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捕恐怖組織
「基地」成員

和搜集拉登情報，成為美國在阿
富汗擴大突擊隊的最大理據，美媒報
道，其中在阿富汗的突擊隊數目由4支
增至20支，每支由10-100人不等。然

而，拉登之死不代表突擊隊任務完成，反而需
進一步擴張。有官員透露，國防部計劃增加突擊隊
人數和任務，對更多目標人物採取行動。

無人機再犯巴境 殺17武裝分子
雖然巴國以反恐合作作威脅，但美軍在殺死拉登4天後

又在巴國開火，4架無人偵察機向部族聚居的北瓦濟里斯
坦一棟房屋和一輛汽車連射8枚導彈，擊斃最少17名懷疑
武裝分子，巴國保安官員稱另有4人受傷。
巴國總理吉拉尼關注美軍侵犯主權問題。他指美國總統

奧巴馬承認巴國在反恐戰和兩國情報共享中的貢獻，但兩
國關係完全正常化尚需時日。他前日到訪法國，與法總理
菲永簽署雙邊反恐合作協議。他接受法國《世界報》專訪
時說，巴國為美國提供大量「基地」訊息，沒巴國支

持，美國無法擊斃拉登。一名高級保安官員更指美軍以
「冷血」方式殺死拉登，將損害巴美關係。軍方更一致同
意，將駐巴美軍人員減至「必要的最低數量」。
軍方承認其在蒐集拉登藏身巴國的情報存在失誤，但認

為三軍情報局在打擊「基地」及其分支機構方面取得無可
匹敵的成就。在過去幾年，約100名重要「基地」頭目被
三軍情報局擊斃或逮捕。

巴人上街反美 武裝襲擊8死
在巴國奎達市，昨日有1,500民眾上街，向被殺的「基地」

領袖拉登致敬，並呼籲向美發動聖戰。發起示威的伊斯蘭
神學者協會指責美軍突擊行動侵犯巴國主權，敦促政府停
止支持美國反恐戰。一批武裝分子同日向奎達一個公園內
的晨運客亂槍掃射和發射火箭炮，造成8死15傷，是拉登
死後巴國首宗嚴重槍擊案。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謀求修補美巴關係；國防部高級官員

弗盧魯瓦同日稱，美國並無「確切證據」，證明巴國知道
拉登藏身大宅。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新華社/中新社/

中通社/《華爾街日報》

巴基斯坦一名高級情報
官員說，拉登最年輕的
妻子對巴國調查人員
說，過去6年來，拉登
及家人一直住在他被
擊斃的大屋裡，拉
登更一直留在其中
一層的2個房間
內，從未踏出房門半步。

該名官員說，在阿伯塔巴德的大
宅裡，與拉登住在一起的有3位妻子

和數名子女，現年29歲、來自也門的
阿卜杜勒法塔赫（見圖），2000年下嫁拉登，是他最年
輕的妻子，她於周一凌晨「海豹」突擊隊突襲大宅時
腿部受傷，是「海豹」撤走後、巴國部隊帶走的17人
之一，目前在拉瓦爾品第一所軍方醫院接受治療，她
聲稱沒看見丈夫被殺。
巴國部隊還扣押了8-9名兒童，包括拉登的12歲女兒

薩菲亞，她聲稱看到父親被美軍開槍擊中被拖走。除3
位妻子外，屋內還有一名成年女子，據信是拉登一名
同伴的妻子，在突襲中被擊斃。

巴拒美晤3名拉登妻
巴國當局正嚴詞盤問拉登3名妻子，情報官員表示會

給她們一份問卷，上面有20條問題，每隔3-4日便調亂
問題次序再問一次，留意答案有何不同。該官員說：
「若要說謊，你必須記性很好。這是找出真相的方法，
沒人會在第一天給你正確答案。」美國不斷要求與被扣
的拉登妻子見面，但巴國至今未首肯。
巴國官員說，調查結束後，倖存者將被遣送回原籍

國。據說拉登有個妻子是沙特阿拉伯人，還有一個國
籍不詳。不過，可能無法遣返拉登的子女，因沙特
1994年取消了拉登的國籍。與他斷絕關係的家人必須
收養這批拉登子女，他們才能生活在那裡。

■《華爾街日報》/美國廣播公司/《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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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暗擴精銳部隊去年殺3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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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了確保突襲拉登行動萬無一失，事
前作了精密部署，中央情報局(CIA)數月前已
在拉登位於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大屋附
近，設立一間情報蒐集「安全屋」，以便長期
監視拉登，而執行任務的「海豹」突擊隊，
早就受命要置拉登於死地。

美國自去年8月懷疑拉登可能藏身該大屋
後，便決定設立安全屋，用作行動基地。CIA
依賴巴國線人和其他來源的情報，了解大屋
內各人生活模式和日常活動，並透過衛星影
像和竊聽收集相關情報。

花數千萬美元 防惹營救恐襲
今次是CIA史上其中一項最精密情報搜集行

動，由於規模龐大，所費不菲，去年12月要
求安全部門撥款數千萬美元執行。然而，突
襲拉登並非在屋內策劃，任務結束後，安全
屋亦已棄用。

一名了解突襲詳情的華府官員昨透露，執
行任務的「海豹」最初接到的命令是「擊斃」
而非「逮捕」拉登，原因是「若審判拉登，
(法庭安保及律師等)費用將達數百萬美元」。
他以伊拉克戰爭中被捕後受審的前總統薩達
姆為例，稱「政府不希望舉行審訊，將獨裁
者及恐怖組織頭目最後的言論告知全世界」。

此外，美方還擔心若為審判而長期關押拉
登，可能引發營救恐襲及美國人在海外遭綁
架等事態。這顯示行動從一開始就以擊斃拉
登為目的，可能再次激發各界質疑行動是否
符合《國際法》。

另一名美國官員也稱，在行動中被殺的5人
中，僅拉登信差一人持有武器及開槍，他很
快便被轟斃。

美國媒體報道，美軍進入拉登大宅後一路
上樓，在攻上3樓時，曾向探頭出房外張望的
拉登開一槍，但未有擊中他。

■《華盛頓郵報》/美聯社/共同社

CIA安全屋監視數月
海豹接「擊斃」令

美國私營情報機構「國際恐怖
主義實體搜尋研究所」(SITE)報
稱，「基地」組織昨日在「聖戰」
網站發表聲明，證實拉登死訊。
聲明又表示，「拉登的血不會白
流」、「他的死將成為美國人及其
盟友的詛咒」，並誓言將繼續襲擊
西方國家。「基地」昨日並表
示，快將公布拉登在被殺前一周
錄製的聲帶。

巴媒：被自己人打死
拉登到底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被

打死？目前傳出各種說法。根據
巴基斯體媒體表示，他是被自己
的同伴打死的。

巴國報章《Pak Tribune》引述
消息人士報道，拉登曾與兒子、
侍從和同伴約定，如果美國人逮
到他，他們應搶先一步殺掉他。
消息人士說，當美軍闖進大宅
時，其中一名侍從及同伴謝赫衝
向2樓，拉登問他是否還記得約
定，謝赫肯定的回應，拉登拔出
手槍交給他，他即向拉登胸部開
了一槍。拉登倒地後並未斷氣，
手指向頭部，他再向其頭部開
槍。與此同時，美軍「海豹」隊
員衝進抓住他，打了他一頓後把
他帶走。

■法新社/路透社/綜合報道

美軍擊斃恐怖組織「基地」領袖拉登後，在其大屋內
帶走大量情報資料。國土安全部前日表示，經分析後，
發現「基地」去年2月策劃在今年9月的「911」恐襲10周
年，在美國某個地點向鐵路系統施襲，藉 破壞路軌，
令火車翻覆，掉落某個山谷或橋樑。

拉登仍是恐襲大腦
白宮前反恐顧問克拉克指出，鐵路是較易下手的目

標，「你不能守衛數以百英里計的路軌，若他們找到一
個保安鬆懈點，在路軌放置炸彈或其他破壞行動令火車
出軌，比襲擊飛機容易得多。」他補充，這項發現證明
拉登在策動「基地」陰謀上仍擔當主要角色，而非外間
所指只是「精神領袖」。

國安部的公報還指出，「基地」注意到讓列車翻覆的攻
擊只許「一仗功成」，因列車翻覆容易被發現。「基地」
也注意到越新的列車車廂會有自己的剎車系統，列車以特
定方向運行會稍微出軌，但不會導致完全脫軌。公報強
調，這只是「初步報告」，警告「由於迅速變化的形勢，
這些訊息經常是誤導性的，或不準確，隨時會更改」。
發言人錢德勒前日在一份聲明中說，國安部已通知聯

邦及地方安全部門，運輸安全管理局將就此向鐵路部門
發警告。他同時表示，目前並無情報顯示鐵路系統正面
臨迫在眉睫的威脅，也不清楚「基地」在去年2月後，
是否為此作過更多準備。他說，儘管美方提高警惕，但
並不打算提升警戒級別。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美國廣播公司/《紐約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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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巢情報顯示：謀911十周年襲美鐵路

巴基斯
坦一名高級
情報官員前
日說，拉登
與副手、「基
地」組織第二
號人物扎瓦希
里，已於 6年前
「分道揚鑣」。他
說，拉登一直被扎瓦
希里「邊緣化」。扎瓦
希里曾在1988年協助拉
登成立「基地」，並負
責「基地」在阿富汗和
巴基斯坦的行動；但拉
登一直被排除在核心之
外，因為他不再有支持
「基地」活動的資金，在組織

中的支持度也在下滑。美國一名反恐官員則回應，
從未聽聞二人出現矛盾。另一名熟悉情報的華府官
員則說，美國確實知道拉登資金出現問題。
據稱扎瓦希里正在巴國部落地區一個基地發號

施令，之前許多人推測拉登也在那裡。兩人不和
的說法，可能有助解釋為何拉登遷居到阿伯塔巴
德。 ■綜合報道

美國公布的獵殺拉登過程「天天新款」，聯合國負
責追查法外處決事件的特別調查員海因斯昨發表聲
明，呼籲美國全面披露突襲細節，容許專家就國際
人權法標準，評估美軍殺死拉登是否合法。本身是
南非法律教授的海因斯說：「知悉任務的部署是否
容許生擒拉登，是尤其重要的一環。」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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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國查合法性
促美披露獵殺細節

妻揭藏匿生活 拉登6年未出房門

美軍單方面獵殺拉

登，又暗示巴基斯坦包

庇拉登，引起盟友巴國

不滿，巴軍揚言考慮調

整與美反恐合作政策，

又警告美國和其他國家

若再有類似行動，將導

致「災難性」後果。美

軍「海豹」突擊隊成功

獵殺拉登後，奧巴馬即

被揭發自2009年起，暗

中擴充海豹等精銳部隊

規模。他們去年執行數

千次突擊行動，殺死約

3,200名叛亂分子，並拘

捕逾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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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安全屋已棄用，但賊巢外繼續有巴國士
兵駐守。 法新社

■拉登賊巢附近被噴上「拉登城」的塗鴉。
法新社

■未踏出房間6年，結果這裡成為拉登喪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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