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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包庇「車匪」養狼為患
美國波士頓恐襲案魔兄弟祖籍俄羅斯

車臣，當地極端分子多年來屢策劃恐襲，

企圖推動車臣獨立，迫使俄政府兩次出兵平

亂。美國反恐雙重標準，高舉反恐旗幟橫行無忌，卻曾多

次指責俄國發動車臣戰爭，包庇分離主義勢力，稱之為「自由戰士」，甚

至收留他們，如今遭北高加索車臣裔移民施襲，養狼為患，搬石砸腳。

反恐雙重標準 全球橫行無忌

爆炸案後，外界第一反應是不解：為何
車臣人不攻擊俄羅斯，反而在美國放

炸彈？俄國《真理報》政治評論員米赫耶夫
指出，俄國早已警告美國，鼓吹北高加索分
離主義及支援恐怖組織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俄國媒體「今日俄羅斯」(RT)亦引述評論
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反恐模式無疑助
長了「本土恐怖主義」。

認為車臣恐怖分子是俄問題

米赫耶夫表示，分離主義者長久以來樂見
美國等盟友提供援助，而許多北高加索人亦
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及敘利亞等地參與恐
怖活動。他批評華府讓分離組織網站「高加
索中心」(Kavkaz-Center)在美設立大量伺服
器，視而不見。
RT引述英國記者克拉克稱，西方媒體習

慣將俄國塑造成壓迫車臣的一方，是「魔兄
弟」移居美國時，當局對他們戒心不大的原
因之一。當局認

定他們既來自車臣，對美國必然無害。前紐
約市長朱利亞尼曾批評，美國總以為車臣恐
怖分子只是俄國的問題。
英國萊斯特大學安全專家貝內特認為，自

從2004年俄國北奧塞梯別斯蘭中學人質事件
開始，在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共同威脅下，美
俄反恐合作增加，可能促使車臣恐怖分子將
攻擊目標從俄轉美。另外，車臣據報與恐怖
組織「基地」有不少聯繫，有指因策劃
「911」恐襲而被定罪的穆薩維曾在車臣招兵
買馬。

車臣人涉案成美俄關係轉捩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圖右)在第一任期曾提出
「重設」美俄關係，可惜兩國在敘利亞內戰
問題上持續交惡，俄羅斯去年底又修例禁止
美國家庭領養當地兒童，雙方關係結冰。今
次波士頓恐襲疑犯證實為車臣人，同時觸及
美俄痛處，為兩國加強反恐合作、修補關係
帶來契機。
俄國總統普京(圖左)上周五開腔批評爆炸

案「令人憎惡」，指俄國將盡可能協助美國
調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專家希爾

認為，普京可能嘗試「再重設」對
美立場，同時促使美國認真對待車
臣分離分子的威脅。
■《真理報》/RT網站/Asian Image

網站/《今日美國報》/《獨立

報》

美國一直將尋求獨立的車臣穆斯林塑
造成「革命者」及「自由鬥士」，讚
揚他們不屈不撓抵抗強權。但自從
「波馬」恐襲疑兇被發現來自車臣
後，美聯社、路透社等媒體紛紛
變臉，車臣轉瞬變成新的「聖戰
者威脅」，「英勇鬥士」淪為邪惡
「恐怖分子」。

曾譽拉登為「自由鬥士」

《紐約時報》今年1月曾刊登名為《車
臣被殺的革命者》的報道，有評論認
為，美媒使用「革命者」美化恐怖分
子，成功將聖戰包裝成一場自衛戰。這
種伎倆早非新事，由北約支持的敘利亞
反政府分子被稱為「革命軍」、「行動主
義者」及「變革者」；甚至已故「基地」
領袖拉登早年對抗蘇聯時，亦一度享有
「自由鬥士」美譽，與美國鬧翻後卻被貶
成「恐怖分子」，進而成為「美國頭號敵
人」。
俄國電視台RT指，美國國務院曾聯同

各界政要向車臣提供支援，包括資助營
運著名車臣激進分子網站「高加索中
心」。該網站被公認為車臣恐怖大亨烏馬
羅夫的喉舌，將恐怖分子稱作「英雄」，
俄國恐襲受害者則是「傀儡」。■RT網站

車臣問題困擾俄羅斯逾20年，1999年時任

俄總理普京就揚言「要把恐怖分子溺死在馬

桶裡」，又歡迎指責俄國濫用暴力的西方記

者「到莫斯科做割包皮手術」，愛恨分明性

格可見一斑。

1999年9月，車臣武裝叛匪頭目巴薩耶夫

和國際恐怖分子哈塔普精心策劃恐怖行動，

導致數百名平民死亡。普京目睹莫斯科兩座

民居爆炸後說：「要把恐怖分子溺死在馬桶

裡！」

2002年10月，總統普京解決震驚全球的莫

斯科劇院脅持人質事件，11月他參加俄羅斯

－歐盟領導人峰會時，遭法國記者發難，指

車臣反恐無視人權，斥俄國「濫用暴力」。

普京當場被激怒，回應說：「若你願意成為

伊斯蘭極端分子，我請你到莫斯科做割包皮

手術。我們有最好的專家為你解決問題！」

■本報資料室

美英媒體變臉
「革命者」變「恐怖分子」

策劃襲擊的「魔兄弟」在美國生活
多年，反映美國本土恐怖主義有崛起
跡象，為美國政府響起鮮明警號。美
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情報工程總監
里德爾認為，「波馬」爆炸案很可能
是先兆，預料美國未來將面臨更多類
似的恐怖襲擊威脅。
美國警方能迅速將「波馬」爆炸案

疑犯緝捕歸案，提供大量監視影像的
公共閉路電視功不可沒。有國會議員
指，事件反映公眾場合安裝閉路電視
的價值，促請當局加強政府閉路電視
監察網。有參議員更提議，於美國上

空出動無人機協助監察。反對聲音
認為，具私隱爭議的政府監視器
確有其功用，但當局最終目標應
是防止罪案發生。
美國眾議院國土安全及情報委員

會成員彼得．金指，政府目前在波士
頓、紐約、芝加哥等地已設有監視網，
但監視器數量依然不足，認為監視網將
成對付恐怖分子的關鍵。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估計，芝

加哥約有1萬個閉路電視，是政府最大
規模的監視網。前加州警長比爾曼
指，由於成本較高，政府監視器不算

普及，但數量
有增無減。不過有
專家指，英國即使擁有200萬個監視鏡
頭，仍無法避免2005年的「77」恐襲。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

美 國 在
「911」恐襲
前，多次批
評俄羅斯對
車臣反對派
武力鎮壓，
官員甚至多
次接見車臣
分離主義組織高層。然而隨㠥美國加強反
恐，態度亦開始轉變，多個車臣團體被列作恐怖組
織，令車臣裔移民難以移居美國。因此當兩名疑犯被
揭有車臣背景時，社會普遍感到震驚。
美國智庫詹姆斯頓基金會霍華德指，歐洲單是奧地

利已有3萬車臣裔人口，美國目前估計則僅有200名車
臣裔移民，大多集中在波士頓，約7成是女性。鑑於美
國大多數城市拒絕接納車臣裔移民，加上華府不願因
接納難民引起俄羅斯不滿，車臣難民要在美國獲庇護
非常困難，對焦哈爾成功入籍美國感到驚訝。

居美俄人憂被標籤

據悉得州北部目前約有2萬名俄裔移民，在達拉斯
開設俄語學校的克先佐夫表示，當地俄裔對兩名疑犯
的背景無不感震驚，擔憂事件或令在美俄人被負面標
籤。
前美國總統布什上台後，管治班子曾向車臣反對派

示好，被認為助長了車臣分離主義氣焰。時至2010
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將車臣反政府武裝頭目列入恐怖
分子名單，將反政府團體列為與「基地」相同性質的
恐怖組織，俄方對此表示歡迎。

■美聯社/《今日美國報》/達拉斯新聞網

波士頓爆炸案兩名疑兇均是年少時合法移民美國的
車臣人，顯示美國移民制度存隱患，令華府移民改革
方案掀起新一輪爭論。持反對立場的國會議員指，移
民法例無法把壞人拒諸門外，新法案不能保障本土安
全。連移居美國多年的人亦怒斥事件瘋狂，矢言「美
國應停止批出所有簽證」。
新移民法案如獲通過，將讓無數非法居美的外國

人，獲得合法居留權，甚至入籍機會，當中不少來自
拉丁美洲。「波馬」悲劇後不久，共和黨籍的史蒂
夫．金已揚言「國會應放慢對改革案的爭論步伐，因
疑犯可能是外國人」，結果一語成讖。參議院司法委
員會上周五就新移民改革案舉行聽證會，共和黨籍參
議員格拉斯利強調，「波馬」事件反映當局應加強入
境審查。

支持者憂一竹篙打一船人

保守派專欄作家庫爾特聲言，若改革案通過，美國
便會「亡國」，諷刺拉丁裔「會忙於誕下非法嬰孩，
依賴福利過活」。她把矛頭指向積極推動法案的佛羅
里達州參議員魯比奧，諷刺「1號」疑犯塔梅爾蘭恐
無法獲得魯比奧「批准入籍」。
魯比奧表示，改革案將加強邊境管制，讓當局更清

晰知道居美人士的背景，故能改善國家安全，又稱美
國人不會容許把今次恐襲的責任，牽連其他居於美
國、奉公守法的外來移民。《美國之聲》行政總監沙
里批評，把改革法案與恐襲混為一談，根本是政治手
段。
投資顧問法克特認為，兩名疑兇居美已10年，當局

不可能在他們只有9歲及16歲時，便「預測」他們會
成為恐怖分子。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紐約時報》

波士頓爆炸引起境外華文媒體高度關

注，輿論認為，恐怖主義「個人化」可能

會成為恐怖襲擊的新趨勢，這將給美國國

內的維安工作重大壓力，或迫使美國調整

減緩其「重返亞洲」的戰略目標。

香港最新一期《亞洲週刊》刊文稱，

「恐怖主義個人化」是恐襲變得更可怕的

原因，恐怖組織的攻擊多少還有蛛絲馬

跡，但個人化恐怖主義卻全無跡象，幾

乎完全不能防範。

美國《僑報》19日稱，可以預見，新

的恐襲事件必將對美國的國內政治和外

交政策產生重要深遠的影響，認為對施

政重點轉向外交領域的奧巴馬來說，其

領導下的政府能否有效應對危機，消除

公眾恐慌，將是一個嚴峻考驗。最重要

的影響是，美國重返亞太的亞洲戰略實

施步伐會有所放慢。 ■中新網

本土恐怖主義崛起
美犧牲私隱監控

普京反恐金句選錄：

恐怖主義「個人化」
或迫美減慢「重返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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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爭相逃離爆

炸現場。 美聯社

■不少人向死難者致哀。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