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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婷昆明報道）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造
成29人死亡、143人受傷，令人意外的是，8名疑犯中竟有兩名是女性，
其中1名持雙刀進場瘋狂砍殺，據稱年僅十六七歲。是什麼使一名維吾爾
少女成為喪心病狂的中國版「黑寡婦」？記者為此專訪長期從事穆斯林
女性研究、且已入伊斯蘭教的雲南民族大學女副教授武承睿。
「我們不能簡單地套用看待男性恐怖分子的視角和結果，去對待女性

恐怖分子。」武承睿首先強調用女性視角分析。
她指出，一些研究已表明，男性恐怖行為多跟政治訴求相關，而女性

更可能是情感、感性反應的結果。比如「黑寡婦」，她們大多在戰爭中
失去丈夫、孩子，有嚴重精神創傷，由於創傷後應激障礙和人格分裂現
象沒有安全與信任的恢復環境，因此被恐怖組織利用。
武承睿舉例說：「男性恐怖分子會一方面不斷與這些女性發生性關係，

另一方面又不斷通過教條中『如果女性跟不合法的丈夫發生關係，便不再
純潔、骯髒不堪』，用這種『非
法』行為說詞去羞辱和恐嚇她
們。同時還給這些女性宣傳偽宗
教知識，比如只要參加『聖
戰』，便可進天堂等。」

缺乏教育易被控制
武承睿指出，內地許多民族地

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重男輕女
觀念根深蒂固，女性無法得到平
等的教育機會，使她們缺乏辨識
能力，成為她們走向恐怖之路的
主要原因。
武承睿認為，決策者需要讓女

性有更多更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雙語或民族語言教育的落實很重
要，這樣才能讓更多基層女性有
更多渠道、更多平台了解更多信
息和知識，以及宗教的真諦。她
特別強調性別平等教育：「增強
女性獨立性教育，切實保護女性
權利，堅決反對男性對女性的歧
視與控制。」

遏制恐怖「傳宗接代」
她並指出，一些男性恐怖分子

試圖通過女性恐怖分子來實現恐
怖「傳宗接代」。因此，解決女
性暴恐問題將是遏制恐怖「傳宗
接代」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昆明
報道）昆明暴恐案事發後當局設立並
公開兩部24小時值班尋親電話，共接
到群眾查詢電話193個，通過熱線找
到遇難者家屬11人，受傷人員家屬6
人，但目前尚有1具女性遇難者遺體
無人認領。

另外，昆明市於破案次日的3月4日
晚組織祭奠活動，恐襲案遇難者家屬代
表、因公殉職人員家屬代表、參戰公安
民警、一線醫務工作人員、鐵路職工、
見義勇為群眾、市民代表及官員，向遇
難者默哀，並依次敬獻鮮花，悼念逝
者，撫慰傷者，寄托哀思。

「孩子呀！你死得真慘呀！」「孩子他爸，我
們恨死了殺死你的人！ 」昨日是昆明「3．01」暴
恐事件遇難者「頭七」，從清晨到入夜後，大批
遇難者家屬和民眾到案發現場昆明火車站廣場奔
牛銅像前致祭。廣場上哭聲哀戚，令聞者心傷。

上午9點多，遇難者熊文光的家屬前來悼念，熊
文光的妻子陳桂珍燒過紙錢後失聲痛哭。59歲的
熊文光來自雲南楚雄，事發當晚為省錢而在昆明
火車站臨時候車室過夜，等待第二天清晨搭乘6點
半班車去浙江打工，豈料不幸遇害。

上午9點30分左右，遇難者盧玉廷的家屬也來
到銅牛像前。盧父在銅牛像前點燃紙錢，盧母則
痛哭不止。24歲的盧玉廷是雲南曲靖人，大學畢
業後在貴州工作。事發當晚，盧玉廷和妹妹正在
候車室一角落等候開往貴州的列車開動，暴恐分
子砍過來時，盧玉廷推開妹妹，讓她快跑，盧妹
最終逃過一劫，盧玉廷不幸罹難。

美領事獻花
當日上午，美國駐成都總領事何孟德也來為逝

者獻花圈進行祭奠，並有僧人為遇難者唸經超
度。而奔牛銅像前已擺放滿各界人士為祭奠遇難
者而敬獻的花圈、鮮花。許多走進火車站廣場的
旅客，都會在奔牛銅像前駐足默
哀，不時有人上前點燃香煙，寄托
哀思。

■記者馮鐵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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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芮田甜昆明
報道）記者昨日再次來到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
某病房，溫馨一幕映入眼簾：傷者家屬小梅拿
着湯匙，正一口一口細心地給病床上的母親餵
飯。看着母親吃得正香，且臉上漸漸有了血
色，小梅7天來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小梅不願意再回憶1日晚間的那場噩夢。當

晚，送小梅乘車的母親，被突如其來的恐襲兇
徒砍傷，當晚送進醫院手術後一直在ICU病房
特護，6日才甦醒過來。
母親在ICU病房的5天，對19歲的小梅來

說，是此生從未有過的煎熬。與單親母親相依
為命的小梅，在母親負傷昏迷不醒，並沒有其
他親人的情況下，顯得很無助。志願者屈玉香
告訴記者，自從當上志願者來到醫院做義工，
一直守在ICU病房外椅子上的瘦弱女孩引起了
她的注意，看得出來，母親的安危時刻牽掛着
這名女孩的心，她緊張、焦慮，不時還會悄悄
地流淚。善良的屈玉香其實也不知道如何安慰
小梅，只能主動接近小梅，與她聊聊天、給她
帶點食物和書籍，告訴她母親正在接受最好的
治療。
小梅是某大學的一年級學

生，當晚準備乘火車回校。
本來，將小梅送到火車站，
母親就可以離去。然而，面對
即將遠行的女兒，母親千叮
嚀、萬囑咐，有說不完的話。
母女本來一次溫馨的離別，最終
卻成了一場噩夢。
6日，母親終於甦醒，從ICU轉

到了普通病房，小梅喜極而泣，
一直懸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一些。
小梅簡直不敢想像，要是母親醒
不過來，她還能依靠誰……

慈母恐成植物人
孝兒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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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三八婦女節，但對於那些在

昆明「3．01」嚴重暴力恐怖事件中受

傷害的婦女來說，過去的七天，

就如同人間煉獄。昨日「頭

七」，大批遇難者家屬和民眾到

案發現場昆明火車站廣場奔牛銅

像前，向29名無辜亡靈致祭，本

報記者探訪了仍留醫的兩位

嚴重受傷的婦女，對於她們

的家人來說，現在

最重要的就是：能

醒過來就好！能

活過來就好！未

來只願世界再沒

有傷害！

■記者 李茜茜

昆明報道

奇蹟盼
在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10樓ICU重症

病房外，記者昨日再次見到暴恐事件受害
人石克香的兒子石有勇，今年29歲的他本來就
有些「少年白」，這幾天白髮又增加了不少。
見到記者再次來訪，一旁石的伯父苦笑着說：
「這是咱們第三次在醫院見面了，希望下次不
是在醫院見面。」相較於伯父，石有勇顯得有
些沉默寡言，他的眼睛泛紅，看起來就是一直
沒休息好的樣子。

甦醒機率僅5%
當記者說到暴恐案已過去7天時，石有勇顯

得有些驚訝，彷彿已沒有了時間意識，儘管醫
生已明確告訴石有勇，其母親甦醒的機率只有
5%，未來成為植物人機率高達95%，但他始
終不願意相信：「在我心裡，我始終相信母親
會醒過來。」
病人進入ICU重症監護室，意味着需要醫

生、護士特別看護，每天只有兩個小時的探視
時間，但石有勇大部分時間都在醫院度過。護
士小李告訴記者，石有勇在探視的那兩個小時
裡，常常緊緊地握着媽媽的手，不斷地和她說
話。而在非探視時間，石有勇就守在病房外，

「怕母親醒來看不見他」。說起以後生活
的打算，石有勇顯得有些茫然：母親一直是他
依靠的大樹，如今這棵樹倒了，只能走一步算
一步。
「對於母親，我的歉疚太多了……」講述與

母親的點點滴滴，石有勇難忍酸澀，與記者對
話常因為哽咽而中止。

「遲到」倖免於難
石有勇說，在天津打工時，每天不論多晚回

家，母親都會給他留飯菜。有時加班，已告訴
母親不回家吃飯，但母親還是執意為他留飯
菜。對於家境貧困的石家來說，母愛並不是給
孩子買房找工作，更多的是一份晚餐、一句嘮
叨。
石家來自雲南姚安縣，母子倆都在天津打

工，這次是回家過完春節後，準備再赴天津，
怎知在3月1日晚準備進入昆明火車站時就遭
遇了那場恐怖砍殺，母親遭兇徒刀砍後應聲倒
地，而石有勇則因「遲到」倖免於難。

「我要好好待她」
「他們（兇徒）揮刀砍向我媽時，我因去

看一位住院的親戚而晚到了火車站，否則會和
他們（兇徒）拚命！我媽好無辜呀，他們為什
麼要砍我媽……」說着說着，石有勇再次哽咽
起來。對於會否仇恨這些砍他母親的兇徒，石
有勇表示不想講這個話題，只是希望以後再也
不要有這種事發生。
對於未來的路怎樣走下去，石有勇直言現在

還沒有打算。他只盼望母親能夠早日甦醒、早
日康復，「她還沒來得及過上好日子，我要好
好待她……。」

婦女節前本報記者昆明探訪兩位重傷媽媽

煎熬6日夜
終盼到母親甦醒

一女遇難者遺體尚未認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銳 綜合報
道）昆明暴恐事件發生後，多地安保
即時升級，昨日昆明火車站前，武警
仍持槍警戒。而彼鄰的四川成都機場
在暴恐事件發生後也全面啟動機場最
高級別安保響應機制。據當地媒體報
道，機場公安局警力與外部增援警力
一道共同護航機場安全，特警、武
警、交巡警荷槍實彈，出動「虎式」
防暴裝甲車執勤，進行全天候24小時
巡邏值守。「虎式」裝甲防暴車可抵
禦56衝鋒鎗或95自動步槍攻擊，防

彈性能優越，五車門確保隊員在反恐
作戰中快速反應。

虎式裝甲車成都機場執勤

■眾多民眾紛紛獻上花圈。 網上圖片

■武承睿正在為學生講授社會性別知
識。 本報雲南傳真

■疑似當場被擊傷抓獲的女暴徒。
資料圖片

■昆明火車
站廣場奔牛
銅像前擺滿
祭奠遇難者
的鮮花。
記者馮鐵 攝

■「虎式」裝甲防暴車。

■石有勇母親被暴徒砍傷後
至今昏迷不醒，作為兒子也
被打擊得憔悴不堪。

記者 李茜茜 攝

3月7日，在昆明火車站靈堂點祭奠遇難者的市民。當日是昆明暴恐案“頭七”，眾多市民來到
火車站，祭奠遇難者。中新社發 劉冉陽 攝
20140307

■■大批市民昨夜來到昆明火大批市民昨夜來到昆明火
車站祭奠遇難者車站祭奠遇難者。。 中新社中新社

■■遇難者家屬悲痛欲遇難者家屬悲痛欲
絕絕。。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