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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下令《蘋果》「洗白」破壞立會暴民
陳沛敏供稱「炒作年輕」博同情 爭取「諒解」「平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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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現年53歲的保安員
周健國，2020年12月在林卓廷Facebook專頁提及黎
智英被檢控的帖文下留言，煽惑衝入警總斬殺警隊
高層，他受審後被裁定煽惑傷人罪成，昨日在區域
法院被判囚5個月。法官李慶年指，被告明顯受林
卓廷帖文影響而留言，雖是單一帖子，留言也沒具
體計劃，煽惑言論較為概括，但鼓吹暴力一點都不
能多，一點都不能讓它蔓延。本案涉及煽惑他人干

犯暴力襲擊，須處有足夠懲罰和阻嚇的判刑，即時
監禁是唯一合適選項。
李官指，在法律上，控辯雙方同意控方無須證明
被告人成功煽惑他人。法律懲治的對象，就是發放
煽惑他人干犯刑事罪行的人。李官引用「潘榕偉
案」等案例指，法庭需考慮的量刑因素包括，煽惑
方式及覆蓋人數、是否單一的煽惑、有否透過方法
增加煽惑效果、是否突發或有預謀、可能產生的後

果、預期參與人數、暴力程度、規模等。被告並非
名人，回應其訊息者也不足2人，更有網民留言指
被告可能違反國安法。
李官認為，被告明顯受林卓廷的帖文影響而發布

訊息，林的帖文只提及黎智英被捕，被告的留言則
帶有煽動暴力的鼓吹。李官指，不能認同辯方以魯
莽來淡化留言的煽惑性。
李官指，被告煽惑他人襲擊警隊及警總，沒具體

計劃如何行事，煽惑言論較為概括，但當時正值社
會紛亂，不同平台有不同的暴力主張，這會助長暴
力的氛圍。
判詞引述辯方求情指，被告有輕微適應障礙症，
他當時受社運氣氛及社交媒體影響而犯案，他在定
罪後已表達悔意，認為被告適合社會服務令。但李
官指，被告的適應障礙症輕微，對減刑幫助不大，
而被告受審定罪後表達悔意，是「後知後覺」，難
作為減刑理由。遂以6個月監禁作量刑起點，考慮
他受查期間合作，重犯機會不高，酌情扣減刑期一
個月。

保安網煽殺警囚5個月 法官：不容鼓吹暴力

陳沛敏作供重點

22.. 黎智英冀藉挖黎智英冀藉挖掘掘「「體體諒衝擊立會的言諒衝擊立會的言

論論」，」，散播散播「「諒解諒解」」有有關暴行的情緒關暴行的情緒，，以以

圖將這種情緒造成圖將這種情緒造成「「共識共識」」

33.. 黎智英擔心黎智英擔心「「衝擊立法會衝擊立法會」」令市民不支令市民不支

持持「「抗爭抗爭」」，，故要藉故要藉《《蘋果蘋果》》報報道對沖輿論道對沖輿論

11.. 黎智英認黎智英認為為「「泛民泛民」」須須就圍攻立會事件就圍攻立會事件

進進行行「「善後工作善後工作」」，，令令「「抗爭抗爭」」持續持續

◆◆黎智英黎智英下令下令《《蘋果蘋果》》要製造要製造「「諒解諒解」」破壞立法會破壞立法會
的情緒的情緒。。圖為當年暴徒暴行圖為當年暴徒暴行。。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蘋果蘋果》》語言偽術語言偽術，，淡化暴徒縱火衝擊警方防線淡化暴徒縱火衝擊警方防線，，誇大警方用誇大警方用
催淚彈驅散暴徒為催淚彈驅散暴徒為「「狂射平民狂射平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控方在庭上提及，2019年7月1日發生衝擊立法會大樓
暴亂後，《蘋果日報》手機App在2019年7月2日的

新聞截圖，該新聞圖片上寫道：「留守立會『死士』作為
一個爸爸，為個仔，係咪應該咁易放棄呢？」該文章標題
為「【引渡惡法】年輕爸爸留守立會冀身教子女：有責任
給下一代更好生活」。陳沛敏確認《蘋果日報》有相關報
道。

蓄意炮製「體諒圍攻立會」共識
控方展示黎智英轉發給陳沛敏的訊息顯示：「Nick，很
好，年輕人衝立法會事令我心情沉重，你們認為泛民善後
工作有什麼該做令運動可以持續？好彩市民對年輕人闖立
法會是多少有些體諒，損害可能不太大。你們認為呢？謝
謝。黎」黎智英在訊息中又指：「這年輕父親講得很好，
對很多人都會有啟發性。」陳沛敏回覆：「收到。明天報
紙已會有很多衝擊和佔領立會年輕人心聲。包括上述死
士。明天會再做。」
陳沛敏庭上解釋，「Nick」是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

偉，黎智英將他與張志偉的對話轉發給她，張向黎稱記者
訪問了示威者，報道會在網站出現，包括黎提到的年輕父
親。陳解釋，因大部分記者編制屬於網上版，所以《蘋
果》實體報紙都會採用網上版內容，她知道報紙已採用網
上版訪問內容，因此回覆「收到」。
控方展示黎智英曾向陳沛敏傳訊息顯示，黎智英稱：「很

好，我們以後幾天的工作是把這些sentiment（情緒）擴大
擴散，彌漫成為市民共識。」陳回覆：「但無論如何明天再
做。」黎稱：「是，要再做，明天是否集中做年輕人的心
聲，盡量為他們在這件事上爭取市民諒解和支持，得以平
反？」陳沛敏回覆：「當然一定有些人不認同衝立會，但這
些人也不會因此變成認同林鄭，我們明天會再做。」

「有放低錢」洗地掠奪毀壞餐廳
訊息顯示，陳沛敏其後向黎智英傳送「我係公關仔」及
《蘋果日報》Fb 專頁截圖，其中截圖提到「立法會餐廳
示威者放低錢先攞汽水飲」。陳指，因黎智英提到《蘋果
日報》要多講述年輕人心聲、爭取市民諒解及支持，「我
想話畀佢知，喺啲社交媒體上面，有啲都係諒解示威
者。」
法官李運騰問陳沛敏，她向黎智英發送截圖，是否意指
《蘋果日報》記者已做了黎智英要求他們做的事情？陳沛
敏指，立法會事件本身是大新聞，「同事好本能記錄呢件
事，當然黎生係有intention（目的）嘅，想我哋去跟進呢
件事」，而其訊息「畀到我嘅指示，佢（黎智英）擔心衝
擊立法會呢件事好爭議，令市民唔再支持運動，所以我哋
喺佢未出聲之前，都會採訪呢啲嘢」。
陳續指，「但佢（黎智英）咁樣講完之後，我哋好似要
帶住一個動機採訪，做到佢話要令市民繼續支持運動，佢
想透過我哋報道，令公眾諒解或支持呢啲年輕『示威
者』。法官李運騰追問，是否黎智英心裏是有一個目的，
讓《蘋果》觀點達到其目的？陳同意，亦同意她視黎智英
的訊息為指示，「喺報紙做返大個篇幅，咁去落實黎生嘅
指示」、「把這些sentiment擴大擴散」。
控方又展示2019年7月29日《蘋果日報》頭版新聞，標

題為《生雞蛋來襲 催淚彈還擊 警亂槍狂射平民》，而
右下角圖片中有「示威者」把起火的手推車推向警方。控
方問陳沛敏，為何當時標題會用生雞蛋、而不提及「示威
者」用火。陳沛敏稱自己在星期日放假，所以該版面沒有
參與會議，並指如果她放假，標題會由林文宗決定，而深
夜改版亦有其他同事負責，不過她會收到通知。

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與《蘋果

日報》3 間相關

公司被控串謀勾

外力案，昨日踏入第二十五日審訊。控方傳召第

二從犯證人、《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沛敏繼續

作供。據陳沛敏所述，2019年7月1日發生大規

模衝擊立法會大樓暴亂後，黎智英認為事件令公

眾反感而削弱「抗爭」行動，故指示利用《蘋果

日報》報道撐衝擊立法會的年輕「示威者」，要

為他們爭取市民「諒解」和「平反」，並透過報

道將這種情緒擴大擴散。陳沛敏指，她落實黎智

英的指示，透過《蘋果日報》的採訪達成黎智英

的這個目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控方昨展示黎
智英在2019年7月4日向陳沛敏轉發數篇由英
國《泰晤士報》專欄作家Edward Lucas撰寫
的文章，黎智英稱：「沛敏，Edward Lucas
是一名十分受歡迎的專欄作家，你可能會發
現他的一些文章適合報道，如適合麻煩翻譯
文章，有需要時可以聯絡他」。黎智英另向
陳沛敏發送Edward Lucas的聯絡資料。
陳沛敏作供指，她閱畢Edward Lucas的文
章後，「覺得喺新聞版面處理唔到，我同
Nick口頭傾完，覺得可以交畀論壇版翻譯，
或者把文章交由中國版或國際版翻譯發布成
專欄文章」，但她忘記最後如何刊登該些文
章，她雖記得國際版當年曾翻譯英文專欄文
章至中文後發布，但她忘記該些是否Edward
Lucas的文章。控方又向陳沛敏展示，黎智英
在2019年 7月8日向她轉發另一篇Edward
Locus文章。陳沛敏確認她以上述同樣方式處
理。
黎智英在2019年7月19日向陳沛敏轉發

「香港監察」羅傑斯的訊息，羅傑斯向黎智
英表示時任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約霍希望
聯絡《蘋果日報》編輯並刊登一篇文章。陳
沛敏確認有此事，但隱約記得該文章是有關
支持「抗爭」運動，羅傑斯亦曾向《蘋果日
報》傳送該文章。控方問陳沛敏為何與張志
偉（Nick）討論此事，而不與黎智英討論
時，陳沛敏解釋「我哋好少將英文稿翻譯成
中文再刊登，一嚟外國媒體已經出咗，二嚟
論壇版要另外搵人手翻譯，我覺得要同Nick
商量下」，而「黎生意向好明顯，佢叫我哋
刊登呢啲文」，她也不知道張劍虹有否向黎
智英報告此事。
控方又展示2019年7月2日，黎智英在將前
區議員岑敖暉在Facebook發表的文章內容轉
發給陳沛敏，並指「我們可用某種形式刊登
這篇文章嗎？甚至給他做個訪問說明」；陳
沛敏當時回覆「論壇可刊登」。陳沛敏昨解
釋，黎智英指示訪問岑敖暉，但她認為不太
適合，並建議透過在論壇版刊登文章。

邀外國反華作家政客供稿
「破例」英譯中「抗爭文」

Mark Simon傳陳沛敏訊息
證李柱銘陳方安生撐朱牧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控方昨日展
開多條黎智英私人助理Mark Simon與陳沛
敏之間的電話訊息，顯示Mark Simon穿針
引線的角色。
陳沛敏供稱，她做《蘋果日報》副總編輯
時才留意到有Mark Simon這個人，但兩人
未有面對面詳談過，也不在同一層辦公室，
只知他常去台灣工作，以她所知，Mark Si-
mon會替黎打理傳媒以外的生意，即「任何
黎生指派畀佢嘅工作」。
2019年9月10日，Mark Simon 向陳沛敏

傳訊息指：「太好了，將會有一個由Sam
Chu帶領的組織，他是朱耀明牧師的兒子，
我不確定他們有多好，但李柱銘和陳方安生
都支持他」，並傳送Sam Chu的聯絡方法。
陳沛敏指，「Sam Chu」是朱牧民，當時不
認識「美國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組

織，是從新聞中知道朱牧民。Mark Simon在
訊息中又問陳：「我們有否派人去華盛頓，
報道黃之鋒和何韻詩的行程？」陳回覆
「Yes」。控方問，黃之鋒和何韻詩有否去
華盛頓？陳稱「我記得有」。
2019年8月24日，Mark Simon 向陳發送

一張女「示威者」相片，陳回覆會跟進。陳
昨解釋，Mark Simon「好似報料畀我哋，所
以我隨口答佢，我哋會跟進㗎喇」。兩日
後，Mark Simon向陳傳送訊息指：「我現在
在美國，我可以取得有質素的頭盔、防毒面
具、防護衣，並以優惠價錢購買及易於運
送。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請告訴我。」陳沛
敏回覆：「好的，謝謝」。陳解釋，當時記
者去採訪需要這些工具，Mark Simon表示有
辦法買到裝備，她當時只是禮貌性答覆，並
沒有認真對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陳沛敏
昨日供稱，黎智英在2019年後，比以前
更頻密地接受外媒訪問及為外媒撰寫評
論文章。2019年8月18日，黎智英發
訊息給陳沛敏指自己接受美國霍士新聞
訪問，同日《蘋果日報》電子版曾發布
相關即時新聞，標題提到「逆權運
動」，以及黎智英受訪中大讚美國將香
港時局與貿易戰掛鈎。
控方提到《蘋果日報》在2019年7月

12日發表名為《黎智英晤博爾頓 促華
府援港》的文章，並刊登了黎智英與時
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合照，又
提及彭博社報道黎智英請求美國政府支
持香港的年輕「抗爭者」。文章透露黎
智英在2019年7月先後與時任美國副總
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及多名共和黨參
議員會面。控方展示了《蘋果日報》在
2019年7月9日刊登的黎智英與彭斯握
手的相片，陳沛敏表示她當時並不知道
黎智英訪美。
控方其後向陳沛敏展示《蘋果日報》

在2019年7月9日刊登題為《蓬佩奧晤
黎智英討論逃犯例》的文章，在文章首
段位置顯示「今晨第二次版」，陳沛敏
確認文章並解釋，報紙在印刷途中有改
版，例如有重大新聞。法官李運騰問到
在這次情況中，報章是否有內容的改
變。陳沛敏確認第二次版是為了加上黎
智英晤蓬佩奧新聞。控方追問原因，陳
沛敏供稱，因為當時黎智英去了美國，
都算重要，所以改版處理，而且黎智英
一直有透過外媒發表文章，「似乎好關
注國際社會點睇香港呢一次運動，所以
佢今次直情自己去見美國國務卿……我
哋就咁處理。」不過，陳沛敏稱事前不
知道黎智英有這次見面。

陳沛敏：黎要促外國施壓香港
控方問到黎智英返港後，有否談過華

盛頓的事情。陳沛敏稱沒有特別談過，
「佢去美國做呢樣嘢，同佢一向立場相
符」、「無乜好奇怪」。陳沛敏又指黎
智英「覺得要爭取外國向香港政府施
壓」，而當時有一些訴求，除了撤回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之外，社會亦有
聲音要求對所謂「警暴」獨立調查，黎
智英認為應該透過外國施壓達到目標。
法官李運騰問到，黎智英所指的施壓是
什麼，陳沛敏稱黎智英沒有直接跟她說
過，不過當時美國眾議院在討論《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黎智英去美國亦是
見國會議員，相信施壓是指這類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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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於黎智英於20192019年年77 月赴美見博爾頓月赴美見博爾頓，，促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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