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目前為止，尚無任何組織表示
對這次爆炸事件負責。目前至少已確認
香格里拉酒店襲擊是由自殺式炸彈襲擊
者扎赫蘭．哈希姆所實施，而名為阿布
．穆罕默德的男子則對拜蒂克洛教堂進
行了炸彈襲擊。斯里蘭卡防長維傑瓦爾
德納表示，拘捕最少7人涉嫌與這場恐怖
襲擊有關，並懷疑連環自殺式炸彈襲擊
屬同一組織所為。他說： 「我們已經採
取一切防範措施保護國家和人民安全。
所有罪魁禍首已經都被指認出來，他們
將盡快進入審判。」

曾搗ISIS訓練營
不過，一位不具名的政府部長向BBC

透露，對於此次攻擊，情報人員目前尚
未掌握犯案者及其動機。

有分析對本次襲擊的「幕後黑手」提
出了兩種可能，一是國際極端組織潛入
斯里蘭卡製造襲擊，二是斯里蘭卡本土
的伊斯蘭極端分子。而本次襲擊的時間
、地點、手段都有別於斯里蘭卡之前發
生的恐襲，可能與ISIS在中東被打敗後，
參與其中的斯里蘭卡籍成員回流有關。

斯里蘭卡國內近期一度瀰漫廣泛憂
慮，擔心本屬於ISIS的成員回流，可能會
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據報道，今
年1月斯里蘭卡就搗毀了一個ISIS訓練營
，裏面藏了大量自製爆炸物，試圖在古
城阿努拉德普勒對歷史悠久的佛教古蹟
進行爆炸襲擊。

另有消息稱，斯里蘭卡警察總長在
爆炸發生十日之前，曾經收到可能自殺
襲擊的警告。情報警告透露，當地一個
名叫NTJ（National Thowheeth Jama'ath）
的激進伊斯蘭組織，計劃襲擊著名教堂
和印度駐斯里蘭卡高級專員公署。而該
組織去年就開始令人關注，因為組織被
指涉及破壞當地佛像。

基督徒受騷擾增多
斯里蘭卡國內雖然確實存在穆斯林

和佛教徒的矛盾，並有逐年加劇趨勢，
政府一度在去年3月發出緊急狀態令，因
為當地發生多起佛教團體針對清真寺的
襲擊。但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衝突則相對
不明顯，不過，近期對於基督徒的騷
擾也出現升級態勢。此次襲擊地點集
中在教堂和酒店，恰逢基督教和天主
教的復活節。有專家認為，襲擊的目
標清晰，帶有反西方的意味。

當地媒體報道，從今年2月3日到4
月14日，斯里蘭卡各地的基督教禮拜
每周日都會受到干擾，已經持續了11周
。上周日，阿努拉德普勒的衛理公會
教堂主教與12名信徒被劫持。一夥人聚
集在教堂，使用污穢言語威脅教堂內的
信徒，並向教堂投擲石塊和鞭炮。但當
地警方未對襲擊者採取行動。

同時，當地一家代表200多間教堂及
教會的組織統計，去年有86起針對基督徒
的歧視、恐嚇及暴力個案，今年則錄得26
起。另外，美國國務院去年一份有關斯
里蘭卡的人權報告亦提到，當地的基督
教組織受到打壓，其活動被視為未經批
准的集會，並曾受到施壓要暫停祈禱活
動。

但亦有觀點認為，從目前的新聞報
道和政府公開資料來看，沒有直接證據
顯示這次襲擊是針對基督徒的。近期斯
里蘭卡適逢新年假期，21日又正逢復活節
，教堂和酒店是主要人群及外國遊客聚
集的地方，因此發動襲擊更像是為了製
造大規模恐慌，可能是襲擊者對當前斯
里蘭卡主體民族僧伽羅人的反抗，宣泄
對政府的不滿。同時此次事件不像佛教
徒跟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也不像是被打
垮的武裝泰米爾猛虎組織的做法。

斯爆炸兇手疑ISIS回流成員
不似猛虎手段 復活節發難帶反西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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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法新社、CNN、BBC報道：21日上午，斯
里蘭卡多地發生連環爆炸事件，至少三座教堂和多家酒店遭到
波及。由於襲擊對象包括教堂，有分析認為，本次襲擊有可能
是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回流成員製造的。此外，近期
以來，斯里蘭卡國內對於基督徒的騷擾和襲擊增多，有專家認
為事件帶有反西方意味，不排除是針對上月新西蘭清真寺遭恐
襲的報復。

【大公報訊】據BBC、
新華社報道：斯里蘭卡國內
在發生多起爆炸之後，各事
發地一片狼藉，民眾對於所

發生的事表示難以置信。有目擊者表示，
發生爆炸時，周圍整個區域都出現震動。

阿吉爾遜（Alex Agileson）當時身處
第一爆炸現場聖安東尼教堂附近，他指爆
炸一刻不少建築物都出現震蕩。斯里蘭卡
國會議員席施華（Harsha de Silva）來到
其中一間被襲教堂和一間酒店，看到不少
恐怖畫面，到處遍布遺體殘肢，又指緊急
應變部門已趕到現場全力拯救傷者。

有記者當天下午前往科倫坡市內發生
爆炸的酒店和教堂。在肉桂大酒店，有數

十名荷槍實彈的警察和軍人。酒店大堂內
，室內噴泉已被關閉，平日人來人往的咖
啡廳也變得空空如也。一名酒店工作人員
表示： 「一聲轟響後，我們得知這裏發生
了爆炸。酒店立刻組織住客撤離，目前酒
店內已空無一人。」

肉桂大酒店距離科倫坡地標性景點
─加勒菲斯綠地廣場只有不到2公里，
整個廣場上只有警察在來回巡邏，而廣場
對面便是另一處爆炸地點，香格里拉大酒
店，其入口也被封鎖線圍得嚴嚴實實。

在發生爆炸的聖安東尼教堂外，一位
當地居民攔住了採訪的記者，勸誡不要再
靠近， 「這裏實在是太危險了，我真的沒
有想到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的國家。」

爆炸整區震動 殘肢滿布

多國領導人譴責斯國恐襲事件

【大公報訊】據BBC報道：斯里蘭卡
曾經經歷長達26年的內戰在2009年平息。
少數族群認為，衝突的源頭在於該國佔大
多數人口的僧伽羅人實行的帶有歧視的政

策。複雜的民族問題和宗教的衝突，令斯
里蘭卡至今暴力事件頻發。

2009年5月，斯里蘭卡政府軍宣布殺死
了泰米爾猛虎組織創始人和領導人普拉巴
卡蘭及其兒子，所有被猛虎組織控制的土
地均被收復，並完成游擊隊殘兵清剿任務
。斯里蘭卡終於結束了長達26年的內戰，
此後大致上處於和平狀態。

根據2012年斯里蘭卡政府公布的數字
，斯全國人口約2200萬人，當中70%是僧伽
羅佛教徒，12.6%人為信奉印度教的泰米爾
人，9.7%是穆斯林，此外還有7.6%的基督
徒。

1948年2月，斯里蘭卡獲得獨立，建立

了以信仰佛教的僧伽羅人為主的政府。
1972年， 「泰米爾伊拉姆解放之虎」成立
，並從1983年開始在國內發起了一系列的
恐怖襲擊，一度佔領了北部的賈夫納半島
，甚至還暗殺了斯里蘭卡外交部長，斯里
蘭卡陷入內戰。

穆斯林則是斯里蘭卡僅次於泰米爾的
大少數族群，歷史族源來自印度洋許多地
區，如阿拉伯、馬來西亞、印尼、印度、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在內戰期間，穆斯
林持較為中立的立場，但他們認為，內戰
的根源是僧伽羅人的種族歧視，而勝利後
的局勢使得勝的僧伽羅人更加強勢，令改
革之路更艱難。

民宗問題複雜 內戰撕裂廿六年

【大公報訊】據英國《每日鏡報》報
道：對本次連環爆炸案進行調查的人員表
示，疑犯可能一共使用了25公斤的C-4型

炸藥對首都科倫坡的香格里拉酒店進行襲
擊。

內部調查結果顯示，斯里蘭卡首都科
倫坡21日早上發生的所有6起爆炸均是自殺
炸彈襲擊者所為。調查人員目前已經披露
，其中2人曾於20日登記入住香格里拉酒店
，所住的房間號為616。酒店監控攝像頭所
拍到的畫面顯示，是這兩名嫌疑人引爆了
炸彈，引爆地點分別是酒店的咖啡廳和走
廊。

調查人員懷疑，總共有25公斤的C-4型
炸藥被用於此次香格里拉酒店的爆炸襲擊
事件。進入疑犯所住房間的調查人員還在

屋內發現了極端伊斯蘭分子使用的材料。
C-4型炸藥可以很容易地製作成任何所需的
形狀，方便壓入建築，橋樑，設備或機械
的裂縫、孔洞和空隙。

目前還不清楚，這些炸彈襲擊者究竟
是本地人士，抑或是持旅遊簽證前往斯里
蘭卡的海外遊客。官方目前正在進行進一
步的調查。被襲擊的香格里拉酒店靠近科
倫坡的商務區，並離海灘只有幾步之遙。
該酒店擁有500個客房和41間公寓。另外遭
到襲擊的金斯伯里酒店和肉桂大酒店亦都
坐落於繁華鬧市，是國外遊客在斯里蘭卡
旅遊時常選擇的住宿地。

攜25公斤炸藥 兩恐嫌提前一日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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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斯里蘭
卡連環爆炸襲擊事件造成數百人死傷，多
國領導人21日強烈譴責襲擊，對遇難者表
示哀悼，並呼籲共同打擊極端主義。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致斯里蘭卡總統西
里塞納的慰問電中譴責襲擊 「殘忍」，強
調俄羅斯是斯里蘭卡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
可靠夥伴，行兇者和襲擊主使必將得到 「
應有的懲罰」。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天在推特上就事件
對斯里蘭卡表示深切慰問，並表示美國隨

時準備提供幫助。
英國首相文翠珊表示，針對教堂和酒

店的暴力行徑駭人聽聞，在這樣一個悲慘
時刻，我們必須站在一起。

印度總理莫迪在推文中寫道， 「我強
烈譴責斯里蘭卡這起可怕的爆炸事件，我
們國家並沒有這種野蠻行徑的容身之所。
印度將與斯里蘭卡人民團結一致。讓我們
為那些死者家屬和受傷者祈禱。」

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在亦在推特
上強烈譴責襲擊，並向斯里蘭卡表示慰問

，稱巴基斯坦在此悲痛的時刻與斯里蘭卡
人民站在一起。阿富汗總統亦強烈譴責 「
令人髮指的恐怖行為」，對遇難者表示哀
悼， 「在這個黑暗的日子裏，我們與斯里
蘭卡站在一起」。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譴責發生在斯里
蘭卡的襲擊是 「針對全人類的襲擊」。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表示，新西蘭譴責
一切恐怖主義行徑，拒絕所有形式的恐怖
主義，支持宗教自由和安全禮拜的權利，
我們必須找到如何終結暴力行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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