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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學者批美褻瀆 塔利班誓報復
殺機四伏
海葬激起千層浪 195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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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遜尼派最高學府開羅艾玆哈爾清真寺
譴責美軍將拉登海葬，資深學者塔耶卜認

為：「海葬違背了伊斯蘭教法律、宗教價值和人
道主義原則。令屍體變形的做法是不被允許的，
不論死者的信仰。」學者稱，海葬只有在特殊情
況下才被允許，比如突然在船上去世而無法土
葬。
各地穆斯林均譴責海葬一事。黎巴嫩激進教
士穆罕默德說：「美國人想通過這樣的葬禮侮
辱穆斯林，我不認為這符合美國政府的利
益。」什葉派教士賈巴里說：「不該將他扔
到海裡去餵魚。」伊拉克伊斯蘭教學者賈
那比說：「無法接受，這幾乎是一種犯

罪行為。」印尼激進分子昨日更誓
言將舉行「集體悼拉登日」。

美公布葬禮細節
美國一名官員解釋，海葬是因為很難

找到國家願意接收拉登遺體；加上擔心
如果土葬，拉登墓地很可能成為武裝分
子據點。但埃及著名伊斯蘭教分析師兼
律師扎耶特指斥：「(美國)殺了他再上電
視向全球炫耀還不夠嗎？沙特阿拉伯(拉
登家鄉)有道義上責任要求拉登在該國土
葬。」他認為，美國大可以採用無墓碑
或標識的墓地。
國防部透露，他們按照伊斯蘭教傳統和

習俗處理拉登的屍體，包括先經過清洗，
然後放置在白布上，再放進加重的包裹。海
軍軍官隨後頌讀宗教詞句，並由阿拉伯人
翻譯員口譯成阿拉伯文。屍體再被放置在
平板上，最後平板豎立把屍身沉入海底。
國防部並稱，海葬是海軍對服役期間過身士
兵的慣常做法。

巴國成頭號目標
聯邦調查局(FBI)和國土安全部警告，拉登之

死或會引發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恐襲。塔利班發言
人昨表示，巴基斯坦總理吉拉尼、陸軍參謀長卡

亞尼和總統扎爾達里，都是頭號攻擊目標；又聲稱前總理貝娜齊爾
正是他們所殺。塔利班警告美國不要為殺死拉登而自滿，因美國用
了10年才殺死他，但塔利班策劃了3個月便殺死貝娜齊爾。
有專家指出，印尼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也有一些「聖戰」組

織，過往曾與「基地」合作和受「基地」啟發。一名印尼恐怖分子
更在網上表示，所有人都應「高興」，因拉登一直希望以烈士身份
犧牲，不管有否拉登，聖戰都會繼續下去，而且會有千千萬萬個拉
登取而代之。泰國學者認為，泰國傳媒報道拉登之死時，不應過於
強調美國勝利，避免刺激當地叛亂分子。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極速」海葬
拉登未死？

猜測1 美軍沒殺死拉登，

整個「捕殺」過程自編自導自

演，旨在催谷總統奧巴馬民

望，讓他明年連任。

猜測2 美軍聲稱殺死拉

登，從而「證明」反恐圓滿成

功，讓阿富汗撤軍合理化。

猜測3 美軍「殺死」拉登

後匆匆海葬，是為了毀屍滅

跡，掩飾行動失敗。

猜測4 美國沒有拉登DNA

樣本，根本沒可能驗證所殺的

是拉登(報道指華府是從拉登

一個死於腦癌的姊妹身上取得

DNA樣本作比對)。

猜測5 美國多年前已知道

拉登所在，但一直不殺死他，

以選擇對美國最有利的時機才

落手。

在塔利班揚言報復下，美國等多國已加強保安，美國
更即時無限期關閉駐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大使館，以
及駐白沙瓦、拉合爾和卡拉奇的領事館。
在經歷「911」襲擊的紐約市，當局在時代廣場、世貿

遺址附近及大中央車站等重要公共場所加強警力。警方
前日一度關閉時代廣場一條街道，調查一個可疑包裹，最
後證實只是流浪漢的衣服。各地NBA場館加強保安。
歐洲方面，英國市面加強警力，國防部要求國內外軍事

基地保持警覺；警方昨表示，日前拘捕5名20來歲、來自倫
敦的人，他們當時身處英格蘭西北部塞拉菲爾德核燃料
處理廠附近，懷疑從事恐怖活動。英國並加強保安，只
在3個機場採用一直惹來私隱爭議的「透視」掃描器，將
擴至全國通行。航空界批評，政府「漁翁撒網」的安檢政
策擾民，成效不彰，應主力打擊高危目標。德國上周五拘捕
3名懷疑「基地」分子，他們或企圖在人多地方引爆炸彈。
法國要求駐敏感地區的使領館、學校及企業加強戒備。

三星接恐嚇電郵 稱炸阿拉伯使館
韓聯社報道，三星公司前日收到一份英文恐嚇電郵，內容

聲稱將炸毀三星總部和駐韓9個阿拉伯國家的大使館。外交
通商部下令所有駐外使領館提高警戒。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韓聯社/《每日郵報》/《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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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擊斃恐怖大亨拉登，但對方藏身處竟然是巴基

斯坦軍事重鎮阿伯塔巴德，市內「地標」更是「巴國

西點軍校」。不少評論認為，事件將嚴重影響美巴反

恐盟友關係，甚至美國每年給予巴國逾10億美元(約

78億港元)的反恐資助也可能「凍過水」。

然而，巴國反恐不力甚至或暗助恐怖分子，華府早

已了然在胸。爆料網站「維基解密」去年公開美國外

交文件，大爆美國外交官懷疑巴國與塔利班舉行「秘

密戰略會議」。是次美軍竟至把拉登屍首運回基地才

告知巴國，美方對巴國有多不信任可想而知。

不但華府如是，英國首相卡梅倫早前也炮轟巴國

「兩頭蛇」。

巴國還有「反美情緒」這張王牌，這情況無論在

埃及還是巴林(均是美國盟友)都沒出現，為巴國形勢

帶來更多變數。巴國「有恃無恐」，早前更連番批評

美軍無人戰機空襲。是次巴國因拉登事件出醜，或

會稍稍調高反恐水平，但美國以反恐資助作要脅，

似乎也沒甚麼好處。

現時，基地組織對巴基斯坦怒火中燒，因後者竟能

容忍美國派遣海豹突擊隊深入伊斯蘭堡郊外，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勢射殺拉登，使這個恐魔「不死神話」終

被打破。基地已誓言，將巴國總統扎爾達里當作恐襲

目標。巴國正陷兩面不是人境地。 ■張啟宏

美軍周日擊殺拉登後，國防部前日公布已

動用「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在北阿拉

伯海域將拉登海葬。然而，眾多伊斯蘭教學

者指海葬是侮辱性的舉動，伊斯蘭教傳統是

土葬，讓屍體頭部朝聖城麥加方向。伊斯蘭

教神職人員表示，海葬違反教義，可能會激

怒武裝分子，招致對美更激烈報復。《華盛

頓郵報》社論更指出，美國在未來數月「最

危險」。

美關閉駐巴使領館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奧巴馬周日公布
已擊斃「基地」組織領袖拉登後，香港特區
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表示，沒情報顯示本港
會成為恐襲目標，目前本港受恐襲威脅的評
級仍維持在「中度」，當局會與海外機關保持
聯繫，亦會留意事態最新發展，暫時看不到
有需要發出特別外遊警示。

拉登死後被美軍極速海葬，華
府至今仍未公開他被殺的照片，
令外界質疑死訊。美國反恐顧問
布倫南表示，須權衡利弊後才作
決定。有官員則稱，華府「很可
能」發放死照和海葬拉登片段，
並可能在美國時間周二發放。
參議院本土保安委員會主席利

伯曼則稱，雖然深信被殺者是拉
登，但認為有需要展示證據，釋
除外界疑慮。但有國會議員指公
開死照可能引發問題。美國過往
曾多次公開敵人的被殺照，2007
年1月，時任總統布什不滿伊拉克
前總統薩達姆受絞刑的片段外
洩，認為看起來像「報復殺害」。

塔利班質疑拉登死訊
此外，阿富汗塔利班首度開

腔，質疑美方未能提供足夠證
據，加上拉登親信仍未確認消
息，故現階段斷定拉登已死為時
尚早。
阿富汗情報官員表示，該國情

報機關早在美國之前，已懷疑拉
登在阿伯塔巴德的寓所有重要恐
怖分子匿藏，並通知美軍，但當
時沒想到會是拉登。

■美聯社/法新社/中新社

香港保安局：
暫不需發旅警

美國和巴基斯坦
反恐盟友關係因追
殺拉登備受考驗。
美國白宮反恐顧問
布倫南昨稱，拉登

「在眾目睽睽下匿
藏」，而且已在阿
伯塔巴德匿藏5至
6 年 ， 卻 沒 人 發
現，質疑巴國包庇
拉登。巴國總統扎
爾達里(圖右)否認

追蹤拉登不力，駐美大使哈卡尼稱會作全面
調查。

扎爾達里昨於《華盛頓郵報》發聲明指，
前日並非聯合行動，但他並未直接評論巴國
情報不足的指控，也沒解釋拉登如何能在軍
事重地匿藏。然而，巴國的解釋並未釋除美
國疑慮，布倫南稱：「若拉登在巴國沒支援
系統下可匿藏這麼久，則非常難以置信。」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萊文表示，巴國
軍方及情報組「得作詳盡解釋」。

巴國媒體昨亦表示，拉登在巴國不知情下
被殺，巴國當局非常尷尬，有評論員促請華
府向當局表達不滿。有報道指巴國未能發現
拉登匿藏當地「令人震驚」，巴國將很難向美
交代，更有電視台重播巴國總理及其他領袖
早前否認拉登匿藏當地的片段。

掀美撤軍陰謀論
拉登死訊在阿伯塔巴德引發陰謀論，當地

居民指從沒見過任何阿拉伯人出沒，「沒人
相信這事。(美軍)說已把拉登屍體丟下海！這
是錯誤的，他不在這裡。」有人質疑美軍想
撤出阿富 汗，才說拉登已死，讓他們有藉口
撤退。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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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布已動用「卡爾．文森」號航
母，在北阿拉伯海域將拉登海葬。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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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國
際機場加強
安檢。

路透社

巴基斯坦警方
封鎖往美駐卡拉
奇 領 事 館 的 街
道。 法新社

▲

■巴國男童在「賊巢」附近草叢
拾駁火造成的碎片作「紀念」。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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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拉登受審自辯
美選擇直接殺人
分析師前天表示，美國沒生擒而是直接擊斃拉登，能避免法

庭審訊他，不讓他有機會大肆宣傳，造成令奧巴馬頭痛的法律
及政治新困境，引爆有關對待及審訊恐怖疑犯方式的爭議。
退休軍官、「新美國安全中心」成員艾克森說：「我認為白

宮可能鬆了一口氣。如果活捉他，反而很危險，審訊及監禁他
都可能成為一場馬戲表演。」聯合國一名人權獨立調查員兼法
律系教授指出：「在人權角度上，最理想永遠都是生擒並審
訊，但美軍可能別無選擇。在某些個案，需接受這是不實際的
選擇。」
與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不同，拉登沒機會在法庭上辯護或號

召支持者集會，但部分人權分子認為，審判才能使他的罪行曝
光，讓正義得以伸張。 ■法新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