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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明显蓄意针对记者两次发射炮弹，造
成一名路透社记者死亡，6名记者受伤”——12月7
日，两家人权组织、两家媒体分别发表调查报告和
声明，指控以色列在10月13日的一次行动中“蓄
意炮击媒体记者”，称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军方“知
道或应该知道”他们袭击的对象是平民，这种“蓄
意针对平民的行为构成战争罪”。该事件造成37
岁的路透社记者伊萨姆·阿卜杜拉当场身亡，28岁
的法新社摄影记者克里斯蒂娜·阿西受重伤被截
肢，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以色列8日回应称，记者
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是“活跃战区”，“进入该地区是
危险的”，以方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记者身上有明显标识记者身上有明显标识””

路透社、法新社及两家人权组织7日分别发
表长篇调查报道，还原事件过程。据报道，10月
13日下午4 时45 分，路透社、法新社和半岛电
视台的7名记者聚集在黎巴嫩南部的阿勒马沙
卜村庄的一片空地上，进行以色列和黎巴嫩境
内武装分子交火的现场报道，该地距离以色列
边界约1公里。相关图像显示，所有记者都身穿
标有“PRESS”字样的防弹衣，路透社的车辆引
擎盖上贴有黄色胶带，标有“TV”字样。

路透社称，记者们当时位于山顶上一片开
阔的地区，没有树木覆盖，也没有其他建筑物可
能遮挡附近 2.2 公里处以色列军事哨所的视
线。以色列无人机一直在记者们的头顶上空飞
行，一架以色列直升机在附近巡逻。其间，记者
们进行了现场直播，没有移动位置。

首次炮弹袭击发生在下午6时左右。第一
波袭击击中了路透社记者阿卜杜拉，他当场死
亡，法新社摄影记者阿西受重伤。37 秒后，第二
波袭击炸毁了半岛电视台的汽车，汽车起火，造
成6名记者受伤。人权组织特别强调，没有证据
表明记者所在地附近存在军事目标，该地点也
远离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分子的交战区域。

“我们为什么被袭击？他们（以色列人）为
什么不鸣枪警告？如果你不想让我们拍照，就
开枪警告。为什么毫无征兆地突然袭击我们，
然后又想用第二击消灭我们？”路透社记者苏丹
尼质问以方。

人权组织专家拉姆齐·凯斯表示：“这不是
以色列军队第一次明显蓄意袭击记者，造成致
命和毁灭性的后果。”“证据有力地表明，以色列
军队知道或应该知道他们攻击的群体是记者。”

为还原事件过程，路透社和法新社与外部
专家、机构进行了大量调查、分析。路透社称，
其采访了30多名政府和安全官员、军事专家、法
医、律师、医务人员和目击者，拼凑出事件细
节。该通讯社还审查了当时该地区8家媒体拍
摄的数小时视频以及袭击前后的数百张照片，
包括高分辨率卫星图像。

法新社称，其与专门调查冲突中针对平民
袭击事件的非政府组织联合进行了为期7周的
调查，发现杀死记者的是以色列专用的120毫米
坦克炮弹，除了以色列军队，该地区任何其他组
织都没有使用过该炮弹。

路透社路透社、、法新社法新社、、半岛电视台要求以色列给说法半岛电视台要求以色列给说法

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都提到，10月13日的
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军方曾表示“对记者的去世感
到非常遗憾”，称正在展开调查，但拒绝承担责
任。近两个月后，以色列仍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

“我们今天公布掌握的证据，以色列坦克兵杀
死了我们的同事伊萨姆·阿卜杜拉。”路透社主编
加洛尼7日称，“我们对此予以谴责，呼吁以色列解
释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法新社全球新闻总监切特温德称，以色列有
必要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明确解释，“针对媒体记
者的行为令人费解，无法接受”，“我们将采取一切
相关且可能的司法途径，为克里斯蒂娜和伊萨姆
伸张正义”。半岛电视台国际传播经理希巴图拉
表示，媒体的调查凸显了以色列“蓄意针对记者以
试图压制信息的令人震惊的做法”。路透社称，国
际人道法禁止袭击记者，因为新闻媒体享有向平
民提供的全面保护，不能被视为军事目标。

“我认为，以色列的军事战略就是杀害记
者，从而扼杀真相。”法新社引述黎巴嫩新闻部
长马卡里的话称。黎巴嫩总理米卡提7日发表
声明说，黎巴嫩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将媒体调

查结论纳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申诉中”。
11月21日，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在以
色列边境附近报道战事时遭袭击身亡，以色列
国防军被认为应对此负责。米卡提对这一事件
表示“强烈谴责”，称以色列的目的是“让揭露其
罪行和袭击的媒体噤声”。

“人权观察”组织7日还表示，以色列的主要
盟友——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应该暂
停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因为它们
有被用于严重滥用权力的风险。

美国表态美国表态：：要调查要调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日报道，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对记者的
死亡“深感遗憾”，对这次袭击进行全面而彻底
的调查是“重要和恰当的”。布林肯称，以色列
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调查，“重要的是要看到调查
并得出结论”。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利维7日称，
以色列尊重国际法，不以平民为目标。

截至12月7日，“保护记者委员会”组织的
初步调查显示，自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至少有63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这一战事中被
杀，其中包括56名巴勒斯坦人、4名以色列人和
3名黎巴嫩人。法新社称，以色列军队曾多次袭
击媒体记者。法新社全球新闻总监切特温德表
示：“过去两个月（在巴以冲突中）死亡的记者人

数大约相当于阿富汗整个 20 年战争中死亡的
记者人数。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
发展下去，我们整个行业必须团结起来，确保对
此采取措施。”

7日，“众多加沙男子被以色列军人脱衣拘
押”的画面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画面内容疑为以
色列军方大规模拘押加沙男子，后者被要求脱
光外套、只留贴身衣服，跪在或者坐在地上。人
权组织批评以色列侵犯人权，以色列媒体则将
其描述为“哈马斯成员投降”。但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称，其中一些人的身份被家属或
雇主确认，至少有一些人是平民和媒体记者，与
激进组织没有关系。 据《环球时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8日表决一份巴以局
势决议草案，内容包括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
人道主义停火，但遭美国否决。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俄罗斯等多国批评美方罔视冲突导
致的平民伤亡。

【多国批评美国】
8日诉诸表决的决议草案由阿联酋提交，已

经多方辩论及修改，最终内容包括“必须依据国
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同
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表
决结果显示，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3个国家投
赞成票，英国投弃权票，美国投反对票。

按照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伯特·伍
德说法，停火将使加沙地带被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

根据相关规定，决议草案需获得至少9张
赞成票、且5个常任理事国中没有国家投反对
票，才能获得通过。

表决结束后，阿联酋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穆罕默德·伊萨·阿布沙哈卜对美国投反对票
“深表失望”。他强调，投票结果不会阻止阿
联酋继续敦促安理会成员采取行动，结束在
加沙地带的暴力行径。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
苏尔表示，美国投反对票是“灾难”。巴方反
对这一表决结果，将继续通过一切合法手段
阻止以方“暴行”。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德米特里·波
利扬斯基说，投票当天是“中东最黑暗的日子
之一”。他斥责美方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
的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平民判处死刑”，“历史将评判美方行为”。

哈马斯政治局成员伊扎特·里什克在一
份声明中强烈谴责美方行为，指认美方“不道
德、残忍”。美方阻挠停火决议草案通过相当
于“直接参与占领军屠杀”加沙民众，犯下“屠
杀和种族清洗”罪行。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阻挠在加沙地带实现

人道主义停火。10月，安理会表决一份呼吁在
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暂时停火的决议，因美
国投反对票而未获通过。11月，安理会再次表
决一份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暂停”
的决议，美国投弃权票，决议最终通过。

【“人道主义梦魇”】
这次表决前几小时，联合国秘书长安东

尼奥·古特雷斯警告，加沙地带陷入“不断加
剧的人道主义梦魇”。目前，加沙正处于“临
界点”，人道主义系统崩溃可能导致公共秩序
彻底崩溃。

路透社援引加沙地带居民的消息报道，
以军坦克8日晚向加沙地带北部贾拉、萨卜拉
等多地密集开火。

以方先前宣称安全的加沙地带南部地区
同样难逃以军炮火。路透社记者在汗尤尼斯
市一家医院看到，地上躺满了伤亡者。巴勒斯
坦卫生部门信息显示，汗尤尼斯一座民宅8日
遭以军轰炸，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

在加沙中部一所学校避难的亚门说，现
在加沙地带所有方向都爆发了冲突，没有安
全之地，“学校内外的场景都一样：恐惧死亡、
忍饥挨饿”。

路透社8日援引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
尔·哈加里的话报道，以军过去48小时内从加
沙地带抓捕200多人，其中数十人被送往以色
列接受审讯，包括哈马斯多名指挥官。

按照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埃隆·利维的说法，
以方抓捕的人员为“符合征兵年龄的男子”，以军
在平民几周前就应撤离的地区发现了他们。

哈马斯目前没有就以方说法置评。不过，
总部设在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说，遭以军扣
押人员的照片中包括该报派驻加沙地带的记
者迪亚·卡卢特，他与其他平民一起被扣押。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8日接受
路透社采访时敦促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国际
社会应举行和平会议，磋商可使巴勒斯坦独
立建国的可持续政治解决方案。

新华社特稿

自10月7日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两个月
已经过去，其间，数日的临时停火结束之后，
以色列陆海空军再次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民
众在炮火中胆战心惊，人道灾难无法用语言
描述。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截至本月 7
日，本轮巴以冲突共造成超过1.7万名巴勒斯
坦人死亡、4.6万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老人和妇女。巴勒斯坦媒体说，在约旦河西
岸，已有至少260名巴勒斯坦人在本轮冲突中
死亡。以色列方面说，本轮冲突造成约 1200
名以色列人死亡。

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6日的直播节目中，
记者穆阿蒙·谢拉菲哽咽着播报了一则新闻：

“一枚炸弹落到了我家人避难的房子，我们全
家有21人在袭击中被炸身亡。”他几度停顿，
调整情绪，念出死者的名字：“我的父亲马哈
茂德、我的母亲艾米娜、哥哥……”

逃难到拉法的一位加沙居民告诉新华社
记者，在以方要求下，全家人已经来回迁移了
两次。“我们失去了家园和店铺，流离失所，仿
佛身处地狱。”

巴勒斯坦女孩比莱尔每天在社交平台直
播加沙状况。她最初住在加沙城，后在以军
要求下撤离，逃至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最
近，以军再次向汗尤尼斯地区居民发传单，要
求他们撤往拉法地区。

“我们还有哪里可以去？”比莱尔在视频
中悲愤地发问。

炮火之下没有安全的地方。联合国相关
数据显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
已有超过180万人流离失所。

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
众也为加沙民众牵肠挂肚。在拉姆安拉的什
尼超市，记者每次去都能听到超市在播放有
关加沙情况的广播。

在耶路撒冷老城多个知名景点，游人寥
寥。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值机大厅内，
一半区域仍处于关闭状态。在加沙边境附近
的以色列城镇、特拉维夫等中部城市，火箭弹
袭击时有发生，防空警报经常响起。在以色
列北部，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仍在持
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近两个月来，以色列
枪支颁证部门共收到 2.6 万份持枪申请。不
少普通民众也持枪上街。

两个月的战事已造成前所未有的死亡和
破坏，但和平的希望依然渺茫。8日，美国否
决了联合国安理会一份旨在推动实现巴以人
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多国对此表示失望
和遗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投票前发
言，呼吁立刻停火并保护加沙平民，“全世界
的眼睛、历史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现在是
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新华社耶路撒冷/拉姆
安拉12月9日电（记者吕迎旭 王卓伦）

七名记者遭袭一死六伤 以方辩称“那是活跃战区”

三大媒体要求以色列给出解释

记者手记：巴以冲突两月记

否决安理会停火决议草案 美国遭多方批评

这是这是1212月月88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联合国安理会会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联合国安理会会
议现场议现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联合国供图联合国供图//洛伊洛伊··费利佩摄费利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