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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土安全研究人员2日说，一名帮助中央情报
局找到本·拉丹藏身处的“基地”组织成员多次遭受酷
刑。刑讯拷问这一争议话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哈立德供出信使
美国国土安全官员说，中情局从“基地”前 3号人物哈立

德·谢赫·穆罕默德口中得知与本·拉丹一名“信使”相关的情
报，最终顺藤摸瓜找到本·拉丹藏身处。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是“9·11”恐怖袭击主谋之一，2003
年3月在巴基斯坦落网。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哈立德·谢
赫·穆罕默德遭水刑183次。

一名前美国国土安全官员说，中情局 2003年停止使用水
刑等严酷手段审问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但这名恐怖嫌疑人
2004年才向中情局“交代”与本·拉丹信使相关的第一份重要情
报。其间，他承认认识一名代号为“科威特”的信使，使中情局
把“科威特”锁定为重要目标并着手追踪，最终找到本·拉丹。

奥巴马上任后正式禁止水刑
水刑指审讯人员用布或纸张盖住审讯对象脸部并向上浇

水，或把审讯对象头部浸入水中，模拟溺水时的窒息感觉。
“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授权中情局酷

刑审讯。除水刑外，其他手段包括不让受审人员睡觉、强迫受
审人员保持痛苦姿态。中情局通常在设在美国本土以外的海
外秘密监狱内严刑拷问在押人员。

中情局2004年暂停酷刑拷问，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009年
上任后正式禁止这类做法。

布什回忆录《抉择时刻》有一段话涉及“水刑”等非常规审
讯手段：“这种审讯方式帮助（我们）挫败了针对美国驻外机构、
伦敦希思罗机场以及美国多处目标的恐怖袭击阴谋。”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一个电话暴露了拉丹信使
中情局花费数年时间终于跟踪到他
顺藤摸瓜，拉丹住宅被确定

“卡尔·文森”号航母将拉丹遗体葬入阿拉伯海

“动手吧。”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4月29日对助手说。
巴基斯坦时间2日凌晨，两架直升机飞向北部城镇阿伯塔巴德。那里一栋建筑内据信隐藏一名代号为“杰罗尼

莫”的男子，系“基地”组织头目乌萨马·本·拉丹。不久，美军特种部队成员报告：“杰罗尼莫”已死。
从出击到收兵，美军耗时大约40分钟；“9·11”事件后加紧搜寻本·拉丹，美国中央情报局耗费将近10年……

拉丹传达命令要靠信使
美国2001年遭受“9·11”恐怖袭击，不足1个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本·拉丹逃离阿富汗

托拉—博拉山区。中情局特工着手搜寻。
本·拉丹不打电话，不上互联网，不向包括“基地”高层头目在内的几乎任何人透露行

踪。中情局分析，必定有人充当信使，替本·拉丹传达命令。
2003年3月，“基地”3号头目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巴基斯坦落网。在欧洲东部一座

中情局秘密监狱内，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向中情局提供数名本·拉丹信使的外号。这类
“信使”，中情局追踪名单上数以千计。

中情局追问，是否认识一名外号“阿布·艾哈迈德·科威特”的人。中情局先前从其他在
押人员口中得知，“科威特”与本·拉丹关系密切。

一些不愿公开姓名的前中情局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特工动用水刑，但哈立德·谢赫·穆
罕默德拒绝谈论“科威特”。数月后一次审讯，不再动刑，他承认认识“科威特”，同时否认“科
威特”与“基地”存在任何关联。

中情局获得确认：“科威特”就是信使
2004年，“基地”高级成员哈桑·古勒在伊拉克被捕。他告诉中情局官员，“科威特”是信

使，是“基地”重要人物，与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继任者阿布·法拉吉·利比关系密切。
2005年，利比落网，承认从一名信使口中获取接替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命令，但否

认信使是“科威特”。
中情局认定，利比的语气过于坚决，不可信；他和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有意保护“科威

特”，说明“科威特”非常重要。
分析师推断，只有本·拉丹可能向利比下达接班命令，找到“科威特”，就能找到本·拉丹。

一次不经意的电话“出卖”了他
中情局耗时数年查明，“科威特”本名谢赫阿布·艾哈迈德，生于科威特，国籍巴基斯坦，

在阿富汗躲避美军打击时受伤。
2010年以前，中情局对艾哈迈德的行踪毫不知情，特工、卫星、监听设备都无法找到

他。然而，2010年中，一次电话交谈“出卖”艾哈迈德。
艾哈迈德当时与一名同伴通电话，不知道那名同伴已受中情局监视。特工随即定位艾

哈迈德，开始观察他的举动。
2010年8月，艾哈迈德进入阿伯塔巴德一栋3层建筑。围墙高大约5.5米，顶端安置带

刺铁丝网。

一栋3层建筑再次引起中情局注意
这栋建筑几年前一度进入中情局视线，没有成为监视目标，因为想象中本·拉丹藏身处应有武装

守卫，而这栋楼外围无人巡逻，几乎没有人员进出。
中情局不确定本·拉丹是否藏身这一地点，但相信这可能是找到本·拉丹的最好机会，决定保密，

不告诉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盟友”在内的任何一方。
2011年2月中旬，中情局确定，建筑内隐藏“高价值目标”。先前数月，中情局发现，那里的住户不同寻

常：自行焚烧垃圾、“房屋造价百万美元，屋主收入来源无法追溯”……
借助卫星，美军确认本·拉丹可能住在二楼或三楼。
2011年3月，奥巴马命令军方制定行动方案。4月28日，奥巴马召集情报、军事和外交团队成员，

讨论方案选项。

结局：拉丹遗体被匆匆葬入阿拉伯海
4月29日，奥巴马决定，“海豹突击队”成员乘直升机前往阿伯塔巴德，活捉或击毙本·拉丹。
美国东部时间1日下午，巴基斯坦时间2日凌晨，两架直升机搭载20多名突击队员从阿富汗东部

城市贾拉拉巴德启程，飞往阿伯塔巴德。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直升机降低高度，抵达目标上方，突击队员降至建筑围墙内。
突击队员着陆不久，一架直升机坠毁。突击队员没有受伤，按既定方案行动。
他们封锁其他区域，直奔本·拉丹藏身的房间，与武装人员交火，打死艾哈迈德和他的一名兄弟。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国土安全部门官员说，本·拉丹“参与”交火，最终头部中弹死亡。子弹由

本·拉丹左眼上方射入。
一名突击队员报告：“杰罗尼莫”已死。
本·拉丹遗体被运至美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裹以白布单后装入袋子。美国东部时间2日2

时（北京时间14时），本·拉丹遗体被葬入北阿拉伯海。
这之前两个多小时，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本·拉丹死讯。“这对美国是不错的一天。”他

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基地”前第3号人物
遭水刑183次

正是他让中情局知道了信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