斯半島
上周五（11月10日）出現連串地震，在短短14
小時發生近800宗，可能是火山爆發先兆，政府
已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
法新社報道，冰島民間保護暨緊急管理署發
聲明稱，由於格林達維克北面的孫德朱卡吉加
爾出現密集地震，國家警察首長宣布民防進入
緊急狀態。冰島政府警告，地震規模可能會比
已發生的還大，這一連串事件或引起火山爆
發。」冰島氣象局則表示，火山爆發可能在數
天內發生。
格林達維克人口約4,000人，位於上周五測出

密集地震地點西南面約3公里，當地已啟動火山
爆發疏散計劃。
冰島上周五發生兩宗強烈地震，遠至40公里

外的首都雷克雅未克及冰島南部沿岸大多數地
區均有震感，窗戶與屋內物品出現晃動。據冰
島氣象局初步數據，威力最強的地震為5.2級，
震央在格林達維克北面。冰島氣象局統計自10
月底以來，雷克雅內斯半島發生約2.4萬宗地
震，指出地下約5公里深處有岩漿累積，若岩漿
開始往地面移動，可能引發火山爆發。

冰島14小時內近800宗地震
或火山爆發先兆進緊急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主辦的2025大阪世界博覽
會，將於2025年4月13日在大阪府此花區的人工島
「夢洲」舉行，日本政府也致力宣傳。然而距離世博
開幕僅約1年半，卻傳出有5個國家決定退出參展，
包括將於2024年舉行總統大選的墨西哥，就因無法確
保參展的預算而決定退出。面對建造成本高漲等問
題，日本開始憂慮會有更多國家選擇放棄參展。
據日媒報道，大阪世博原定將有來自全球153個
國家與地區參展，而參展的類型也各有不同，部分
國家會自行尋找建築承包商興建場館，有些則交由
日本進行建造，該國政府只負責支付建造費用。

建築成本漲 日憂更多國家退出
然而近日卻傳出截至目前為止，已有5個國家向
日本政府表達可能會退出參展。例如原本決定要自
行興建場館的墨西哥，因將於2024年6月舉行總統
大選，若選舉結果出現變數，可能無法確保參展預
算。消息人士稱，有意退出的國家大多都與墨西哥
類似，屬於開發中國家。
由於受到建築材料價格及人手成本上漲等原因影

響，目前已有4個國家向日本政府提出要變更參展
方式，改為由世博協會代為建造展館。世博協會也
正作出調整，增加支援人員，但日本也開始擔心會
有更多國家選擇放棄參展。
日本世博會擔當大臣自見英子上周五（11月10
日）回應稱，「已知悉有關報道，但從外交觀點
上，目前不個別評論參展國狀況。」政府相關人士
則表示，除了已宣布參展的153個國家與地區外，
還有其他國家表態希望參與，因此不排除改讓其他
國家參展。

無法確保參展預算
5國擬退出2025大阪世博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紐約市長亞當斯（圖）此
前被當局懷疑在市長競選期間，曾涉貪接受非法
資金。聯邦調查局（FBI）早前當街帶走亞當斯
問話，並一度沒收其手機等多部電子裝置。
《紐約時報》披露， FBI 上周二（11 月 7
日）晚當街攔下亞當斯，將其帶上一輛SUV離
開，並要求隨行人員迴避。根據檢方搜查令，
亞當斯兩部手機和一部iPad被沒收，FBI複製數
據後才歸還。此舉被指與亞當斯在2021年競選
紐約市長期間，可能接受來自土耳其政府非法
捐款有關。

FBI本月2日清晨曾突擊搜查亞當斯競選團隊
首席籌款人薩格斯的住所，上周二的行動意味
調查升級。亞當斯團隊律師約翰遜表示，「至
今市長沒有被起訴，一直配合調查。」

FBI當街帶走紐約市長問話 疑競選募款涉貪

◆希法醫院有45名嬰兒需用保溫箱。網上圖片

◆大阪世博將於2025年舉行。圖為大阪館模擬圖。
網上圖片

◆雷克雅內斯一座火山於今年7月爆發。 路透社

◆◆巴勒斯坦支巴勒斯坦支
持者在紐約曼持者在紐約曼
哈頓布萊恩特哈頓布萊恩特
公園圖書館前公園圖書館前
抗議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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