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文森）海葬拉登的美國
航母「卡爾文森」號有意近期訪問香港。在北京，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周四表示，中方已收到美方的申
請，正在按有關程序處理。她說，對於外國軍艦赴港
申請，中方一貫按照主權原則和具體情況逐案審批。

香港方面，警務處長曾偉雄表示，已留意到拉登在巴
基斯坦喪生，但香港的恐怖主義襲擊威脅仍為中等。

姜瑜：反恐合作仍需加強
香港警務處長曾偉雄表示，警方一直有定時更新恐

怖主義襲擊的威脅，但直至今天的評估仍屬中等。部
分高危地區會加派人手，但不宜公開。他又稱，未獲
通知曾為拉登進行海葬的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
號獲准來港，若然它獲准到港，警方有適當措施保障7
千名水兵的安全，香港市民毋須驚恐。
姜瑜稱，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國際反恐鬥爭的

重要組成部分。國際反恐合作雖取得積極進展，但國
際反恐形勢仍然嚴峻複雜。國際社會應進一步加強合
作，共同防範和打擊恐怖主義。

中方促國際支持巴國反恐
另有評論稱，鑒於巴基斯坦軍方在擊斃拉登一事上

行動不力，美應減少對巴援助。對此，姜瑜表示，巴
基斯坦是反恐前沿國家。國際社會應予以巴基斯坦更
多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和理解巴方立場，將繼續支
持巴方根據本國國情制定和實施反恐戰略，對巴積極
參與國際反恐合作表示讚賞。
此外，針對有報道指，中方向哈薩克斯坦與吉爾吉

斯斯坦施壓，阻止來自這些國家的一些人赴美參加有
關會議，姜瑜表示，她沒有看到相關報道。姜瑜強
調，恐怖主義不僅對中國，也對中亞國家的安全穩定
構成現實威脅。加強合作，共同打擊地區恐怖主義是
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重要合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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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藏身屋變聖殿 美未阻激進者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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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葬拉登航母 卡爾文森號申請訪港

劍橋大學的穆斯林神職人員穆拉德表示，
美國將拉登海葬，可能為美國人帶來不

利後果。他表示，美國並未活捉和拘押拉
登，做法「令人失望」。他說：「美國人將他
（拉登）丟入海裡，可能已創造某種聖地。部
分激進人士早已將阿拉伯海稱為『烈士之
海』」。

各種陰謀論扶搖直上
穆拉德還說：「在穆斯林觀點中，神聖性

擴及大片區域，有可能會引來朝聖，激進穆
斯林會站在海灘上，追思已逝英雄的美德。」
他指出，美國在上世紀的最大成就，就是前
總統杜魯門堅持，讓納粹戰犯在紐倫堡接受
審判。
穆拉德表示，在美國擊斃拉登後，正義已

無法充分伸張。他說：「流傳在穆斯林世界
和其他地區的各種陰謀論，現在可能更甚囂
塵上。對許多人來說，這位黑暗魔王仍與我
們同在，或者認為他始終都是無辜，這樣的
信念不會帶來美國和全世界所真正渴望的結
局。」

老記早公開藏身處
拉登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大屋喪命，

大屋現已成為「觀光點」。有當地居民憂慮該
處將成為武裝分子的「聖殿」，從世界各地湧
至朝拜。一名居民說：「那時候任何事情都
可能發生，這將會很危險。」直到拉登被擊
斃為止，不少美國媒體才驚覺原來他並非躲
在阿富汗某處山洞，而是住在巴基斯坦的豪
宅。事實上，早在2008年，資深記者艾曼普
便公開講明拉登的藏身處。他當時在清談節
目上討論拉登藏身何處，有嘉賓說可能躲在
某洞穴裡，艾曼普立即回應說：「不是。我
剛與某位熟知內情人士聊過，這位女士是美
方情報人員，她認為拉登是住在別墅，位於
巴基斯坦境內某處非常舒適的別墅。」艾曼
普前日表示，當時他是從前美國中情局官員
口中清楚得知這訊息。

■《每日郵報》/法新社

美國聲稱將「基地」組織領袖拉登海葬於北阿拉伯

海，是為了避免他的墓地變成恐怖分子的聖地。然

而，現實未必如華府所願。有穆斯林神職人員指出，

激進穆斯林已將這處海域稱為「烈士之海」（Martyr's

Sea）（位置見右圖）。

在拉登斃命後，興建阿伯塔巴
德拉登大屋的建築工穆罕默德

（見圖），也被巴基斯坦警方盤
問，他堅稱從未與屋主見面，只
知道屋主被稱為「主人」。
穆罕默德對這幢大宅結構了如

指掌，卻對屋內住客一無所知。
他承認曾感到可疑，他說：「只有1人、有時2人監
督我的工作，他們對價錢從不過問。」穆罕默德透
露，他曾問為何要在大屋周圍興建高牆，得到的回
覆是「別多管閒事」。

拉登06年入住 買家稱「叔叔」
穆罕默德2003年開始興建大屋，一名巴基斯坦情

報人員向英國《太陽報》透露，拉登首次入住該屋
是在2006年1月6日。穆罕默德在這天之前數個月，
被召喚到大屋修補因地震受損部分，他說：「屋內
的男人說有『賓客』即將抵達，我聽見有人稱呼電
話另一頭的人為『主人』。」穆罕默德稱聽到他說
「我們差不多完成了」，但從沒見過搬進來的人。

一名負責興建大屋的石工表示，大屋竣工時，他
問2名監工者為何要在那裡建屋，他們古怪地回答
道：「我們不知道會否在這裡定居，但上帝知道，」
該名石工稱曾聽到2人說：「首腦很快會來到。」
拉登大屋所在的土地，是由一名醫生於2005年賣

出。這位醫生說，當時的巴基斯坦買家聲稱是為
「叔叔」購地。

■英國《太陽報》/美聯社

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在國
會上表示，拉登和二戰時的
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
十六(見圖)一樣，都是美國敵
人的司令官，因此就算拉登
手上沒武器，擊斃他也是正
當的決定。

霍爾德把山本五十六與拉登相提並論，稱山
本率領聯合艦隊偷襲美國珍珠港，美軍攻擊他
的座機是完全正當的行為。
霍爾德說，美軍對拉登展開的行動，是「刺

殺或逮捕任務」，故他是合法軍事目標。若拉
登嘗試投降，美方當然應該接受，但無跡象顯
示他想要那麼做。 ■日本新聞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其幕僚
於白宮戰況室觀看美軍突襲
拉登大宅實況，眾人身後出
現一名身份神秘的女子（見

圖），她是戰況室中唯一一
個40歲以下的人，也是國務
卿希拉里以外的唯一的女

性，能與一眾最具權力的高官一起觀看直播，
地位自然不簡單。美方在發布的圖片中稱她為
托馬森，但拒絕透露其身份。間諜專家指她可
能是美國頂尖的間諜，這張相片可能暴露其身
份，危及她的性命。 ■英國《太陽報》

美司法部長︰
如殺山本五十六

海豹突擊隊軍犬建奇功

美料重新聚焦亞洲
拉登之死對美國意味 勝利，一段漫長的追

捕終於結束。專家指出，對美國來說，這樣的
結局也意味 在外交上的重大改變，將焦點重
新聚於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
中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表

示，在過去10年，美國由於發動反恐戰爭，無
暇顧及中國。「現在美國開始亡羊補牢，將把
更多精力放在亞洲」。他強調，這種轉變是由
過去10年的發展結果造成，而非因為拉登之
死；不過拉登之死，將使美國有更多餘力。

■《時代》周刊

美軍海豹突擊
隊直搗拉登巢
穴，這頭同樣英
勇的軍犬功不可
沒。牠與隊員一
起，由直升機送
至拉登大宅，任
務是查找暗藏的爆炸品和拉登秘密藏身處。據
報牠是一頭德國牧羊犬或比利時瑪蓮萊犬（見

圖），美國國防部約有2,700隻軍犬，絕大部分
從歐洲引入。 ■《衛報》

拉登死訊掀起復仇恐慌，也門南
部和伊拉克昨日先後遭襲擊，造成
大量傷亡，懷疑由「基地」組織策
動。英國《太陽報》在電郵偽冒極
端分子，聯絡上以也門為根據地、
被視為拉登熱門接班人之一的「911」
恐襲顧問奧拉基，他敦促動用土製
炸彈或在人群中射槍掃射，在英國
發動「孟買式」大屠殺。

接班人圖重演孟買式屠殺
英國《太陽報》早前偽冒極端分

子，取得「基地」分支阿拉伯半島
「基地」組織(AQAP)的電郵地址後，
成功聯絡奧拉基，問他可以對反伊
斯蘭的人作甚麼行動，奧拉基回覆
可以在英國策動土製炸彈襲擊、刺
殺，或在擠滿敵人的人群中亂槍掃
射，企圖重演恐怖分子2008年在孟

買造成164人死亡的大屠殺。
被喻為「網路上的拉登」的奧拉

基善用互聯網佈道極端教義，他曾
為「911」騎劫客機的恐怖分子顧
問，回到也門後在網上廣收信徒，
曾僱用英國航空電腦專家卡里姆企
圖炸毀飛美客機。
也門南部阿比揚省油吉巴爾市前

日發生爆炸，官員表示，一批疑似
「基地」組織武裝分子使用機槍襲擊
一輛安全巡邏車，造成9人死亡。與
此同時，美軍昨日派無人機企圖轟
炸也門南部一名沙特阿拉伯裔的
「基地」領袖，但僅能殺死兩名中層
領袖。
伊拉克什葉派希拉市警署昨日亦

遭汽車彈襲擊，造成至少17死65
傷，官員懷疑是「基地」發動。

■英國《太陽報》/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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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宣稱，「卡爾文森」號航母已在
阿拉伯海北部把拉登遺體海葬。

魔宅建築工從未見「主人」
女諜疑現戰況室

■執行海葬拉登任務的
「卡爾文森」號。 美聯社

■巴基斯坦民眾圍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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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大屋內的電視機等設備。 網上圖片

也伊連環爆炸「基地」密謀襲英

滿手鮮血的美國

頭號通緝犯拉登伏誅，全球本應額

手稱慶，結果卻惹來各方對美軍行動

是否合法的質疑，華府決策者始料不

及。在一片爭議聲中，美國在外交層

面上已激起波浪，同樣身受恐襲之痛

的歐洲國家，對拉登之死普遍反應冷

淡，媒體反而集中批評格殺，美歐的

反恐盟友關係似乎越走越遠。

曾幾何時，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的

反恐合作關係看似牢不可破，如今已

風光不再。在拉登死訊傳出後，美國

人蜂擁至紐約時代廣場歡呼雀躍，互

聯網上更湧出大量「拉登被殺紀念

品」，舉國陷入無比興奮之中。

反觀大西洋彼岸的歐洲，勝利的感

覺遠遠遜於美國，質疑殺死拉登的合

法性以及擔心遭受報復的言論倒是不

少，這些言論不但來自法、德等國，

連親密盟友英國也有。有記者將美國

人慶祝拉登被殺的場面與中東民眾慶

祝「911」襲擊相提並論。歐洲方面的反應觸

怒不少美國人，指責歐洲人傲慢和忘恩負

義。

事實上，歐洲對民主和法治的價值觀，與

美國存在極大差異。歐洲認為，民主國家不

會未審先判，或是未審先處決，認為如此與

恐怖分子無異。美國認為殺死拉登便大功告

成，歐洲卻認為這將會後患無窮。如何殺死

拉登，美歐一熱一冷，反映出這對政治盟友

關係存在諸多分歧。 ■朱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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