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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萨马·本·拉丹死亡消息传遍全球，他的最后藏身之处——阿伯塔巴德反复被提及。而进一步消息令人有些吃惊，
这名恐怖大亨最后的日子竟与数千巴基斯坦军人为邻。

巴基斯坦北部阿伯塔巴德镇居民2日谈及本·拉丹及他所处建筑内其他人的生活点滴。他们说，本·拉丹的家人和
随从外出乘坐一辆“铃木”小型货车，从不告诉外人移动电话号码。

本·拉丹1996年前往阿富汗前，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居住过5年。自他离开后，这处住宅基本闲置，由于担心成为打击
目标，没有人愿意在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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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丹最后的日子
住在数千巴基斯坦大兵隔壁
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仅60公里，是夏季旅游胜地
本·拉丹在院内养牛、养鸡，他的最后晚餐可能是馕

藏身之处：如同堡垒，坚固豪华、安全设施完善，造价超百万美元
按美国政府说法，美军人员采取行动，1日下午在阿伯塔巴德一座建筑内击毙本·拉丹。
这个地点出乎外界意料。从以往媒体报道看，印象中本·拉丹似乎应当藏身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某处深山，或藏

身于两国交界处部族地区。
但从结果看，本·拉丹最终藏身处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仅有60公里的城镇，虽然山峦环绕，但热闹繁华，是

夏季旅游胜地，常住人口有40万。
藏身处所更令人意外，与美国情报人员数年前推测的山洞大相径庭，而是一座3层建筑，如同堡垒，坚固豪华、安

全设施完善，造价超过百万美元。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描述，这简直是“定制藏身”建筑。

与兵为邻：巴基斯坦在阿伯塔巴德驻扎3个团兵力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这座建筑及院落2005年建成，位于一条泥泞道路尽头，占地面积三倍于邻近住宅，拥有“特别”安全措施。
院落外墙高3.6米至5.5米，院墙顶端装有铁丝网，进入院落需经过两道安全门，但院内没有电话或因特网接入。
巴基斯坦加古尔军事学院与这一院落相距1公里。这所院校为巴军方培养高级军官。
根据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在阿伯塔巴德驻扎3个团兵力。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前局长哈米德·居尔说，本·拉丹藏身阿伯塔巴德

而巴当局不知情，“令人惊讶”。
居尔说，除军队外，“当地警察、情报机构、军情机构等”都在阿伯塔巴德有人手。

【厨师】经常看到他们带家人外出
这些居民告诉记者，两名自称“商人”的男子和家人住在那幢建筑内，安全保卫严密。
一人自称“艾尔沙德”，40岁左右，据信买下土地并建起房屋；另一人自称“塔里克”，30

多岁。一些人认为他们是亲兄弟，一些人说他们是表兄弟。
厨师贾韦德·杰迪说，他经常看到艾尔沙德和塔里克带家人外出。

“我们曾经见过两个男人，艾尔沙德和塔里克，看到他们带老婆孩子，开一辆红色‘铃
木’小货车。他们有时带孩子一起去买面包。”

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巴基斯坦时间2日凌晨突袭这幢建筑，击毙本·拉丹。除
他以外，3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丧生；一名男子据信是本·拉丹的儿子，另两名男子是本·拉丹的随从。

按丧生人数推断，艾尔沙德和塔里克极有可能是本·拉丹的随从。

【邻居】从不告诉外人手机号码
一名男子化名阿卜杜拉·扬，是本·拉丹的邻居，4年前搬到阿伯塔巴德镇。

“我起先觉得他们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但现在想想不是那么回事，”扬说，“他们皮肤更白些，有时按阿拉
伯人的方式修剪胡须。”

问及建筑周边安保严密为何从未引起怀疑时，扬告诉记者，他们觉得艾尔沙德是有钱人，或许会在家族内或
生意上树敌。

“他们自称来自（巴基斯坦）白沙瓦，从事金融业。”
扬描述，住在那幢建筑里的人另有一辆“铃木”小吉普车；在院内养牛、养鸡，从不外出参加婚礼或串门，从不

告诉外人手机号码，外出以车代步，几乎不选择步行。
“我向他（塔里克）要过号码，但他说没有。我也从没见过医生定期探访。”

【打馕人】一天两回到我那里买馕
打馕人穆罕默德·阿西夫回忆，艾尔沙德经常到他那里买馕，突袭前那个晚上还去过。

“艾尔沙德买了七八个馕。他以前一天来两回，下午一次，晚上一次。有时，兄弟俩其中一个会带个5岁孩
子一起来。”

阿西夫说，艾尔沙德和塔里克“有礼貌，人相当不错”。
阿西夫推测，他打的馕，可能是本·拉丹生前的最后晚餐。

【故居】
自从他离开，房子一直空着
本·拉丹旧宅位于喀土穆一个富人区，宅

院位于街道旁边，四周筑有白色高墙，大门紧
闭，内有一座两层建筑。院内花园芜杂，一些
树枝伸出墙头。

一名旧邻 2日告诉路透社记者：“自从他
离开，这座房子一直空着。”

当地一些居民说，本·拉丹当年经常从附
近一座大广场旁的狭窄岔路走出，步行前往
一座红色清真寺。

本·拉丹出生于沙特阿拉伯。1990年海
湾战争爆发后，他不满沙特政府邀请美国军
队驻扎沙特而离开，1991年来到苏丹。

美国和其他国际方面不断向苏丹施压，
本·拉丹1996年离开苏丹。

【房客】
担心成为轰炸的目标之一

“没有人愿意住，”那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邻居说：“只有一名外国人住过，但他一个月
后得知本·拉丹曾在这里住过，立即搬走。”

他说，房客担心住进这所房屋后，成为美
国轰炸的目标之一。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尽管本·拉丹
已经离开，美军 1998年向喀土穆一家制药厂
发射导弹，声称这家工厂生产化学武器原料，
且部分属于本·拉丹。苏丹方面坚称这家工
厂只生产医用药物。

同年晚些时候，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
亚的大使馆遭袭，200多人死亡，包括 12名美
国人。美国认定，本·拉丹领导的“基地”制造
了袭击。

【民众】
不愿意他被美国打死

闻听本·拉丹死讯，一些苏丹民众对他策
划“9·11”恐怖袭击表示谴责。但也有部分人
支持本·拉丹的反美观点。

路透社报道，苏丹民众大多认为，美国
“盲目支持”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不公。

在本·拉丹旧宅对面一座餐馆旁，一名商
人停车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完全不同意

‘9·11’袭击，那是不对的。”但他赞同本·拉丹
关于“巴勒斯坦人权利和美国在中东地区行
为”的说法。

本·拉丹多次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谴责
美国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土地。

一名路人说，本·拉丹之死是件好事，但
不愿意看到是美国人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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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5 月 2 日
在巴基斯
坦阿伯塔
巴德拍摄
的本·拉
丹的藏身
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