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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校園槍擊慘劇

衝出走廊阻兇徒 校長遭行刑式槍殺

美槍案奪命無數
今次康涅狄格州槍擊案是美

國歷來死傷第二多的校園槍擊

案，僅次於2007年弗吉尼亞理

工大學槍擊案。以下為自1999

年來美國主要槍擊事件：

●1999年：兩名18及17歲少

年闖入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高

中，使用自製炸彈和手槍殺死

13名師生後自殺。

●2005年：一名17歲男子在明

尼蘇達州紅湖高中槍殺包括祖

父在內的9人，槍傷另外15人

後自殺。

●2006年：賓夕法尼亞州一名

32歲司機在一所社區學校開

槍，殺死5名7至13歲女生後自

殺。

●2007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

23歲韓裔學生趙承熙在校內槍

殺32人後自殺。

●2008年：一名男子在北伊利

諾伊大學演講廳向人群開槍，

打死5人。

●2011年：眾議員吉福茲在亞

利桑那州遇刺重傷，槍擊案造

成6死13傷。

●2012年：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一間播放《蝙蝠俠－夜神起義》

首映的戲院，遭扮成「小丑」

的槍手亂槍掃射，造成12死58

傷。

路透社

槍擊案事發經過
事發於康涅狄格州紐敦鎮一所有700名學生的小學兼幼稚園，事件導致
26名師生死亡

早上9時半前
：身穿黑衣
黑褲的槍手
手持兩支半
自動手槍，
進入桑迪胡
克小學

開火：槍手
在數分鐘內
先後射殺兩
個班房內的
學生、校長
及教師等

早上9時半後：
警方接報10分
鐘後到場，疏散
師生到鄰近消防
局，槍手屍體在
校園發現

約10時：
家長接獲
鎮政府短
訊通知，
趕往現場

下午3時
1 5 分 ：
總 統 奧
巴 馬 發
表講話

下午4時：
師生及家
長在警員
陪同下離
開消防局

下午5時：
警員在槍
手寓所發
現槍手母
親的屍體

幼稚園教室位於
小學後方

師生被疏散到附
近消防局

小學教室位
於中庭

校長室位於學校
正門旁

學校正門

康涅狄格州
紐敦紐敦紐敦

紐
約
州

紐
約
州

紐
約
州

紐約市紐約市紐約市

行兇武器：
現場發現至少3支槍械
槍手身旁：
德國Sig Sauer P226半
自動手槍
■9毫米口徑
■可裝15發子彈

奧地利Glock半自動手槍
■9毫米口徑
■可裝17發子彈

槍手車內：
大毒蛇(Bushmaster)

點223口徑雷明登突擊步
槍/可裝30發以上子彈

學童面對冷
血槍手毫無抵

抗能力，陪在身邊的學校教師及職員
成為他們保命的最後一道屏障。音樂
老師克里什托皮奇急中生智，將自己
與20名學童反鎖在衣帽間，令槍手無
法對他們施以毒手，成功避過一劫。
有圖書館管理員亦用類似方法，將

自己、同僚及18名4年級學生反鎖在
衣帽間45分鐘，最終獲警方救出。另
一名低年級老師則將課室門上鎖及關
上窗簾後，為19名學生閱讀故事書讓
他們保持冷靜。
克里什托皮奇事後受訪，稱與孩子

一同躲入衣帽間後，聽到槍手蘭扎不
斷拍打櫃門，高呼「讓我進來！讓我
進來！」她指自己用木琴等巨大樂器
擋住一邊門，自己則緊握另一邊門的

手柄，竭力阻止蘭扎進入。

「外面有壞人」警察到拒開門
克里什托皮奇說：「我帶學生躲進

衣帽間，要他們保持安靜。我告訴學
生我愛他們，還跟他們說外面有壞
人，但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更多⋯⋯我
當然也很害怕，但我嘗試盡量變得堅
強。」
另一名老師羅伊格(見圖)在槍擊發

生時與15名學生躲在洗手間內，在槍
聲結束後仍不敢帶他們離開。羅伊格
憶述稱，不久後聽到有人敲門自稱警
察，她仍然拒絕開門。「我跟他們
說，你是警察應可自行拿到鎖匙⋯⋯
結果他們真的去拿鎖匙解開門鎖。」

■美聯社/《每日郵報》/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每日電訊報》

帶學生反鎖洗手間
講故事安撫幼童

貌 美年輕的索托在催促學生到衣帽間避難時遇上蘭
扎，遂挺身而出擋在學童前面，最終被開槍射

殺。一名顯得非常難過的10歲男孩稱是索托過往的學
生，形容她為人友善風趣，深受學生歡迎。索托的家人
則為其英勇行為自豪。

挺身擋房門手腳中槍
校醫戴伊憶述事發經過時稱，她與霍赫施布隆和舍拉

克以及其他教師當時正在開會，最初眾人聽到孩子尖
叫，繼而便是寂靜及「呯！呯！呯！」連串槍聲。霍、
舍二人擔憂學生安危，毫不猶疑便衝出走廊，結果命喪
槍下。
戴伊坦言，自己與課室大部分老師一樣，聽到槍聲後

第一反應便是躲到桌下，但另一位老師其後卻英勇地用
身體擋住房門，阻止蘭扎內進，結果被隔門射中手腳。
對三位捨身救人的同事深表敬佩。
據家長表示，霍赫施布隆為人友善且愛與學生互動，

經常被學生掛在嘴邊，友人對她為保護學生自我犧牲的
行為毫不意外；霍氏還十分喜愛科技，經常透過微博
twitter上傳學校照片，為學校作宣傳。

校醫原明年退休享受生活
而與霍氏同被射殺的舍拉克則獲前校監大讚為人體

貼，對學生處處關心，是一名非常稱職的心理輔導醫
生。她曾聲言自己「隨時都準備好為學生解決問題」，
最終她確為學生奉獻了寶貴性命，有報道指她已計劃明
年退休，與結婚逾30年的丈夫安享退休生活，可惜這美
夢如今已不能實現。

中產聚居地 10年僅一命案
發生槍擊慘劇的紐敦鎮位於康涅狄格州西南面，距離

紐約僅約1.5小時車程，由於景色優美，吸引不少中產
家庭在此居住。當地人口約2.7萬，被評為全美國最安
全的城市之一，過去十年只曾發生一宗命案，但悲劇發
生後，市內居民都顯得無盡悲痛，掩面哭泣，相互擁抱
鼓勵，空氣中瀰漫的只有愁雲慘霧。

■《每日郵報》/《紐約時報》/《赫芬頓郵報》

再大的劫難，也擋不住人性的光輝！

今次槍擊案共造成8名成人喪生，除兇

徒蘭扎及其母親南希外，另外6人被指

均是桑迪胡克小學的教職員。27歲女老

師索托以身作盾為學生擋子彈，成為槍

下亡魂；47歲校長霍赫施布隆及56歲心

理輔導醫生舍拉克則在事發時跑出走廊

抵抗槍手蘭扎，結果被行刑式手法槍

殺。他們捨身保護學生和同僚，英勇事

蹟感動世人。

80後女教師捨身擋彈護
童
心
切

飛來橫禍的桑迪胡克小學最近剛安
裝全新保安系統，無奈仍然無法避免
慘劇。美國校園保安專家邦德指出，
自1999年哥倫拜恩中學槍擊案後，全
美校園已加強保安，但今次槍擊案犯
人來自校外，校方事前根本難以察
覺，可謂防不勝防。
據悉，肇事小學每天早上9時30分

便會鎖上大門，任何訪客之後必須
在大門前按鈴，等候批准進內，再
到校務處出示附照片身份證明才能
進入校園。有報道指槍手母親在該
校任教，所以他能成功進校，但未
能證實。警方指，槍手是強行闖入校
園。

■路透社/《紐約時報》

保安升級難阻慘劇
外人闖校不勝防

美國NBA聯盟前日在所有賽事開始前舉行默哀儀式，向死難者致哀，美國
的大學籃球及職業橄欖球等體育聯盟均有同樣安排。NBA球星、邁阿密熱火
的勒邦占士前日亦在twitter表達對事件的感觸。 ■新華社

NBA默哀占士twitter留言

美國派拉蒙電影公司宣布，為向康涅狄格州槍擊案中的死者家屬表示尊重
及哀悼，決定押後原定昨天於匹茲堡舉行的《烈探狙擊》首映禮，但暫未定
出新的首映日期。《烈》片由著名影星湯告魯斯主演，下周五於美國上映。

■美聯社

湯佬新片首映押後以示尊重

槍擊案發生後，距離學校約
100米的消防局成為師生避難
所，由於大批師生受驚，加上無
數焦急的家長蜂擁而至尋找子女
下落，令消防局內氣氛異常沉
重。有家長找到子女後急忙帶他
們回家，亦有父母從警員口中得
知壞消息後，帶㠥沮喪與悲傷離
開，情景令人心傷。

不知如何解釋
一名家長的兒子在事件中逃過

大難，她說：「現在我必須向9
歲的兒子解釋，他的朋友們不會
回來了，但我怎麼做得到呢？」
烏爾維納的9歲女兒就讀該

校，他得知消息後迅即駕車飛奔
消防局，他指學校經常舉行演
習，所有學生都知道消防局是避
難地點。他抵達消防局時見到很
多學生不斷哭泣，家長四處尋找
子女，老師則嘗試安慰家長和學
生。他最終找到女兒身影並與她
相擁痛哭。
然而，並非所有家庭都像烏爾

維納可以一家平安團聚。有找不
到孩子下落的家長向警員求助，
焦急地等待消息。有家長聽到壞
消息後淚如雨下，需由旁人攙扶
離開，邊走邊哭叫「為什麼？為
什麼？」消防局則在其中一個房
間播放動畫讓孩童觀看，同室更
有社區各界捐助的薄餅等食物，
但似乎沒人有胃口進食。

■《紐約時報》/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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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體擋子彈的索托 ■校長霍赫施布隆■心理輔導醫生舍拉克

■7歲的馬克斯格林，是其中一

名死者。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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