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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 英國

廣 播 公 司
（BBC）前新聞主

播愛德華茲早前被揭
發私藏41張兒童不雅

照片，其中一名受害兒
童年僅7歲。他於7月承認
三項控罪，倫敦法院周一
（9月16日）宣判，外界原
先估計他面臨最低 12 個
月、最高10年刑期，但法院最終只判他入獄6個
月、緩刑兩年，並下令他接受性犯罪者治療。
愛德華茲坦承在WhatsApp上收到一名現已被定

罪的孌童者的41張兒童不雅照，其中7張照片內
容涉及嚴重的虐待行為及性行為，警方估計大部
分照片中人為12至15歲兒童。愛德華茲承認三項
持有兒童不雅照罪名，法官指他是初犯，且不會
對公眾兒童構成威脅，未判處他即時監禁，他還
被列入性犯罪者名單，須向警方報告行蹤。

網民：對受害兒童的侮辱
愛德華茲的代表律師此前表示，其當事人並未

保留或轉發相關照片，他亦正經歷「精神和身

體」的健康問題。律師指
出愛德華茲過往品格良
好，希望法庭考慮判處緩
刑。
網民認為法官對愛德華
茲判刑過輕，紛紛在社媒
指責司法不公。有網民留
言說，「愛德華茲零監禁
時間，這是病態墮落政權
對英國公眾的當頭一棒。
司 法 系 統 腐 敗 令 人 作

嘔。」還有網民指「這是對受害兒童的侮辱」。
英國改革黨黨魁法拉奇則諷刺說，「難怪民眾
對我們的國家失去信心。」BBC政治評論員阿姆
斯特朗表示，「法官擔心愛德華茲的安全，以
『精神健康』為由令他免於入獄，那麼孩子們的
安全呢？又是司法雙重標準，絕對的恥辱。」
62歲的愛德華茲於1984年加入BBC，效力長達

40年，於2003年至2023年為BBC主持王牌節目
《10點新聞》，在BBC被視為最受信賴的首席新
聞主播。愛德華茲是BBC收入最高的記者，去年
4月至今年4月期間收入約48萬英鎊（約493萬港
元）。愛德華茲去年7月被停職處分，其後因精神
健康狀況入院治療，並於今年4月辭職。

私藏41張兒童不雅照
BBC前主播緩刑惹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 以色列軍方於剛過去的周日（9
月15日）表示，去年在剿滅哈馬斯北加沙旅指揮
官甘杜爾的行動中，或造成3名以色列人質（圖）死
亡。3人於去年底被發現死於加沙地道，以軍經調
查後認為，很可能是因以軍空襲時造成死亡。
死者是於去年12月14日，在加沙北部賈巴利亞

的地道中被發現，當中包括一名法國和以色列雙重
國籍平民托萊達諾。以軍直至近日才確認死因，並
於上周通知死者家人。

起初稱是哈馬斯所為
以軍發聲明稱，考慮到所有數據，調查結果表明

這3人很可能是被以軍空襲殺死，但聲明強調為
「估計」，不能完全確定他們的死亡原因。

據英國《衛報》報道，家屬最初被告知人質是遭
哈馬斯殺害，以軍亦於今年1月否認有人質死於以
軍空襲。報道認為，今次調查結果或增加輿論對以
色列政府的壓力，民眾連日發動示威要求達成停火
協議，以促成哈馬斯釋放其餘人質。

以軍認加沙行動或誤殺3人質

香港文匯報訊 一場攸關傳
媒大亨梅鐸媒體帝國掌控權的
法庭之爭，周一（9月16日）
於美國內華達州法庭展開閉門
聆訊，這場接班人之爭，或將
決定霍士新聞和《華爾街日
報》等重要媒體的未來。

冀長子完全掌權
《紐約時報》取得法庭密封
文件後報道，93歲的梅鐸正試
圖變更家族信託條款，以確保
他的「新聞集團」和「霍士集
團」由其指定接班人、長子拉
克蘭牢牢掌控。梅鐸家族信託
是梅鐸的控制工具，「新聞集團」和「霍士集
團」各佔40%具投票權股份。文件顯示梅鐸提
出的信託修款修正案，將阻止拉克蘭的另外3
名弟妹作出任何干涉。
梅鐸先後經歷5段婚姻，育有6名子女。根據

25年前設立的家族信託，他與前兩任妻子所生
的4名子女，將在他過世後平分他遺下的股權
與投票權，他們分別是長子拉克蘭、女兒普羅
登斯、伊利沙伯及幼子詹姆斯。目前拉克蘭掌
管霍士，且是新聞集團唯一董事長，由於其他
3名繼承人投票加起來可能勝過拉克蘭一人，
因而成為接班人爭奪戰。
專門從事遺產規劃的內華達州
律師肖恩．楊指出，梅
鐸必須證明信託內
容的任何變
更都是出於
善 意 ，

「不會犧牲或歧視該信託所要保護的各方。」
內華達州雷諾市遺囑認證專員戈爾曼將負責
閉門法庭聽證，多家媒體以此案足以影響數千
員工、全球媒體消費者及政治格局為由，要求
法庭公開密封文件並公開聽證。梅鐸信託基金
對此拒絕，指出信託人管理大量資產，若公開
私人且機密的資訊，主要繼承人與其他家族成
員的風險都會提高。法庭方面也表明不會公
開，指媒體到庭採訪審訊過程將暴露相關人等
行蹤，惡意人士或濫用這些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籍
的歐盟內部市場專員布
勒東周一（9 月 16
日）突然宣布辭職，
他指責歐盟委員會主
席馮德萊恩向法國政

府施壓，要求撤回他作
為新一屆歐委會成員的

提名，事件令歐盟的權力交接陷入混亂。

與法協商換人 提供更高職位
今年7月再次當選歐委會主席的馮德萊恩，正擬

定新一屆歐委會成員名單，預計周二公布。法國
總統馬克龍再次向歐委會提名布勒東出任歐盟內

部市場專員，此前曾任法國電信集團行政總裁的
布勒東，負責監督歐盟從工業武器生產到科技巨
頭規範等許多最重要政策。
然而布勒東周一在社媒X上聲稱，馮德萊恩私
下與法國協商更換人選，承諾給法國候選人一個
更高職位，他因此立即辭職。布勒東還稱，最新
的發展進一步證明歐盟「管理上的問題」，因此
他認為無法繼續履行職責。儘管這一指控尚未經
核實，但有報道指馮德萊恩此前曾對歐洲其他小
國採取這一策略。
在歐洲議會選舉後，馮德萊恩聲稱試圖實現歐
委會性別平衡，在她施壓下，斯洛文尼亞和羅馬
尼亞等成員國已將此前的男性候選人替換成女
性。

歐委會法專員辭職 控訴馮德萊恩枱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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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挑戰華府 推動有利1.7億美用戶裁決

TikTokTikTok：：禁令禁令危及美國就業機會危及美國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短片分享程式TikTok

循法律途徑挑戰美國政府的禁令，周一

（9月16日）於美國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

院進行聆訊。3名法官斯里尼桑瓦、拉奧

和金斯伯格聽取TikTok、其母公司字節

跳動，及內容創作者

的口頭辯論。

TikTok一方表示，美國政府的法案毫無疑問將迫使TikTok於明年1
月19日之前關閉，指此舉讓那些使用該平台進
行交流的人噤聲，並剝奪為每個用戶定制內容的
創新和技術。TikTok強調正推動一項有利該應
用程式及其1.7億美國用戶的裁決，「憲法站在
我們這邊。」字節跳動則表示不可能出售Tik-
Tok，還指禁止TikTok將危及美國的就業機會。
根據該公司今年3月發布的數據，有700多萬美
國小企業和個人在TikTok上發布內容，他們因
此獲得150億美元（約1,168億港元）收入。

司法部續包裝成「國安問題」
美國司法部代表反駁稱，該法案解決的是
「國家安全問題」，而非言論問題，「鑒於
TikTok在美國的廣泛影響力，中國利用TikTok
的功能來損害美國利益，對國家安全構成巨大
威脅。」
TikTok行政總裁周受資則在社媒向美國用戶
表示，「我們有信心，我們將繼續在法庭上為
你們的權利而戰。事實和憲法都站在我們這
邊。請放心，我們不會離開。」
許多法律專家認為，這宗案件將拖延數月甚
至更長時間，認為禁令或難以實施。明尼蘇達
大學法學專家羅森斯坦認為，TikTok在明年春

天被禁的可能性，只是「比不可能稍微高一
點」。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專家賈弗爾則指禁令
「在憲法上站不住腳」。
哥倫比亞大學第一修正案研究所專職的王曉

農（譯音）教授，批評美政客對TikTok所構成
的具體國家安全威脅含糊其辭，指出若禁令實
施，世界各地政府都可能引用這一先例，限制
公民接觸境外信息、想法和媒體。「我們想不
出有過這樣的先例，基於未披露的證據對第一
修正案規定的權利作出如此廣泛的限制，但卻
被認為是合憲的。」

料案件終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紐約時報》指出，不少法律專家相信，難

料最終哪一方勝訴，案件最終或會上訴至聯邦
最高法院。
美國政府要求字節跳動出售TikTok，否則於

明年1月19日禁制TikTok。為應對美國政府對
「國家安全威脅」的憂慮，TikTok已採取多項
措施，旨在安撫美政府，包括與美國軟件巨擘
甲骨文公司達成協議，在其伺服器中儲存美國
用戶數據，字節跳動無法閱覽。另一方面，美
國地產富豪麥考特等人已對收購TikTok表達興
趣，TikTok和字節跳動沒有對此置評，並公開
表示其重點是推翻禁令。

●TikTok 支持者早
前到美國國會大樓
前示威。 網上圖片

●梅鐸（中）與長子拉克蘭（左）及幼子詹姆斯合照。 資料圖片

●愛德華茲抵達英國倫敦威斯敏斯
特地方法院接受宣判。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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