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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公开照片，以免诱发暴力
“就算公开了一些人照样会否认”

为回应外界对本·拉丹死讯的质疑，白宫考虑是否公
开尸体和海葬照片。不过，奥巴马4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决定不公开尸体照片。

他说，“我们不会把这种东西当做战利品炫耀”，重要
的是防止有人把这些照片用于煽动暴力、刺激极端情绪。

奥巴马说，他看过尸体照片，认定没有必要公开。“毫
无疑问，我们杀死了乌萨马·本·拉丹。毫无疑问……‘基
地’成员中没有质疑他已经死了。”

这名美国总统说，对任何不相信本·拉丹已死的人
来说，照片是否公开，“没有任何差别”，“一些人照样会
否认”。

“事实是，你在这个星球上再也不会看到活的本·拉丹。”
白宫发言人卡尼说，奥巴马作出决定前就是否公开

照片征询国家安全团队意见，“让这些照片像以往那样变
成号召反对美国的符号，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

卡尼说，本·拉丹的尸体已经验明正身，奥巴马认为
“没有其他有说服力的理由”公开尸体照片。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法治国家禁止直接处决”
军法不能用来为突袭行动辩护

美国未经巴基斯坦政府授权而单方面实施军事行
动，直接打死，而非抓捕并审判本·拉丹，最后把尸体海
葬，在欧洲、中东等地引发质疑。

“他们应当在法庭上审判他，”埃及剧作家侯赛因·萨
瓦夫说，“至于他的葬礼，并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他应该
土葬。”

不少欧洲电视、广播节目质疑美国官方公布的突袭
行动细节，认为本·拉丹之死更像是当场被处决。

“哪条法律允许直接处决本·拉丹？”德国《南德意志
报》高级编辑黑里贝特·普兰特尔撰文说，“美国法律要求
执行死刑前必须审判。法治国家禁止直接处决。”

“军法不能用来为突袭行动辩护。击毙这名‘恐怖教
父’的决定出于政治目的。”

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
萨帕特罗、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就击毙本·拉丹“热情
称赞”奥巴马，受到一些本国议员质疑。

默克尔党内同僚、基督教民主联盟资深议员西格弗
里德·考德批评说，默克尔不该说“我为有可能杀死本·拉
丹感到高兴”，“这是充满复仇欲望的中世纪思维”。

一些欧洲人不满美国情报部门用水刑等酷刑逼迫恐
怖嫌疑人口供出关键情报。一些媒体认为，没有抓捕并
审判本·拉丹，将令奥巴马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受损。

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4日回应
外界质疑说，美军突袭“基地”组织头号人
物本·拉丹位于巴基斯坦的藏身住所并直
接击毙这名恐怖大亨，“行为合法”。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说，他决定不公开
本·拉丹尸体的照片，因为照片可能诱发暴
力、威胁美国安全，而且无论人们是否质疑
本·拉丹死讯，本·拉丹也不会复活。

美国不公开拉丹尸体照片
以免刺激极端情绪影响国家安全
不审判即处决广受质疑
美国称行为合法，“符合美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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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
我们杀死了乌萨
马·本·拉丹。毫
无疑问……你在
这个星球上再也
不会看到活的
本·拉丹。”

白宫发言人向媒体解释军事行动的细节及奥巴马的决定。白宫发言人向媒体解释军事行动的细节及奥巴马的决定。

无论是
生 还 是 死 ，
本·拉丹和他
的“基地”组
织都深深地
困扰着美国。

拉丹妻子，事后证明她没有
被当成人盾，也没有被打死。

美国说法前后矛盾
先前说拉丹把妻子当人体盾牌并被打死，后又改口称没有这回事

霍尔德当天告诉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2日凌晨突袭
本·拉丹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镇的藏身住所，“属于国家自卫行为，合理合法”。

他说，本·拉丹曾公开承认策划“9·11”恐怖袭击，是“敌方战地指挥官”，把本·拉
丹列为打击目标合法，而且突袭行动以符合美国法律和价值观的方式实施。

霍尔德说，突袭行动要求“击毙或生擒”本·拉丹，“如果他投降，试图投降，我想我
们显然应当予以接受，但没有迹象显示他打算投降，所以，击毙他是合适的”。

奥巴马宣布本·拉丹死讯后，美国官员称本·拉丹参与交火并试图把自己的妻子
当人体盾牌，双双被打死。不过，白宫3日改口：本·拉丹被击毙前手中并没有武器，他
的妻子没有被当做人盾，也没有被射杀。

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解释，说辞前后矛盾是因为“战争迷雾”导致信息有误。
总部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阿拉伯卫视台说法更为火爆：“巴基斯坦安全

部门一名消息人士援引乌萨马·本·拉丹12岁女儿的话说，这名‘基地’领导人不是死
在自家住所，而是被捕，稍后遭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