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媒消費死者暴媒消費死者 複嚼家屬傷痛複嚼家屬傷痛
濫作油塘浮屍案「疑點」本報逐個拆穿

煽暴派聲稱陳彥霖生前多次單獨參加「反修
例示威」，包括6．12金鐘集會、8月「和你
塞」機場集會等。為說服外界相信她的死與警
方有關，文宣組近日在網上廣發一張清場現場
所攝的照片，相中被捕女子容貌模糊，但文宣
組就硬說相中女子是陳彥霖，更作故仔說她被
捕後「遭警員不人道對待」云云。

文宣用錯誤時空照片作故
但據悉，該張相攝於10月1日的黃大仙暴

亂，相中女子名叫鄧茜芸，已被警方落案起
訴，日後她上庭，外界就能看清楚她的樣子不
似陳彥霖。同時，文宣組指稱的時間上也有破
綻，因為陳於9月19日已失蹤，22日發現屍
體，哪有可能10月1日出現在黃大仙暴亂中？
同時，即使陳彥霖經常參與「反修例示
威」，和其溺斃「與警方有關」亦無必然的因
果關係。反而和煽暴派不斷渲染「被自殺」，
更「封」其為「義士」有關。
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7月，即暴力衝擊爆發
早期發佈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疑似患有抑鬱
症的患病率從2014年「佔中」期間的5.3%，
升至今年6月的9.1%，同期有自殺念頭的比率
亦從3.6%增至4.6%，已屬於「精神健康因嚴
重社會事故引起的疫症」。

港大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總監葉兆輝在6月底
發生一宗年輕人墮樓事件後亦
表示，在社交媒體內大肆傳播這些
新聞，很容易引起公眾不安和悲觀的感
覺，「不要將反修例和此次自殺行為簡單聯繫到
一起，這很大可能會令到更多年輕人效仿。」他
希望社會、媒體要克制，不要再「簡單化、英
雄化、淒美化去渲染類似的事件，更不要
無謂猜度自殺原因」。

失蹤自殺案數據非異常
煽暴派經常將失蹤或浮屍案指稱
為太子站清場事件中的死者，「證
據」是近期失踪及自殺人數均較
往年「不尋常地大幅增加」，但
只要翻查公開資料就可以發
現，香港上年平均有3,000
宗失蹤案，即每日有8.2宗
失蹤案上演；每年自殺宗
數也達900宗，平均每日
有2.46宗發生，這些案
件不時出現，只是過去
沒有文宣大肆宣傳，大
家不為意而已。

死者曾參與示威，
死亡與警方有關？

兩者無必然關係兩者無必然關係，，美美
化自殺的媒體要負責化自殺的媒體要負責

陳彥霖生前是游泳健將，又是跳水隊成
員，煽暴文宣即聲言「她有能力喺5米高
台，跳入5米深泳池，再自己游上岸，實在
無可能溺斃」。先不討論陳彥霖是否決意尋
死，但擅泳的人遇溺受傷甚至死亡的個案，
在香港及外地並不罕見，甚至在公共泳池溺
死的個案也不少。考慮到陳彥霖有意尋死，
其泳術再高亦與此無關。
2010年，游泳健將、上市公司永發置業執

行董事蘇秋靈，在紅磡大環山海面游早泳時
懷疑遇溺，送院搶救不治。
2012年，曾任飛虎隊的外籍警官黎耀朗
（Andy Naylor），請假赴美國紐約參加三
項鐵人賽，在游泳途中懷疑遇溺死亡。
2016年第六屆「維港渡海泳」期間，有兩名泳

術精湛的泳手遇溺。一
名46歲男泳手送院搶救後不治，
另一名59歲女泳手情況危殆，
一直昏迷不醒，最終不治。
2017年，一名66歲男子

在大嶼山參加3項鐵人比
賽期間，在游泳項目中遇
溺，獲救時已陷昏迷，送
院後不治。
在外國，有熟水性的專

業拯救人員亦曾意外溺
斃。去年10月，馬來西亞
一名青年墮湖，當地6名消
防員到場搜救不果，7人一
同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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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霖是游泳健
將，不會遇溺死？

更專業強健的泳更專業強健的泳
手都會溺死手都會溺死

《蘋果日報》引述消息稱，陳彥霖上周
四（10日）已火化，質疑她被「倉卒火
化」，又聲稱其死因未明，質疑「太快火
化」是要阻礙屍體解剖，「毀屍滅跡」云
云。今次火化是否太倉卒？陳於9月19
日晚上失蹤，9月22日發現其屍體，屈
指一算，由屍體發現到火化，前後歷時
19天。據殯儀業中人解釋，若沒有宗教

擇日考慮，火化排期最快需時1星期；
若非自然死需要解剖，則會耽誤多1星
期。以陳彥霖的情況，在認屍後近3星
期才火化，符合一般排期時間，未算倉
卒。

解剖 火化 等化驗是正常程序
雖然遺體已被火化，但有消息人士表

示，並不存在「毀屍滅跡」的情況，因
為陳彥霖的遺體已被解剖，初步發現身
上沒有可疑表面傷痕或性侵跡象，同時
亦已進行化驗程序，尚待化驗報告出
爐，驗屍官便能確定死因，又直言：
「死因庭要一兩年後才召開，唔通要遺
體等幾年先火化，才不算『毀屍滅跡』
嗎？」

疑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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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卒火化，毀屍滅跡？

相隔相隔1919日火化日火化，，符合正常排期符合正常排期

陳彥霖自9月19日失蹤後，網上曾
出現一段關於她的尋人啟事。《蘋果
日報》借此大做文章，以陳彥霖家人
着其友人不要再提此事為由，聲稱陳
的家人「行徑古怪」，認為對方「似
有隱情」云云。《蘋果》更聲稱，他
們根據尋人啟事上的電話號碼，致電
死者母親及親友未能接通，短訊也不
回，僅此就斷定對方「已被有勢力人
士掩口」。
平心而論，若有家人去世，感到非
常傷痛自不待言，同時也不會希望
不相關的人道聽塗說，成為他人茶

餘飯後的話題，因這樣對已逝去的家
人毫不尊重，尤其事件已引起廣泛關
注，再提失實內容會對死者家人造成
第二度傷害。惟因此被批評為「行徑
古怪，彷彿有事隱瞞」，實有亂扣帽
子之嫌。
有知情人士表示，其家人想低調處

理事件，淡忘傷痛，料不到煽暴派毫
無人性，一再滋擾其家人。「香港是
自由社會，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是否
同意接受訪問，又或是接受哪一家媒
體的訪問。單以不肯接受其訪問，就
質疑對方『被禁言』，絕不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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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派文宣找來一些自稱是
死者朋友，聲稱死者出事前
「表現開朗」，「無自殺表
徵」，不信死者會墮海自盡。
首先，煽暴文宣找來的「朋

友」與死者關係有多親切？有
多了解死者？不得而知。這些
朋友認為死者「表現開朗」也
是主觀的感受，未必有根據。
根據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總監葉兆輝此前發表自殺
研究報告指出，根據以往經
驗，雖然部分輕生者有自殺先

兆，但亦有一部分人毫無先
兆。有心理醫生解釋，部分輕
生者會強顏歡笑，用笑來掩飾
自己的情緒，所以不能以「表
現開朗」，斷定那人無自殺念
頭。
事實上，警方透露，根據陳

彥霖就讀學校的閉路電視片段
顯示，她於9月19日晚上將財
物拋在校園地上後，再赤腳步
行往海濱公園方向，加上身上
無傷痕及性侵過跡象，已排除
他殺可能性。

家人不願再提，似
有隱瞞？

家人或想低調家人或想低調，，遠遠
離二次傷害離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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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輕生者無樣睇意欲輕生者無樣睇拆解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期接連有自
殺個案，被煽暴文宣利用作煽動市民仇警情
緒的工具，即使警方三番四次闢謠，甚至相
關的機構已公開事發時的閉路電視截圖，但
煽暴派仍繼續借題發揮。近日，海怡半島對
開海面發現黑衣女浮屍，煽暴派就聲稱其為
10月10日被捕者黎詠琳。海怡半島管理處

近日發通告指，職員已翻看有關CCTV片
段，證明死者是自行跳入海，惟煽暴派仍不

罷休，堅持要管理處公開整段影片，置死者私
隱及其家人感受於不顧。
本月8日，警方接獲途人報案，指在海怡半

島怡翠閣對開有人形物體載浮載沉。消防輪到
場撈起一名年約20歲至30歲，身穿灰色外套、

黑色背心、黑褲、黑鞋的女子，經送瑪麗醫院搶救
證實不治。警方事後經查看現場附近的閉路電視，

證實死者在當日下午約4 時半左右，獨自在上址跳
海，認為死因無可疑。但居於該屋苑的煽暴派中人、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推波助瀾，令事件一直未能
平息。海怡半島管業處近日發通告指，已翻看相關CCTV片

段，證實死者死因無可疑。但煽暴派仍拒收貨，煽動居民發動
聯署將整段影片公開。據悉，管理處是考慮到死者私隱及家屬

意願等問題不便公開，但就被煽暴派刁難。
此外，陳彥霖生前就讀職業訓練局屬下青年學院，亦有人

在該校噴上要求公開閉路電視的字句，更威嚇稱若校方拒絕
要求，他們可能會將行動升級，與黑幫恐嚇手段無異。

威嚇公開CCTV
踐踏死者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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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家人輕生離世，自責、內疚

是不少自殺者家屬的寫照，更希望以時間沖淡

傷感，復修內心的疤痕，然而反修例風波期間，暴徒以

及煽暴派罔顧死者家屬的感受，一再對死因毫無可疑的自殺案

大做文章，言之鑿鑿列舉所謂的「死因疑點」，強行將案件扯到警

方頭上，聲稱死者「被自殺」甚至被警方「殺人滅口」，等等。

最近一宗被文宣鋪天蓋地炒作的自殺案，是被發現全身赤裸浮屍在油塘

海面的15歲少女陳彥霖。儘管警方已經澄清，經初部調查和解剖後，死者

無表面傷痕、無被性侵跡象，而學校閉路電視片段顯示，陳在自殺前將自己

的財物放在校園內，赤腳向海濱公園走去，加上在向家人了解過後，確定死

亡情況及背景無可疑，但煽暴派就堆砌所謂的「疑點」，營造「有內情」的

假象，煽動市民的仇警情緒繼續發酵，來達至縱暴派的政治陰謀。

香港文匯報逐點分析了煽暴派所謂的「疑點」，發現這些疑問基本都

站不住腳，破綻重重、水分極多，有製造黑色恐怖、抹黑警方之嫌。

死者已矣，文宣利用死人「過橋」，在網上瘋傳死者遺照、打撈

屍體的影片，無疑是在死者家屬的傷口上灑鹽，是對家屬

的二次傷害。煽暴派的冷血，令人心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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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派亂用時空錯亂照片，意
圖付會為死者「被捕」。

◀▼煽暴派借自殺案件製造不合理「疑點」
（左圖），甚至有人在「海治半島浮屍案」澄
清非他殺後，恐嚇管理處（下圖）。

▲煽暴文宣脫離事
實，加油添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