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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在梵蒂岡西斯汀教消防員在梵蒂岡西斯汀教
堂安裝堂安裝「「訊號煙囪訊號煙囪」」，，為選新為選新
教宗作準備教宗作準備。。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羅馬尼亞周日（5月4日）重新
舉行總統選舉，當地選舉機構周一公布計票結果，
極右翼羅馬尼亞人團結聯盟黨（AUR）黨魁西米
翁得票率近41%。分析認為羅馬尼亞若選出疑歐派
的西米翁，可能會影響歐盟的對烏援助等政策。

主張停止對烏軍援
由於沒有候選人得票率過半，西米翁將與排名第
二、得票率約21%的獨立候選人、布加勒斯特市長達
恩進入5月18日的次輪投票。次輪投票採取簡單多數
制，候選人只需獲簡單多數票即可當選。西米翁宣稱
首輪投票結果非比尋常，達恩指次輪投票會充滿挑
戰，但他表示樂觀。
西米翁自詡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鐵粉，希望成為

羅馬尼亞版「MAGA總統」，主張停止對烏軍
援，多次宣傳反疫苗言論。
羅馬尼亞去年11月舉行大選，但當地憲法法

院12月初以俄羅斯介入大選為由，裁定首輪投
票無效，禁止當時排名第一的獨立候選人、極右
翼政治家傑奧爾傑斯庫參選。西米翁自稱是傑奧
爾傑斯庫繼承人，揚言自己如果勝選，有多種方
式讓傑奧爾傑斯庫成為領導人。

羅馬尼亞重選總統 極右翼「特粉」首輪領先

方濟各2013年當選教宗時，秘密會議合共
有來自 48個國家和地區 115名樞機投

票。預計今次秘密會議上，合資格投票樞機
來自約70個國家和地區，人數達133人。候
選人需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票數、即至少89票
才能當選。分析指多數樞機由方濟各任內擢
升，來自非傳統教區，新教宗將決定教會延
續方濟各的道路，還是轉趨保守。
意大利聖艾智德團體與梵蒂岡教廷關係密
切，團體創辦人里卡蒂分析，今屆參會樞機
人數眾多，彼此並不相熟，意味現時在梵蒂
岡任職、資歷較深、或擁有較良好聲望的樞
機選情更有利。如果樞機們傾向選擇一名
「大人物」，選舉可能很快有結果。若樞機
們就教廷未來發展態度不一，投票結果或會
難產。

17意國樞機或為本國候選人歸票
梵蒂岡觀察家認為，意大利樞機佔總選票
約12%，是規模最顯著的候選勢力。意大利
人歷史上曾擔任教宗長達455年，但1978年
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至今，47年來的3任教

宗都不是意大利人。消息稱意大利樞機之間
常有立場衝突，不過方濟各任內削減意國樞
機人數，可能促使參會的17名意國樞機團結
一致，為一名本國候選人歸票。

歐非保守派樞機料結盟
也有梵蒂岡匿名官員稱，亞洲部分樞機內
部溝通密切，他們不排除與一些進步派美國
樞機，以及不歡迎意大利教宗的拉丁美洲樞
機結盟。歐洲的保守派樞機人數眾多，分析
估計他們或嘗試接觸立場保守的一些非洲樞
機，他們在對待性少數群體和墮胎等事務

上，與歐洲保守派取態相近。
梵蒂岡聖座福音傳播部前資深官員貝拉門

迪在《衛報》撰文稱，各地樞機日前在梵蒂
岡舉行預備會議，描述他們所在教區情況，
簡述領導教會主張。貝拉門迪引述消息稱，
梵蒂岡的潛在標準是候選人最好年過70歲，
「有樞機認為，『我們希望選出新領導人，
而非一名永恒的教宗。』」
貝拉門迪認為，新教宗需透過對話，在教

會與當代世界之間搭建橋樑，「除去競選策
略和國籍考量，樞機們最終的使命，是選出
適合領導新時代教會的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 梵蒂岡明日（5月7日）

將召開秘密會議選舉新任教宗。《紐約時

報》報道，教宗選舉結果向來難以預估，

尤其今次投票人數眾多，選情更為激烈，

候選人的年齡、國籍、聲望和立場，都將

左右選舉結果。教宗方濟各去世後，羅馬

天主教教會處於分裂邊緣，外界關注新任

教宗將選擇維護傳統教義，還是推動教廷

向現代化方向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加
拿大聯邦政府最近更新官方網站的旅遊警示，提醒
公民前往美國前做好準備，預防美國邊境官員進行
深入審查，包括搜查入境者的手機和手提電腦。專
上教育機構聯合組織亦對會員發出警告，勸告他們
若非必要切勿前去美國，免致遭到刁難。
美國邊境官員一直有權要求搜查入境者的物品，但
聯邦政府最近增加額外警告，顯示兩國長期友好關係
在美國發動貿易戰下已經破裂。網站指出美國嚴格執
行入境要求，入境口岸會進行嚴格檢查，包括電子設
備。政府呼籲公民遵守美國規例並且保持合作。若果
旅客被拒絕入境，他們可能被拘留和等待被驅逐出
境。

建議用一次性手機
法律界人士表示，旅客若果憂慮隱私問題，他們

應當事前衡量自己願意承擔的風險，並建議他們攜
帶一次性使用手機。根據美國法例，邊境官員無需
搜查令便能查看入境者的手機、查看其在社交媒體
上的評論以及檢查手提電腦，還有權下載所有內

容。
愈來愈多加拿大人在過境美國時感到緊張，擔心

在過程中遇到困難甚至被拘留。美國邊境官員專責
搜尋旅客可能在美國犯罪或違反入境簽證條款的證
據，但他們可能因入境者手機上留有「我對美國總
統特朗普感到憤怒」、「我不滿美國對加拿大進口
徵收關稅」字句而採取進一步行動。多倫多律師指
出旅客可以拒絕被搜查，但邊境官員有權不批准入
境或拘留，較早前曾有一名加拿大公民被拘留長達
11天。
代表全國120間專上院校7.2萬名教職員的加拿大
大學教師協會（CAUT）發布最新外遊建議，指出在
當今不斷變化的政局下，會員若非必要不應前去美
國。CAUT強烈建議某些類別的學者應當特別謹
慎，敏感類別包括面對美國旅遊禁令之國家的公
民、來自與美國外交關係緊張之國家的公民、曾抨
擊特朗普政策的人士及其研究可能被視為與特朗普
政府「不一致」的人士。另一類可能遭到美國入境
官員刁難，是那些曾在近期前往與美國關係緊張之
國家的人士。

加拿大更新赴美旅遊警告
提醒民眾或遭搜查電子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5月2日）
在名下社媒發布一張圖片（右圖），顯示他身穿教宗服
飾，相信是人工智能（AI）生成。《華盛頓郵報》報
道，天主教會眾多重要人士都批評特朗普的作法冒
犯，傲慢且缺乏尊重。
特朗普發布圖片翌日，梵蒂岡教廷發言人布魯尼兩度
拒絕對圖片置評。斯德哥爾摩教區主教、瑞典籍樞機阿
爾博雷柳斯向《華郵》直言，白宮轉載了這張圖片，「這
對白宮和總統都很可悲，特朗普的做法令他顯得可笑。」
紐約州天主教會也發帖稱，「總統先生，這張圖片

既不討好也不幽默。我們剛剛安葬了敬愛的教宗方濟
各，樞機主教們即將召開莊嚴的秘密會議，選舉新繼
任者。不要嘲諷我們。」天主教紐約教區總主教、美
國籍樞機多蘭曾在特朗普的就職儀式上祈禱，多蘭被
問及此事也坦言，「我希望他（特朗普）與這個決定
無關，它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特朗普任命的內閣官員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天主教

徒，包括副總統萬斯和國務卿魯比奧。美國皮尤研究
中心最新民調顯示，美國超過58%天主教徒不贊成特
朗普施政，支持者只有42%。

特朗普發「教宗特朗普」AI圖 天主教樞機批冒犯

梵蒂岡明日選教宗梵蒂岡明日選教宗
傳統與改革派角力傳統與改革派角力

羅馬天主教教會分裂加劇 70國家地區133投票人選情難測

香港文匯報訊 以色列安全內閣周一（5月5
日）宣布新計劃，批准擴大在加沙地帶軍事行動，
有關計劃會於美國總統特朗普下周訪問中東地區後
實施，直至佔領並控制整個加沙地帶。
法新社報道，以色列的新計劃會強迫加沙平民

向南遷移，改由國際組織和私人安保承包商，直
接向加沙家庭分發食物。以色列現時控制加沙地
帶約三分之一，全面封鎖通往加沙的援助通道。
以軍總參謀長扎米爾周日徵召數萬名預備役士
兵，宣稱以軍正加強施壓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
斯，要求對方釋放以國人質。

胡塞武裝揚言續攻擊以機場
伊朗當局周日展示一款射程達1,200公里的新型
固體燃料彈道導彈。伊朗國防部長納西爾扎德警
告，若美國或以色列發動戰爭，伊朗將會反擊。也

門胡塞武裝發言人薩雷亞揚言，會繼續襲擊以色列
各機場，包括周日發射導彈攻擊的特拉維夫本古里
安國際機場。

以色列擬擴大加沙軍事行動

新任教宗
選出後會依

照傳統更改名號。美國
有線新聞網絡（CNN）
引述專家解析，教宗選
擇的名號蘊含天主教漫
長歷史，可以體現他最
關注的議題，為其任期奠
定基調。
在天主教中，第一位教宗聖

伯多祿是耶穌十二使徒之一，他原名
西滿，由耶穌為他更名為伯多祿。533年至535年間，教
宗若望二世開創先例，他認為自己的原名較為接近一名
異教神，自行更名為若望。10世紀以來，教宗自我更名
逐步成為傳統，只有極少數教宗會保留受洗時的名字。
英國杜倫大學天主教史助理教授坦普爾稱，新任教
宗常選擇天主教歷史上的重要角色，或與推動改革、
聲望崇高的教宗同名，暗示自己的志向。例如去世的
教宗方濟各的名號，是為紀念關心窮人的聖方濟各。
此前一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名號，旨在致敬一戰期間
的教宗本篤十五世，表明對和平的承諾。
依照天主教傳統，出於對聖伯多祿的尊重，教宗不
會選用伯多祿這一名號。坦普爾解釋，此舉也與一個
流傳多年的預言有關，即「伯多祿二世將是最後一位
教宗」。坦普爾認為方濟各選擇歷任教宗從未使用的
新名號，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因為距離上一名選擇新
名號的教宗已過去1,100多年。新教宗的名號和受洗姓
名，都將在梵蒂岡公告中被翻譯為拉丁文，教宗原本
的姓氏會保留其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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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機向信徒樞機向信徒
致意致意。。美聯社美聯社

●加拿大提醒公民入境美國時準備面對嚴格審查。
成小智攝

●美國入境口岸官員加強檢查加拿大旅客的電子裝
備。 成小智攝

●西米翁手持特朗普MAGA帽。 網上圖片

●巴人在加沙汗尤尼斯領取食物。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