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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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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马中飞从香港
回到广州。拍照事件已经结束，不过在两
岸传媒中还是余波未了。27日当晚，台湾
著名的政论节目《全民开讲》的讨论焦点就
是马中飞事件，有些名嘴与台湾网友都认为

“高检署”有“轻纵”之嫌。而大陆的一些网友
则对“台湾当局
竟把大陆观光客
当‘间谍’”的行
为表示“愤怒”。

倒 是 马 中
飞，回忆起在台
湾暂失自由的24
小时，并没有流
露出多少不快与
愤慨，虽然也有

“一点担心”，因
为“有人跟我说，
根据‘要塞堡垒
地带法’，可能要
判 7 年，非法进
入军事处所，也

可能被处 1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这次
短暂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给他留下不良
印象，“我接触的人对我还是很友好的，很
文明，也很礼遇。” 据《南都周刊》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无意的闯祸，广州商人马中飞只是
千万赴台湾旅游的寻常大陆游客之一，在宝岛玩几天，拍照
留念，然后回来，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因为进入“军事禁区”
拍照，马中飞被台湾检方羁押一天，更被台湾部分媒体与民

众咬定为“刺探军情”的“间谍”，次日被裁定为误
闯，获释回大陆。5月31日，马中飞在广州向记者
讲述了他滞留台岛最后一天的经历与感受。

5月 25日下午 5时，台北
市区，广州商人马中飞坐在出
租车上。这是他来台湾的第
七天，按照行程安排，他在岛

上的时间只剩不足24个小时了。
大陆游客被台湾媒体习惯地称做“陆客”。

陆客马中飞这次台湾之行，有 3个目的：观光、
商务考察和探亲——马中飞妻子的姨奶奶，
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迁台，60年来，马中飞是
第一个从大陆来看她的亲人，可到了台湾才知
道，老太太已经去世。那天下午，马中飞正是从
她的墓地回来。

在基隆路与辛亥路路口，马中飞看到路边一
排门市上写着“国军人才招募中心”的广告牌很是
醒目。“挺有意思，台湾的征兵和我们很不一样。”
他事后回忆道。马中飞一直是个军事爱好者。

他拎着相机走去，此时除了两名士兵没其
他人，其中一位还迎上来把他请进去：“他们挺
热情，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来看看，还问他们能
不能拍照，他们说可以。”

这个房间与大门相对的另一面墙上还有一
扇门，门一直开着，不时有穿便装的人出入这扇
门，马中飞也走出这扇门，没人阻拦。只拍了六
七张照片，那名女军官就走过来：“长官，你有什
么事么？”她穿着运动服，马中飞后来才了解到
她原来是一名少尉军官，“她胸牌上写的名字叫
叶小蕙，长得还挺漂亮。”

“没事，我就随便看看”，他对叶小蕙说，带
着家乡的东北腔。叶小蕙这才发现面前这位端
着相机的人不是自己的长官，于是告诉马中飞
这里不允许拍照。马中飞表示理解，并把相机
交给对方，“你们看看有不能拍的就删吧。”一位

徐姓军官删除了刚拍的几张照片，接着对方又
说可以买张卡和他换，马中飞也同意了，“我也
没生气，不让参观就不参观呗。”

事情看起来马上就结束了，马中飞正准备
走，一名五十来岁的胡姓上校军官走过来，语气
严厉地对马中飞说，这件事很严重，不能走。并
立即报了警。马中飞感到这位长官似乎充满了
敌视情绪。两名警察很快就到了，查看过马的
护照和入台证后，说，这种事儿按“要塞堡垒地
带法”属于“外患罪”，不归他们管，得找宪兵。
不久，两位穿便装的宪兵和这次旅行的台湾接
待方“中华商品流通协会”的人先后都来了，宪
兵开具了一份扣留单，把马中飞带到台北市“宪
兵队”，一番折腾下来，已是晚上8点。

而当天下午，在部分媒体的渲染下，事情瞬
间被提到“台湾军事安全受威胁”的敏感高度。

下午5时至8时

在“宪兵队”，马中飞平生
第一次坐进了审讯室，讯问很
简单，个人信息、为什么来台
湾、行程安排、为什么会进军

营、怎么进去的、为什么要拍照等。马中飞都一
一作了回答——自己进入军营拍照只是为了满
足好奇心。讯问结束后，还要在记录上签名按
手印：“10个指头和手掌都要按。”

“宪兵队”一位罗姓主管问马中飞：“你对我
们的处理有意见么？”“有，我还没吃饭，太饿

了。”马中飞说。这位主管马上叫人到便利店去
买了份便当回来，65元新台币，马中飞拿到饭
后问对方：“用我给你钱么？”“不用了，算我请你
的。”对方说。

晚上11点半，他被带到台北“地检署”。移
交给法警前，宪兵第一次给他戴上了手铐，并解
释：“这只是交接的例行程序。”但就在他戴着手
铐走下车后，迎面扑来一道强光，是闪光灯，马
中飞和宪兵都猝不及防，这是一名突然蹿出来
的记者在拍照。

对马中飞进行讯问的是女检察官张安箴，
她在台湾颇具知名度，有“美女检察官”之称。

“不过问题并没太多创新，还是之前那些。”马中
飞说，除了讯问，张安箴与马中飞没有其他交
流。但临走时，这位女检察官把他带到“地检
署”的后门，为了躲开记者。

再次回到“宪兵队”，已是凌晨1点。马中飞被
带到地下室里的临时牢房，三面墙，一面铁栅
栏，栅栏外面有两格书架，放着40多本书，还有不
少蚊子，宪兵于是搬来一台大电风扇对着地面吹。

晚上8时至次日1时

5月26日早上，马中飞被
宪兵叫醒——要去台湾“高等
法院检察署”了。从地下室上
到一层，昨天给马中飞买便当

的罗姓主管拿着一份报纸说：“你上头版了啊，
谁告诉他们的？昨天有人问我，我都没说。”

之后，马中飞又在几份文书上签了字，“这
是补第一天的手续，他们每一步都要签字，按手
印。可以看出来，‘宪兵队’也没怎么遇到过这
种事，给相机上封条啊、盖章啊之类的工作很不

熟练，有点手忙脚乱的”。
上午9点半，马中飞被带到“高检署”，此时迎

接他的已经是大批记者了，但马中飞并没有正式
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10点半左右，又一次问讯
开始了，检察官是曾俊哲，这位的名头更响，2007
年，他曾担任马英九“特别费”案的主办检察官。

讯问很快结束，曾俊哲决定，为了厘清事
实，需要重建现场。11时30分，曾俊哲带马中飞
回到昨天的地点，勘验他拍摄照片的现场，并按
照马的描述重新拍了照片。马中飞这才知道这

个地方的全称是叫“国防部参谋本部资电作战
指挥中心”。一名台湾记者说，这个“大隐隐于
市”的“军事重地”，连附近百姓都不见得知道。

到了“资电中心”，马中飞发现除了招募中
心挂上了“因故休息一天”的牌子之外，这里与
昨天并无二致。

昨天与马中飞打过交道的几名军人作为证
人被讯问，他们“说的都很客观，没有因为要照
顾自己的利益或者面子而歪曲事实，自己失职
的地方也会说出来”。

现场勘验完毕，一行人在
中午 1点钟回到“高检署”吃午饭，马中飞
的午饭是85元新台币的猪扒饭便当，还有
一碗汤。“你这是沾了阿扁的光啊，他在的
时候只有一份牛奶两个面包，他喊饿，
我们才调高了标准买便当。吃吧，都是‘政
府’埋单。”“高检署”的法警和马中飞打趣。

下午 2点，曾俊哲告诉马中飞，虽然
尚未定案，但他可以走了，台湾的法律术
语称之为“饬回”，即“告诫后释放”。检察官
并没有要求他随传随到，并允许离境。马
中飞临走时还问了自己能不能赶上飞机。

下午 4点半，马中飞登上了台北到香
港的飞机。此时距马中飞误入“军事禁
区”拍照刚好过去一整天。在失去自由的
20多个小时里，“手机都在我身边，基本上
可以对外通话。”

马中飞还记住了一个细节：看护他的
宪兵里有位姓朱的小伙子，在见面几小时
后就开始叫他“马大哥”，马中飞最初甚至
以为他想套近乎索贿，但接下来只是聊
天，话题天南地北，从广州和台北的差别
到台湾的大陆新娘，再到马中飞身家多
少。朱姓宪兵还说，如果有机会来大陆，
会到广州拜访这位“嫌疑犯”大哥。

“间谍陆客”24小时
大陆游客马中飞讲述误拍台“军事禁区”被扣经历

中午1时至
下午4时30分

余波未了

马中飞，黑龙江牡丹马中飞，黑龙江牡丹
江市人，广州中辉新能源江市人，广州中辉新能源
电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电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中飞（中）被带往现场勘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