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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衝突逾月巴以衝突逾月

4848記者遇難記者遇難

以軍狂轟濫炸以軍狂轟濫炸 加沙媒體人深受其害加沙媒體人深受其害

【 大 公
報 訊 】 綜 合
CNN、 半 島 電 視
台、BBC報道：新一
輪巴以衝突已持續超
過一個月。加沙媒體

辦公室當地時間7日表示，自10月7日新一
輪大規模衝突爆發以來，已有48名記者和媒
體從業人員喪生，意味着每天就有一名記者在
硝煙中遇難，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記者。記者
組織指出，以軍對保護記者 「毫無興趣」 ，不間斷的轟炸嚴
重阻礙新聞報道工作，更危及記者及其家人的生命。5日晚，以軍空襲加沙北部，
巴勒斯坦瓦法社記者哈西拉一家43人遇難。7日，巴勒斯坦記者在約旦河西岸示
威，抗議以軍襲擊記者的行為。

巴以衝突

路透攝影師遭精準打擊身亡
10月13日，路透社攝影記者伊

薩姆．阿卜杜拉在黎巴嫩南部遭遇
炮擊身亡，另有來自半島電視台和
法新社等媒體的6名記者受傷。10
月29日，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關於
此次事件的初步調查報告，指出這

些記者並非被 「誤傷」 ，而是遭到了
有針對性的攻擊，且炮彈來自以色列
方向。

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
阿卜杜拉等7名記者遇襲前在

黎巴嫩南部一座山的頂部
停留了一個多小時。當地
時間10月13日下午6時左
右，他們所在的地點連
續遭到兩次襲擊，相隔
僅37至38秒。第一次襲
擊導致阿卜杜拉遇難，一

名法新社記者重傷；
第二次襲擊命中半
島電視台使用的車
輛，導致另外幾名
記者受傷。

根據彈道分析，兩次襲擊的炮彈均來自
以色列邊境方向。兩名記者稱，襲擊發生前
幾秒鐘，一架以色列直升機曾飛過現場。無
國界記者組織指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同
一方向對同一地點進行兩次襲擊，清楚地表
明襲擊者在進行 「精準打擊」 ，目標正是這
些記者。該組織補充說，遇襲記者不太可能
被誤認為戰鬥人員，因為他們沒有隱藏自
己，身上的防彈背心和使用的車輛也清楚標
明了 「媒體」 字樣。

黎巴嫩當局指控以軍是此次襲擊的罪魁
禍首。以軍對此次事件表示 「遺憾」 ，並聲
稱正在進行調查。

以色列警察毆打外媒記者
10月12日，BBC阿拉伯語團隊遭到以色列警方持槍威脅和毆打。他

們第一時間表明記者身份，但仍被警察從車上拖下來，其中一名記者的頸
部遭到擊打。

BBC記者圖通吉、阿布迪布等人10月12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乘坐清
晰標有 「媒體」 字樣的汽車前往一家酒店，卻被以色列警方攔截。警察將
他們從車上拖下來，推到牆上進行搜查，並警告他們不許動，否則將被槍
擊。圖通吉和阿布迪布第一時間表明自己是BBC記者，並出示了記者
證，但無濟於事。圖通吉說，他試圖拍下事件過程，但警察奪過他的手機
扔在地上，並擊打了他的頸部。

同日，BBC記者艾德南和攝影師馬哈穆德前往位於加沙地帶北部重
鎮加沙城的希法醫院採訪傷患，發現醫院裏到處都是空襲遇難者的遺體，
病床上全是等待搶救的傷員。馬哈穆德在現場遇到了自己的朋友麥力
克，後者躺在病床上，其家人已在以軍空襲中遇難。艾德南目睹醫院
內的慘狀後跪在地上痛哭，並表示： 「這是我所住地方的醫院，這

裏有我的朋友、鄰居……今天是我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一天。」

▲民防人員10月13日搬運路透社攝影記者
阿卜杜拉的遺體。 美聯社

加沙媒體辦公室當地時間7日表示，自10月
7日新一輪大規模衝突爆發以來，已有48名記者
和媒體從業人員喪生，意味着每天就有不止一名
記者在硝煙中遇難，當中大部分都是巴勒斯坦記
者。無國界記者組織亦表示，本輪巴以衝突已導
致超過40名記者遇難，包括36名加沙地帶的巴
勒斯坦記者。

在相對和平時期，國際記者可以憑藉以色
列政府頒發的記者證，從埃雷茲口岸進入加沙。
但本輪衝突爆發後，該口岸已無限期關閉，外界
想要了解加沙的情況主要依靠當地媒體人員。無
國界記者組織指出，以軍對保護記者 「毫無興
趣」 ，不間斷的轟炸嚴重阻礙新聞報道工作，更
危及記者的生命。超過50個媒體機構辦事處在
襲擊中被完全摧毀或部分受損。10月19日，
BBC、路透社、半島電視台、法新社和巴勒斯坦
當地媒體在加沙南部搭建的臨時新聞編輯部被以
軍炸毀。本月3日，法新社在加沙的辦公室也被
嚴重破壞。

以軍的狂轟濫炸迫使很多記者丟棄新聞報
道設備，帶着家人逃命。10月14日，無國界記
者組織一名駐加沙記者在斷網6個小時後終於恢
復通訊。她表示： 「昨晚我從加沙城撤離，現在
想要和你們通話很困難。我們幾乎連不上網絡，
也沒辦法給手機充電……我們生活在恐懼中，
這令人無法忍受。」

▲巴勒斯坦電視台記者哈塔卜的葬禮於3日舉行。他與10名家人死於以軍空襲。 路透社

炸彈亂飛網絡中斷
前線報道困難重重

▲巴勒斯坦電視台記者哈塔卜的住所被以軍炸
毀。 法新社

以色列持續轟炸加沙地帶一個月，不僅導致
多名記者遇難，還殃及他們的家人，甚至釀成不
止一宗 「滅門慘案」。巴勒斯坦官方通訊社瓦法
社7日表示，瓦法社記者穆罕穆德．阿布．哈西拉
及其42名家人在加沙城附近遭遇空襲遇難。

瓦法社稱，以軍於5日晚至6日凌晨發動空
襲，目標正是哈西拉的住所。人們在廢墟中找到了
哈西拉一家的遺體。2日，巴勒斯坦電視台記者哈
塔卜一家11人在以軍對加沙南部汗尤尼斯市的空襲
中遇難。當晚，哈塔卜一直在汗尤尼斯市納賽爾醫
院外直播，報道以軍對當地的襲擊，怎料直播結束
半小時後便與家人一同遇難。巴勒斯坦電視台發表
聲明稱，哈塔卜剛返回家中，以軍就對他的住所發
動了空襲，這次襲擊是 「一條旨在恐嚇巴勒斯坦記
者的血腥信息」。

哈塔卜的同事貝希爾在直播中談到這宗慘劇時
崩潰流淚。他說： 「我們沒有受到任何保護，沒有
任何豁免權，沒有人關心我們，也沒有人關心飽受
戰爭摧殘的加沙人民。」

10月25日，卡塔爾媒體半島電視台阿拉伯語
頻道加沙分社社長、巴勒斯坦記者達杜赫的妻子、
兒子、女兒和孫子死於以軍空襲。達杜赫的家人們
聽從以軍的撤離指令，從加沙北部轉移至中部的努
塞拉特難民營尋求庇護，但仍未能逃過空襲。達杜
赫在醫院太平間與家人告別，淚流滿面。

記者住所遇空襲
釀滅門慘案

◀ 巴 勒 斯
坦 記 者 達
杜赫10月25
日見到家人遺體
後落淚。 法新社

巴裔議員批評以色列 遭美眾議院譴責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美國國會眾

議院7日晚通過一項針對巴勒斯坦裔民主黨眾議
員特萊布的譴責決議，指責她宣揚與巴以衝突
有關的虛假言論。特萊布近期曾參加支持巴勒
斯坦、呼籲加沙地帶停火的示威活動，並對美
國總統拜登支持以色列在加沙進行軍事行動的
立場表示反對。

美國國會眾議院7日晚以234票贊成、188
票反對、4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譴責特萊布的
決議。譴責決議稱，特萊布傳播 「虛假言
論」，包括指控以色列對加沙阿赫利阿拉伯醫
院遇襲事件負有責任。美國和以色列政府將此
次襲擊事件歸咎於加沙地帶的武裝組織，但巴
勒斯坦方面指責以軍施襲。特萊布還因為使用

「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這一
口號受到指責，以色列媒體稱這句口號是在呼

籲消滅以色列。
譴責決議是僅次於將一名議員驅逐出眾議

院的懲罰措施。2000年以來，僅有4位眾議員
受到譴責。推動此次譴責決議的佐治亞州共和
黨眾議員麥考密克指責特萊布宣言 「反猶太主
義」，特萊布回應稱： 「我不會被迫保持沉
默，也不會讓你歪曲我的話。」她警告說：
「將批評以色列政府等同於反猶太主義的想法
開創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它將被用來壓制
我們全國範圍內為人權發出的各種聲音。」

美聯社提到，特萊布是第二名因公開批評
以色列而受到攻擊的穆斯林女議員。今年2月，
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奧馬爾因批評以色列被眾議
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除名。

▲美國眾議員特萊布（左）10月18日參加呼籲
加沙停火的示威活動。 美聯社

▲美國紐約市6日舉行燭光守夜活動，悼念近期
在巴以衝突中遇難的記者。 法新社

巴以衝突最新情況

傷亡

10月7日以來，加沙地帶至少有10569人死
亡，包括4324名兒童和2823名婦女，另有
26475人受傷；至少2550人失蹤，包括1350名
兒童。

戰況

以色列軍方7日稱，以軍地面部隊已
進入加沙地帶北部加沙城的 「腹地」 ，
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
斯）領導人困在掩體中。與此同時，
以軍持續發動空襲，距離加沙南
部汗尤尼斯市納賽爾醫院僅
100米的一座清真寺
被毫無預警地炸
毀，數十人被
送往醫院。一
支人道主義車
隊在加沙城
遭到炮火襲
擊 ， 一 名
司 機 受
傷，兩輛
貨 車 受
損。

來源：半島電視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