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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遇害者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少曾是难民，最小可能仅 3岁

本以为新西兰是安全和希望所在

15日，枪声划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
宁静，两座清真寺内的祈祷人群成为袭击目标。

目前已知的遇害者来自世界各地， 其中不少曾
是难民，他们本以为新西兰是安全和希望所在。

警方向遇难者亲属发布一份非正式遇难者
名单。法新社报道，名单显示，年龄最大的遇难
者77岁，最小的仅3岁；至少4名遇难者是女性。

最小遇难者家庭的友人古莱德·米雷告诉
路透社记者，孩子出生在新西兰，父母是索马
里难民。“这让人悲痛欲绝，” 米雷说，“他们逃
离暴力和战乱。这里原本应该是安全场所。”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说，预定当地
时间 17 日晚开始允许遇难者亲属认领遗体，

可能 20 日前认领完毕。 按照穆斯林习俗，这
些遇难者应从速下葬。新西兰警方高级官员布
什在记者会上说，允许认领遗体以前，警方必
须“完全确定死因和身份”。

17日，新西兰各地展开悼念活动，上万人
参加了首都惠灵顿的悼念仪式。18日， 毛利各
部落将举行联合悼念仪式。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17日确认，没有中国
公民在此次事件中伤亡。 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
总领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近期继续加强安全防
范，远离敏感地点，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

外国媒体列出了部分遇难者信息———

他曾试图制服枪手

达乌德·纳比 40多年前， 纳比带着两个

儿子逃离阿富汗， 前往新西兰寻求庇护。自
1977年起，克赖斯特彻奇成为了他们的“家”，

他们将这里视为安全和希望所在。

据悉， 当枪手闯入清真寺时，71岁的纳比
为了保护他人冲到了枪手面前，他是第一个被
确认身份的遇害者。

纳伊姆·拉希德和儿子塔尔哈·拉希德
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最新消息， 共有 9 名巴基
斯坦人在枪击事件中遇害，包括 50 岁的纳伊
姆·拉希德和他 21岁的儿子塔尔哈·拉希德。

袭击视频显示，纳伊姆·拉希德一度试图
徒手制服枪手。他的弟弟库尔希德·阿拉姆告
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他的哥哥曾
是一名学者， 已在新西兰生活七年。“他曾在
一所大学教书，我的侄子（塔尔哈）曾是一名
学生。”

他不知父亲和兄弟已遇害

哈立德·穆斯塔法 “新西兰叙利亚人团
结会”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哈立德·穆斯塔法在枪击事件中丧生， 他当时
正和两个儿子在清真寺内祈祷。

“哈立德·穆斯塔法是一名叙利亚难民，他
和家人（妻子和三个孩子）去年来到新西兰，当
时，他们认为这里是安全天堂。”新西兰叙利亚
人团结会说。

哈姆扎·穆斯塔法 新西兰叙利亚人团结
会称，14岁的哈姆扎·穆斯塔法15日和父亲哈立
德以及弟弟扎伊德一起在清真寺内参加祈祷。

新西兰叙利亚人团结会发言人阿里·阿基

尔说，哈姆扎的母亲证实，她的大儿子哈姆扎遇
害，她 13岁的小儿子扎伊德受伤。阿基尔说，扎
伊德目前情况稳定，但还不知道他的父亲和兄弟
都已遇害。

里里克·阿卜杜尔·哈米德 印尼外交部 16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来自印尼的哈米德在枪击事
件中丧生。外交部对此表示“深切哀悼”，并“为死
者和遇害者家属祈祷”。据悉，袭击发生时还有 7

名印尼人在两座清真寺内。

法哈吉·哈桑 印度人哈桑十年前从海德拉
巴搬至新西兰，他曾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哈桑已
婚，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三岁的女儿和
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

哈桑的兄弟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他的
家人已经被新西兰当局告知死讯。他的父亲赛义
德丁在接受 BBC采访时说:“在热爱和平的新西
兰，没人曾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她想找丈夫却饮弹身亡

霍斯尼·阿拉 据报道， 事发时阿拉正在努
尔清真寺的女区祈祷， 她的丈夫法里德·乌丁坐
着轮椅，在男区祈祷。阿拉的侄子告诉媒体：“听
到枪声后，她立即赶到现场，想要找到丈夫并救
出他，却被子弹击中身亡。”据报道，阿拉的丈夫
幸免于难。

孟加拉国驻新西兰领事官员说，有 3名孟加
拉国人在枪击事件中遇害，但未给出细节。

赛亚德·米尔恩 15日，14岁的米尔恩和母
亲在努尔清真寺内祈祷。他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我还没有正式听说他已经遇害， 但我知

道，因为有人看到了他。”

米尔恩长大后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他是
“一名勇敢的小战士。 所以很难想象……他被一
个冷漠的人枪杀，”米尔恩的父亲说。有目击称米
尔恩在清真寺内“躺在血泊之中”。

他们源源不绝地前来哀悼

在被枪手杀害的人员名单中，还有不少遇难
者的个人信息尚不清楚，包括 4名埃及人、4名约
旦人、2名阿富汗人，等等。

埃及移民部在社交媒体上称，有 4名埃及人

在枪击事件受害者之列，并称此次袭击“卑劣”。

约旦外交部 1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有 4名
约旦人在枪击事件中遇害，另有 5名受伤人员正
在接受治疗。

新西兰阿富汗协会表示，已有两名阿富汗人
已被证实遇害，他们的个人信息尚不清楚。

另据红十字会消息，还有来自英国、沙特和
土耳其的公民在此次袭击中遇害。有关方面尚未
公布所有遇害人员信息， 家属正在焦急等待。上
周末，源源不断的哀悼者陆续来到努尔清真寺外
的临时纪念场所。当天偶有小雨，人们在悲伤的
气氛中紧紧地抱在一起，静静地哭泣。

警惕极右恐怖主义

新西兰恐怖枪击事件发生后，新西兰总
理、澳大利亚总理、英国首相等西方多国领
导人反应强烈，尤其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言论
和意识形态予以明确谴责。相比之下，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却显得不痛不痒，含糊其
辞，招来美国媒体的批评。

特朗普的“双重标准”？

特朗普虽然也谴责暴力袭击，并对遇难
者致以慰问，但是却淡化这起杀戮事件中的
极右白人的民族主义威胁，认为事件并未显
示白人至上运动有抬头之势，而是应该归咎
于一小撮“问题非常严重”的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道，特
朗普未能进一步指出，死于克赖斯特彻奇枪
击事件的是穆斯林礼拜者，这意味着一种双
重标准。去年，在匹兹堡一座犹太寺庙遭袭
后，特朗普指认袭击存在“反犹”动机。2017

年 5月， 埃及 28名科普特基督徒死于自杀
式爆炸，特朗普谴责这是“对基督徒的残忍
屠杀”。“当一名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袭击，

并且穆斯林不是受害者时，特朗普往往会迅
速介入，或者利用这种袭击为他的政治论点
做辩护。”CNN称，特朗普的言论是否给白人
至上主义者“撑腰”受到广泛质疑。

英国《卫报》指出，当人们在思考恐怖主
义时，注意力可能都集中在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身上，但克赖斯特彻奇事件已把关注
点转向极右翼恐怖主义现象， 并敲响警钟。

该报称，极右翼曾经是一群松散无序的“独
行者”，现在再也不是，而是走向日益有组织
的、半结构化的网络。一群愤怒的人被聚集
起来， 围绕一种超越国家的排外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的重点是实施恐怖行为，针对
在他们看来已经被蹂躏的社会作出反击。

须重视的安全漏洞
反恐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研究员李伟表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存
在两个面向。

一个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号进行的恐怖
主义活动，这已经为国际社会所熟知。

另一个是打着极右的白人至上种族主
义旗号从事的恐怖活动，这个并未引起足够
重视。而且，白人极右的恐怖主义并非新生
事物，历史上，美国 3K党、欧洲黑手党、欧洲
新纳粹“光头党”等早已臭名昭著，这些组织
都从事过极端的种族主义暴力活动，甚至有
的现在还在兴风作浪。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反恐“专打”前一个
“恐怖主义”，为此出台了包括立法在内的很
多措施。但是，对于后一个“恐怖主义”，应对
措施并不多，形成安全漏洞。这也是新西兰
此次遭遇严重恐袭的一大原因。未来，在西
方国家，极右势力会逐步对国家和社会安全
构成极大威胁。

专家指出， 此次袭击和此前在西方国家
发生的一些袭击事件， 都显露了一个相似苗
头：“白人至上”、反移民等社会杂音，正在压
缩包容与理性的空间， 为狭隘和极端思想的
滋生提供了温床， 而网络传播又增加了防范
的困难。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防止极端思
想的跨国传播，将成为全球反恐的一大挑战。

新闻链接

新西兰枪击案已致50死50伤，嫌犯塔兰特在澳大利亚宁静的乡村小镇长大，无犯罪记录

自称“普通澳大利亚人”何以变成冷血杀手
新西兰“黑色星期五”血腥枪击留下的恐

怖氛围仍在弥漫。至本报截稿时，遇难人数上
升至 50人， 另有 50人受伤。16日，28岁的澳
大利亚籍枪手布伦顿·哈里森·塔兰特出庭受
审，被控犯有谋杀罪。

新西兰警方 15日逮捕 4名嫌疑人。 警方
高级官员迈克·布什 17日说，警方认定塔兰特
以外的 3名嫌疑人与枪击事件无关，已经释放
一名女性嫌疑人；另外两名嫌疑人因为车内有
枪而在案发地附近遭逮捕，仍然在押，面临无
关枪击事件的罪名指控。

新西兰政府称，18日将讨论修改枪支法加
强控枪。

在震惊、悲伤、痛苦交织的纷繁情绪中，人
们开始反思： 在澳大利亚一个宁静小镇长大，

曾当过孩子们的健身教练，曾背起行囊周游世
界，这个自称“普通澳大利亚人”的塔兰特怎么
会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冷血杀手？

“和其他人一样正常”

“我是一个普通的澳大利亚白人”，这是塔
兰特的自述。

“让我们开始派对吧”，这是塔兰特冲进清
真寺屠杀前的兴奋叫嚣。

普通人开杀戮“派对”？很难把两者扯上关
系，但事实就是超出平凡的想象力。

一篇 70 多页的反穆斯林反移民长文，一
段“恐怖 17 分钟”的枪击直播视频，还有其他
浮出水面的碎片信息， 逐渐拼出这个不到 30

岁的澳大利亚年轻男子的面目和心路。

“我出生在澳大利亚一个低收入的工人阶
级家庭。”“我上学时没受过多少教育， 成绩勉
强及格。”塔兰特在长文中写道。

他说，高中毕业后没有上大学，直接就去
工作了。“我对读书没兴趣，对大学教授的课程
没兴趣，所以没去念大学。”

塔兰特在澳大利亚内陆城市格拉夫顿郊
区一所不起眼的房子里长大。格拉夫顿位于新
南威尔士州北部克拉伦斯河畔，在悉尼以北约
500公里，是一个宁静的乡村小镇，以伐木业闻
名，人口约两万。镇上的居民关系密切，互相都
很熟悉。

“这座城市很保守，没有清真寺，也没有大
量的穆斯林人口。”格拉夫顿市议员格雷格·克
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来自格拉夫顿的
人会对穆斯林抱有敌意。”“除了令人震惊之
外，这实在很奇怪。”

克兰议员的震惊和奇怪几乎是塔兰特老
家的人听闻袭击后的第一反应。那些看着塔兰
特长大的乡亲们说，他们感到非常震惊，因为
塔兰特看上去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人。

从零犯罪记录看，塔兰特确实是一个“清
清白白”的人，他在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没有
“前科”，也没有上情报部门的安全“黑名单”。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詹妮弗·赫胥黎比
塔兰特早六年就读格拉夫顿高中。“我采访了
他的一些同学，他们回忆说他在班上有点像小
丑。”赫胥黎说，“但学校工作人员却记得，他是
一个有点捣蛋的学生，有时对同学很残忍。”

虽然对塔兰特有一些不愉快记忆，但是学
校的老师们依然表示，很难相信曾经的学生是
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手。

《悉尼先驱晨报》 采访了塔兰特的前雇主
特雷西·格雷。高中毕业后，塔兰特在格雷开的
一家“大河壁球健身中心”当私人教练，为孩子
们免费提供运动项目训练。

在格雷的印象中，塔兰特“和其他人一样
正常”，从未发现他有任何极端主义倾向或疯

狂行为。

格雷回忆说， 塔兰特对自我训练非常投
入。“我是个意志力超强的怪物。我只需要一个
目标或对象，然后去努力就行。”2011年，塔兰
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一年前，

他的父亲去世。

据格拉夫顿的一份讣告显示，塔兰特的父
亲罗德尼·塔兰特于 2010年 4月死于癌症，终
年 49岁。他的父亲被描述为一个“专注于家庭
的男人”和“竞技运动员”。讣告还称，父母在塔
兰特很小的时候就分居了。

让思想逆转的旅行

格雷说， 塔兰特在 2012年初离开格拉夫
顿。之后，塔兰特开启了环游世界之旅。路透社
说，世界之旅把塔兰特带入“黑暗”。

塔兰特在长文中说，“这个世界各种文化
（的人们）用温暖和同情迎接我，我非常享受和
他们在一起的几乎每一刻。”然而，他又说，2017

年的西欧之行， 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种族主义观
点，他对移民的态度也发生“戏剧性转变”。

塔兰特表示， 自己做过加密货币交易，因
为这有利可图。2017年，他用做加密货币交易
赚来的钱，去法国、葡萄牙、瑞典等国旅行。他
说， 那年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卡车袭击事件
中，一个 11 岁小女孩不幸遇难，这令他极度
震惊，也是让他改变看法的第一件事。“阿克尔
隆德下课后正要去见她的母亲，结果却被一名
信仰伊斯兰教的攻击者杀害。”他宣称“再也不
能对暴力置之不理”， 这次枪击也是为小女孩
复仇。

他还写道，在观察 2017年法国大选时，更
加剧了他的愤怒。他“炮轰”那些涌入法国的移
民，他说移民蜂拥而入以致“法国人自己成了
少数派”。

枪击发生后， 一些国家也翻查了记录，发
现在 2016年至 2018年的三年里，塔兰特除了

走访西欧，还有另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他前
往巴尔干半岛诸国、土耳其。

2016年在巴尔干一带，塔兰特走访了塞尔
维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

并在几处历史遗址停留。 塔兰特的行迹显示了
他对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遗迹很痴迷， 他显然
还研究了基督徒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

2018年 11月，他又故地重游，游览了保加
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古迹。

保加利亚外长说，现在的人对巴尔干半岛
历史都知之甚少，但是塔兰特对巴尔干半岛历
史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

在对枪击事件的现场直播中，可以听到车
载扬声器中传出一首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歌曲
的旋律，那时，塔兰特正在开车前往清真寺的
路上。这是 1992年至 1995年波黑战争时期的
歌曲。歌词中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对波斯尼
亚克族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常用的贬称。

2016年，塔兰特还两次访问土耳其，并停
留很长一段时间。在塔兰特的长文中，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是其攻击的主要目标。 此外，还
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伦敦市长萨迪克·汗。

尽管塔兰特的旅行细节尚不清楚，但一些
国家的有关部门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他的行
踪， 以及他可能与当地居民有过的任何接触。

警方表示，塔兰特在过去四年里几乎没有在澳
大利亚待过。

塔兰特在长文中还透露，他用了长达两年
的时间来策划这场袭击，并在三个月前做出在
克赖斯特彻奇市发动袭击的决定。他称新西兰
并不是“最初选择”，但是新西兰的多元化环境
跟西方国家都差不多，他要通过袭击报复那些
“入侵者”。新西兰政府证实，在袭击发生几分
钟前收到塔兰特写的长文。

与国际环境变化相关

从枪手的言行来看，有分析认为，这是西

方社会“仇穆”心理、“伊斯兰恐惧症”的爆发。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新西兰研究中心主任陈
弘认为， 新西兰枪击事件虽然发生在清真寺，但
是并非单纯针对穆斯林， 或者说是宗教因素所
致，而是西方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文化、种族主
义、排外思想的沉渣泛起。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就
实行过“白澳政策”，强调“白人的澳洲”。新西兰
虽然没有“白新政策”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也一脉
相承。如今，虽然澳新的国家政策、主流思想都推
行多元文化，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难
民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地一些白人、尤其
是具有种族思想的白人会认为，这些“外来户”挤
占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导致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
位下降，由此产生极度不平衡的心理，因此非常
排斥和敌视移民或难民。

反恐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李伟指出，新西兰枪击事件，与近年来国际大
环境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单边主义、民粹主义、

排外思潮、 反移民难民倾向等极大刺激了西方国
家极右势力的发展壮大。放眼美国、欧洲，极右势
力不仅向政坛进军， 还在社会上发动恐怖暴力袭
击。 比如英国极右分子驾车冲撞清真寺刚做完礼
拜的穆斯林民众、 美国夏洛茨维尔的极右势力举
行示威游行。而政府推行的政策也在推波助澜，给
原本就扎根西方的白人极右势力再添一把火，比
如特朗普政府的修建隔离墙、移民政策。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恐袭事件给向来以安全
著称的新西兰带来一系列影响。

首先， 新西兰提高了国家安全警戒级别，主
要城市惠灵顿、奥克兰均大幅增强警力，安保不
断加强。

其次，一段时间内，南岛克赖斯特彻奇地区
乃至整个新西兰旅游业可能受到冲击，如何重新
吸引游客也是一项新任务。

再者，新西兰政府此前刚刚承诺提高战争和
贫穷地区难民移民配额。此次事件对新西兰社会
的冲击，将可能使今后相关政策讨论更具敏感性
和复杂性。

■本报记者 廖勤

■本报记者 廖勤

3月 17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调查人员在事发清真寺附近工作。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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