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何幼嵐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212021年年99月月111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

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
A20

傳媒職責是報道真相，但美國
發生「911」恐襲後，全國上下充斥愛國情

緒，美國媒體為免被指責為「不愛國」，紛紛與時任
總統布什政府口徑一致，最明顯例子莫過於當時華府指有證

據證明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作為美國出兵伊拉克的理據，許
多美國媒體未加查證所謂證據，便大字標題警告伊拉克威脅美國國家安
全，成為布什政府揮軍入侵伊國的幫兇。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凱爾布，在2001年時任職

《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他憶述在「911」恐襲發生後，編輯曾告訴他「包括新
聞工作在內，一切都改變了」。凱爾布當時不以為然，認為傳媒的工作仍是說出
真相。事隔20年後，凱爾布坦承當時編輯的說法正確，新聞工作確實已經改變。
凱爾布提到2003年華府稱有情報證明伊拉克時任總統薩達姆政權擁有大殺傷力武
器，一眾媒體被愛國情緒沖昏頭腦，對華府言論提出質疑的媒體寥寥可數，即使是
資深記者也認同華府說真話，傳媒普遍不加查核，便在頭版報道這消息。

如布什政府「啦啦隊」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沙利文亦認同當時太多媒體變成布什政府的「啦
啦隊」，行為仿如是布什團隊一員，有記者純粹引用匿名消息，便指薩
達姆藏有大殺傷力武器。沙利文形容那時傳媒腦海中只有極端愛國主
義，新聞原則已拋諸腦後。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前當家主播丹拉瑟憶述在「911」
後，許多主播出鏡時均在西裝扣上美國國旗徽章，

他們均憂慮若不扣上徽章，便會被觀眾
視為不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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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撰寫「911」事件紀實文學作品《The Only Plane in the Sky: An Oral History of 9/11》的

美國記者兼歷史學家格拉夫，近日在《大西洋月刊》撰長文分析，指出美國社會和政府在

「911」後的重要決定幾乎全部都是錯誤，打着反恐旗號肆意殺戳、秘密拘押虐待疑犯，更挑

起與穆斯林的「文化戰」，在真正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卻無寸進，美國民眾如今感覺更不安全，

自由也受更大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文佑

美國在「911」當天早上，兩架客機相隔17分鐘，先後撞向紐約世
貿中心兩幢大樓，這震撼情景對美國民眾以至政府高層，根本從沒想
過會發生，帶來的衝擊可想而知。事後專家警告第二波襲擊隨時出
現，以及恐怖組織「基地」潛伏全美伺機施襲，加上之後美國多地發
生「炭疽信」襲擊，令華府內部恍如驚弓之鳥。聯邦調查局前局長高
銘表示，通常FBI局長收到的情報都經過過濾，再轉交司法部長和總
統手上，但在「911」後一段時間，每天都有大量未經核實的情報直
接交到總統手上，不少情報都是道聽途說，例如有報告指恐怖分子正
以火車偷運核彈進入美國，已駛至費城附近，引起當局恐慌，最終發
現「情報」原來是一名線人聽錯烏克蘭兩名男子在洗手間的對話。
這些杯弓蛇影般的錯誤情報，令美國領導層和一般民眾在「911」
後長時間以為自己四面楚歌、八面受敵，時任總統布什的政府更據此
發動沒有明確敵人、沒有明確目標的「反恐戰」，以對抗子虛烏有的
所謂「邪惡軸心」。雖然當時已經有評論點出這種思維的危險性，但
屈於恐懼的美國人放棄了理性思考，最終走上一錯再錯的道路。

在「911」事件之前，美國在打擊恐怖分子方面一直採取合理合法
的方式，在全球各地被捕的疑犯會交由聯邦法院審訊，若罪成便於聯
邦監獄服刑，例如1993年世貿中心炸彈爆炸案主謀、1998年美國駐
非洲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兩間大使館爆炸案疑犯，以及美軍驅逐艦「科
爾」號襲擊案策劃者。「911」後卻是兩回事，布什於2001年11月簽
署行政命令，將反恐戰疑犯列為「敵方戰鬥人員」，中情局開始在海
外設立俗稱「黑牢」（Blacksite）的秘密拘押基地，關押被捕疑犯，
更聘用外部心理專家設計酷刑，包括以水刑、剝奪睡眠、鐵鏈綑綁等
虐待方式逼供。
時任防長拉姆斯菲爾德之後在古巴關塔那摩基地設立監獄，長期拘
禁懷疑恐怖分子，更明言該處超出美國法院管轄範圍。美軍亦在伊拉
克阿布格萊布監獄大肆拘押敵方作戰人員，更曾爆出虐待戰俘醜聞，
然而卻沒有任何軍方或中情局
高官，為關塔那摩和
其他「黑牢」

的死亡事件負責。事實是至今唯一被定罪的「911」參與者穆薩維，
是在美國聯邦法院受審，反而在軍事法庭審訊的5名「911」疑犯包括
主謀哈立德，目前仍在預審階段，結案遙遙無期。

美國政府在「911」後，發現中情局、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情
報工作出現嚴重失誤，走漏恐襲陰謀重要情報，例如中情局早知兩名劫
機疑犯已潛伏美國，卻未有加以提防。事件顯示各部門溝通不足、官僚
作風根深蒂固，促使華府重組國安架構，成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國
家反恐中心，以及在司法部內設立國家安全分部，這些機構尚可發揮一
定作用，然而最大敗筆是成立國土安全部，有輿論更形容它為「科學怪
人部門」，質疑它是否有能力保護美國免受恐怖分子襲擊。
國土安全部內設有不同分部，負責移民及邊境保安工作，然而

有關部門弊病叢生，多次爆出貪腐醜聞，巡邏人員被揭發在未完
成背景審查便派到美墨邊境執法，更被批評對非法移民持偏見態
度，因此收緊邊境管制措施，引來不少移民權益組織批評。國土
安全部同時大肆花費巨額資源，
向各地警察部門增添裝甲
車等軍事裝備，被

批評將警隊「軍事化」，亦反映出該部門的資源錯配情況非常嚴
重，內部人員士氣極差。

「911」發生不久，全球
各地不少民眾一度與美國同
仇敵愾，布什政府借助這些
同情心理，策動盟友一同發
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
戰，但無論是發動戰爭的理
據，抑或戰事過程都問題多
多，最終令美國失去國際社
會的同情及支持。美國在
「911」後出兵阿富汗推翻
塔利班政權，但未有協助穩
定當地局勢及幫助重建，便
匆匆將目標轉向伊拉克，在
2003年揮軍入侵伊拉克，結果美軍雖然花掉巨額軍費及造成大量傷
亡，但在伊國仍陷入泥沼，在阿富汗的反恐戰更徹底失敗，美軍倉促從
阿國撤軍後，塔利班迅速攻城掠地，最終重新掌權。
分析認為，美國在伊阿兩國戰爭中，依靠埃及、巴基斯坦及沙特阿
拉伯等盟友，但這些國家充斥貪腐，更與恐怖網絡關係錯綜複雜，美
國向有關國家提供巨額資助，卻未能剷除恐怖分子。此外，美國在阿
富汗還依賴當地軍閥打擊恐怖分子，但軍閥的反恐能力同樣成疑。

布什於「911」後數天在國會發表全國演說，聲稱美國反恐戰只是
針對「基地」，並非針對伊斯蘭教的戰爭，「美國的敵人不

是我們許多穆斯林朋友，而是一個激進恐怖分子網絡及
所有支持他們的政府。」然而反恐戰其後不斷擴
大，更演變成一場文化價值的衝突，布什曾
說過「他們憎恨我們視為正確的事，包
括民選政府、宗教自由、言論自
由」，這番言論等同將穆斯林「妖
魔化」，無疑是到處樹敵。

美國政府將穆斯林妖魔化，
導致國內出現仇視穆斯林的
情緒，針對穆斯林的仇恨
犯罪激增，甚至錫克教
徒亦無辜受牽連。美國
前總統特朗普亦藉着
這股仇視穆斯林情
緒，大肆挑起美國
人對移民的恐懼，
最終得以入主白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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