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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兄」曾遭　　盤問仍可甩身
不滿華府外交政策 稱美藉口聖經入侵他國

波士頓爆炸案2號疑犯焦

哈爾落網，美國鬆口氣之

餘，亦留下層層謎團。親友指，哥哥塔梅

爾蘭多才多藝，是婚姻美滿的「住家男」，弟

弟焦哈爾則是天資聰穎的醫科生，誰也看不出

兩兄弟會犯下驚天大案。塔梅爾蘭3年前成為虔誠穆斯林，

路透社引述消息透露，聯邦調查局（FBI）前年曾應俄

羅斯政府要求，盤問對方是否和極端分子有關，但沒

發現「負面資訊」，也沒跟進。

波士頓爆炸案兩疑犯來自俄羅斯車臣附
近地區，外界關注傾向在俄境內施襲的北
高加索武裝分子，會否威脅歐美。白宮和
克里姆林宮證實，俄總統普京前晚曾與美
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普京就爆炸案表示
慰問，奧巴馬則感謝俄方在調查上的緊密
合作，兩國亦同意繼續加強反恐和保安合
作。

普京1999年擔任總理期間，曾出兵北高加
索地區引發第二次車臣戰爭，惹來西方抨
擊。俄議員兼國會國際事務委員會成員普

什科夫指出，爆炸案或令西方暫停批評普
京。

莫斯科國防雜誌編輯科羅琴科認為，事
件將促使美國加強與俄國反恐情報合作。
他指，美國中情局在中東和波斯灣地區具
備良好情報網絡，而北高加索恐怖分子正
是從這些地區獲取資金，美方可向俄提供
相應情報。

美移民改革法案添爭議

美國國會目前就移民改革法案激烈爭

論，新法案允許1,100萬非法移民入籍。表
態反對的共和黨參議員前日將爆炸案與移
民制度扯上關係，揚言要堵塞制度漏洞，
令有關辯論進一步白熱化。俄羅斯之聲電
台政治分析師巴比奇則指出，俄國早已警
告西方有關車臣裔移民的危險性。

俄國索契明年將舉辦冬季奧運會，俄國
家通訊社評論昨稱，車臣與索契距離較波
士頓近得多，安排冬奧保安時，有必要汲
取今次事件的教訓。 ■路透社/美聯社/

法新社/俄羅斯新聞網/今日俄羅斯

兩兄弟祖籍俄羅斯南部的車臣共和國，但一家人
早年已遷到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焦哈爾

亦可能生於當地。他們於2001年流亡到車臣東面的
達吉斯坦，焦哈爾和父母於2002年到美國尋求庇
護，塔梅爾蘭和兩名妹妹則於2006年赴美。

住在兩兄弟樓下的18歲鄰居安蒙表示，最近曾
和塔梅爾蘭爭論美國宗教和外交政策，對方指美
國開戰的理由都是基於《聖經》，這成為「入侵他
國的藉口」，又說對美國人沒偏見，但不滿美國政
府。塔梅爾蘭去年一度在俄國逗留6個月，沒人
知道其行蹤詳情。

曾襲女友被捕 親友讚好好先生

外表上，兩兄弟和典型美國青少年無異，熱
愛運動、對人友善。26歲的塔梅爾蘭已婚，與
美裔妻子拉塞爾育有一名3歲女兒，拉塞爾據報
為了嫁給丈夫，於是皈依伊斯蘭。塔梅爾蘭曾在波士頓的社區
大學就讀，但無畢業，親友讚他是顧家不花心的「好好先生」。

父親口中的「天使」，背後卻有「魔鬼」一面。傳媒「人肉搜索」後陸續
發現，塔梅爾蘭於2009曾因襲擊女友被捕，令他至今未能入籍。他的
YouTube帳戶則被指連結到一名澳洲激進傳教士的影片，還有名為「恐怖分
子」的播放清單。他在亞馬遜網站的購物紀錄，則有關於偽造文件、有組織
罪案、車臣衝突和人際關係學大師卡內基的著作《如何贏取友誼與影響他
人》。

支持車臣獨立 不明白美國人

塔梅爾蘭曾於2010年波士頓大學一本雜誌上，聲稱「我連一位美國人朋友
都沒有，我不明白他們」。他當時自稱是穆斯林，不煙不酒，又希望入選奧
運拳擊隊，「如果無法代表獨立的車臣，我寧願代表美國而非俄羅斯出戰奧
運」。

姑姐馬雷表示，塔梅爾蘭未能融入美國社會，又透露對方起初並非虔誠穆
斯林，但3年前開始每天祈禱5次。然而她認為，塔梅爾蘭的妻子拉塞爾來自
基督教家庭，故不能將他犯案歸咎於宗教。拉塞爾的雙親前晚發表聲明，稱
塔梅爾蘭引發的慘劇令他們深感難受，並稱事件令他們終於認清女婿的真面
目。

「魔弟」成績突轉差 7科不及格

至於面容清秀、一頭棕髮的弟弟焦哈爾則於去年「911」襲擊紀念日正式入
籍，他性格內向、學業優秀，入讀著名中學，獲2,500美元（約1.9萬港元）獎

學金，並進入麻省大學讀醫。他在一家俄社交
網站，稱自己的世界觀為「穆斯林」，頁面有
暴力影片，顯示很多敘利亞血腥場面，並聲稱

「他的兄弟姐妹被殺，只因相信真主」。
《紐約時報》報道，焦哈爾近年學業成績轉

差，上個學年多達7科不及格，亦有報道指，
他原本在哈佛大學兼職救生員，但去年夏天因
常遲到被開除。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紐約時報》/《今日俄羅斯》

在波士頓爆炸案中遇難的中國留學生呂令子家人
前日深夜抵美，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前往波士頓洛
根國際機場接機。

崔天凱向呂令子家人轉達了習近平主席、中國政
府對他們的慰問，以及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駐紐約
總領事館全體工作人員和家屬的慰問。崔天凱說，
使館已派出工作人員，配合他們和呂令子生前就讀
的波士頓大學，處理好善後事宜。

崔天凱同日下午率先前往波士頓醫療中心，看望
受傷的中國留學生周丹齡。崔天凱表示，她的復元
進度和精神狀態都很好，她的母親已從國內趕來照
顧女兒。 ■新華社/中通社

美國政府及兩兇徒的親屬均稱塔梅
爾蘭及焦哈爾是車臣裔，親莫斯科的
俄羅斯車臣總統卡德羅夫前日卻反
駁，二人與車臣無關聯，指他們在美
國長大，美國文化塑造了兩兄弟的觀
點與信念，美國應為今次事件負上一
定責任。

卡德羅夫強調不認識兩兄弟，指他
們從未在車臣生活；批評美國執法人
員擊斃塔梅爾蘭，只是拿他來「交

差」，藉此讓社會冷靜下來。

捷克被混淆捱罵

爆炸案令車臣再次成為美國熱話，
但不少民眾卻將車臣(Chechnya)與遠
在1,600哩外的捷克(Czech Republic)混
淆，令後者在微博twitter上遭網民謾
罵，促使捷克駐美國大使在使館網頁
發聲明澄清。

■法新社/路透社/半島電視台

「波馬」爆炸案兩名疑犯在犯案後未有離
開，反在波士頓附近逗留，並在當局公開照
片後急忙搶車逃走，犯案手法與國際恐怖分
子有組織的襲擊明顯有異。專家認為，美國
愈來愈多本土恐怖主義分子被互聯網上的

「聖戰」宣傳感染，或意味美國本土恐怖主
義正在崛起。

前美國反恐官員納爾遜認為，此案的犯罪
動機與伊斯蘭教或政治無關，更多是不滿生

活狀況而訴諸暴力。他指出，個別激進人士
策劃的襲擊防不勝防，加上土製炸彈等襲擊
手段愈來愈容易入手，令本土恐怖主義成為
當局最大噩夢。

美國蘭德公司恐怖主義研究專家詹金斯統
計，2001年至今有204名美國居民與「聖戰」
相關襲擊計劃有關被起訴，當中3/4是美國公
民，涉案人士普遍被孤立。

■《洛杉磯時報》

不滿現狀訴諸暴力
美本土恐怖主義崛起

車臣總統劃清界線
「他們在美長大」

美俄借機走近 加強反恐合作

塔梅爾蘭和焦哈爾可謂「武林高

手」，哥哥是身手不凡的業餘拳擊

手，曾參加全美「金手套」比賽，

還發誓為美國奧運隊而戰。弟弟雖

然性格文靜，也曾是中學的摔跤

「全明星」，教練讚他很有天分。親

友表示，焦哈爾對兄長言聽計從，

深受影響，隊友也表示，焦哈爾是

因仰慕兄長，才對摔跤產生興趣。

兩兄弟父親安佐爾表示，塔梅爾

蘭會帶弟弟出席周五禱告日活動，

但否認焦哈爾是狂熱穆斯林，因為

曾看見他偷偷吸煙。

波士頓西北部薩莫維爾一家修車

公司東主朱尼爾表示，周二(爆炸

案翌日)，焦哈爾要求立即取回自

己的白色平治，就算汽車未裝上緩

衝器和車尾燈也可以。朱尼爾形

容，焦哈爾當時神情緊張，不停咬

手指、雙腳有點不穩，當時以為他

吸過毒。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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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令子家人抵美 崔天凱探受傷華生

母指愛兒被陷害 指「911」是美陰謀
兩名兒子被指是「波馬」爆炸案主謀，疑

犯母親祖貝達特(見圖)由始至終堅持兩人無
辜，認為他們遭人陷害。曾到祖貝達特家中
做水療的顧客透露，祖貝達特深信「911」
恐襲是美國政府要令國民仇恨穆斯林實施的
陰謀。至於父親安佐爾則呼籲被捕幼子焦哈
爾「坦白一切」。

焦哈爾落網前，安佐爾不斷為兒子辯護，
又指若焦哈爾最終死在執法部門手上，將是
陰謀論的最佳證據。他透露，周四曾與兩兄
弟通電話，兩人表示一切安好，想不到當晚
即傳來長子塔梅爾蘭的死訊。

偷逾萬元時裝母去年曾被捕

祖貝達特則形容兩子是模範學生，稱一家

多年來遭聯
邦 調 查 局
(FBI)監視，
探員更多次
上門談話。

有 報 道
稱，祖貝達
特曾在麻省
高檔百貨公司Lord & Taylor，偷了總值1,624
美元(約1.27萬港元)的女士時裝而被捕，去年
6月被起訴。巧合的是，在波士頓馬拉松賽
道旁的另一家Lord & Taylor的閉路電視，拍
得她兩名兒子的行蹤。

■美國廣播公司/《赫芬頓郵報》/

今日俄羅斯/《每日郵報》

塔梅爾蘭和焦哈爾的表哥紹爾形容，塔梅

爾蘭是惹事生非的人，一直顯得鬱鬱寡歡，

又曾數度毆打女友，絕不是好人，故早就勸

告焦哈爾對兄長提高警惕，但認為焦哈爾天

真無邪，對他涉案難以置信。

疑犯的叔叔察爾尼堅持，從不感到家族對

美國反感，認為兩人犯案，可能源於感覺成

了「失敗者」，從而對他人憎恨，與伊斯蘭極

端主義無關。

疑兇的其中一名姊妹阿琳娜住在新澤西

州。聯邦調查局（FBI）前日搜查其住所，帶

走一部電腦調查。探員稱，她顯得「心碎、

震驚及苦惱」，並稱已好幾年沒和兩兄弟聯

絡。 ■《波士頓環球報》/美聯社

親戚警惕弟小心兄長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警方重重包圍焦哈爾(小

圖)匿藏的民居。　法新社

■焦哈爾學習摔跤。 網上圖片

■呂令子家人抵美，崔天凱(左4)前往

接機。 新華社

■塔梅爾蘭(左)曾接受拳擊訓練。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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