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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月 7 日发生的巴黎
枪击案中，有一名特殊的亲
历者——在《查理周刊》隔壁
办公的华人王方辉。案件发
生后，王方辉一直不愿意接受
媒体采访，直到1月9日恐怖
分子被警方击毙，王方辉才在
1 月 10 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
的专访，回忆了枪击案发生当
天，自己与恐怖分子“面对面”
的惊魂时刻。

《查理周刊》刚搬来半年

王方辉所在公司的办公
室就在《查理周刊》办公室的
隔壁，在血洗位于尼古拉斯·
艾培路10号的《查理周刊》办
公室之前，两名枪手先进了王
方辉公司位于尼古拉斯·艾培
路6号的办公室。

为什么枪手会离奇出现
在公司的办公室，至今王方辉
都觉得纳闷：“我不太清楚，真
是枪手弄错了吗？我觉得也
不一定，我猜想门开着，他们
冲进来，或许是想确认一下门
后面对他们没有威胁吧。”

央视新闻则在报道时指
出，王方辉公司所在办公单元
与《查理周刊》所在办公单元
的楼上有通道相连，当时枪手
选择从6号门上楼，恐怕是为
了躲开停在 10 号门前的警
车。

据王方辉介绍，《查理周
刊》搬到这幢楼也就大概半年
时间，“我们发现楼前经常停着
一辆警车，我们还开玩笑说，
《查理周刊》搬来了，把警察也
招来了，弄得我们都不敢随便
停车。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完
全没想到真会有危险发生。”

签收快递时遭“枪指”

1 月 7 日中午，当枪手出

现在公司办公室时，王方辉
正好在门口签收快递，所以
和这两个杀手“打了照面”。
当时，女邮递员已经全身发
抖，说不出话来，而两名杀手
却十分冷静，一点都不慌张，
用枪指着王方辉，厉声说：

“蹲下！蹲下！”
王方辉回忆，当时枪手说

的是非常标准的法语，“不像
来自郊外的教育程度不高的
年轻人说的法语。”虽然这两
名枪手都蒙着面，只露出眼睛
和嘴巴，但是王方辉当时的第
一反应是，这会不会是来执行
特殊任务的警察？

看到王方辉和女邮递员
两人呆若木鸡的样子，这两名
枪手又用很标准的法语对他
们说：“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
害你们。”不过，说完这话，枪
手就开了一枪。

枪手离开半分钟左右后，
王方辉和同事报了警。王方
辉的法国同事让警察马上赶
来，说有两个蒙面人进了他们
办公室，开了一枪，“你们赶快
过来，赶快过来，现在枪声响
成一片了。”

3天后恢复正常上班

王方辉和同事这才意识
到，在他们报警的时候，枪手
已经在外面展开了大屠杀，

“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我
当时想喊，想哭，却喊不出
来，哭不出来。怎么会有这
种事发生，完全超出日常经
验。”

虽然这段经历让人心有
余悸，但在枪击案发生 3 天
后，王方辉就回到楼里上班
了，“生活还要继续。害怕就
是屈服。”

（晨报）

两恐怖分子闯入华人办公室，随后到隔壁的《查理周刊》展开屠杀

巴黎华人收快递时遭遇枪手
18岁高中生无罪；女嫌犯被指恐袭前离开法国

1月11日，在法国巴黎，法国总统奥朗德（中排右五）、德国总理默克尔（中排
右四）、意大利总理伦齐（中排右三）等政要参加反恐大游行。全法当天共有370
万人走上街头参与“团结集会”游行。法国近日发生多起袭击事件，共造成17人
死亡。这次反恐大游行是向倒在恐怖分子枪下的17人致敬。 新华社发

1 月 11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巴尔豪斯广场，人们手拿标语参加反恐集会。当日，
奥地利政府在首都维也纳举行反恐集会，悼念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恐怖袭击事件遇难
者。

新华社发

针对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的
恐怖袭击发生当晚，被列为主要嫌
疑人之一的哈米德·穆拉德自首。1
月 9 日晚，在确定穆拉德并未参与
这场袭击后，警方释放了这名仍然
惊恐万分的18岁高中生。法国头号
通缉犯阿雅·博姆迪安对警方而言
并不陌生，她和遭击毙的 3 名巴黎
恐怖袭击嫌疑人曾受到警方全天
24小时监视。然而，这一监视去年
7 月终止，因为警方认定他们安全
威胁“风险低”。

18岁恐怖嫌犯系被冤枉

根据法国警方1月7日发布的通
缉令，袭击《查理周刊》的3名嫌疑人
分别是34岁的赛义德·库阿希、32岁
的谢里夫·库阿希和18岁的穆拉德。

法新社报道，穆拉德之所以被牵
扯进这桩恐怖袭击，或许是因为谢里
夫是他的姐夫。这名戴着眼镜的高
中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恐怖袭击发生
时，他正在学校上课。“我太吃惊了，
人们在社交网站上谈论有关我的不
实、可怕消息，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学
生，和父母安静地生活在一起。”

“我与整件事没有关系，谢里夫
只是我的姐夫，我们的关系相当疏
远。”穆拉德说，谢里夫居住在巴黎地
区，很少返回位于北部沙勒维尔－梅
济耶尔地区的老家。穆拉德的姐姐、
谢里夫的妻子于 1 月 7 日被警方拘
押，但1月10日获释。一名不愿公开
姓名的亲属告诉法新社记者：“我肯
定，她也是清白的。”

有多名证人可以为穆拉德作证，
恐怖袭击发生时，他正在学校上课。
尚不清楚他何以被列为恐怖嫌疑
人。与库阿希兄弟早被情报界“盯
上”不同，在本周以前，警方对穆拉德
还一无所知。穆拉德担心，针对他的
不实指责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消散，
而他的未来可能会受影响。他说：

“我只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我的前
程。”

半年前停监控，女嫌犯潜逃

土耳其一名情报官员1月9日透
露，遭到法国当局通缉的女嫌犯阿
雅·博姆迪安早在本月2日就进入土
耳其，目前可能已经在叙利亚境内。

博姆迪安现年26岁，是恐怖袭
击嫌疑人阿梅迪·库利巴利的女友，
两人曾举行宗教结婚仪式，但未在民
事部门登记。英国《每日邮报》1月10
日报道，法国警方2011年底开始监视
博姆迪安、库利巴利、谢里夫·库阿希
和赛义德·库阿希两兄弟。

赛义德·库阿希2011年从也门返
回法国。他在也门接受“基地”组织
训练并结识了“基地”组织阿拉伯半
岛分支头目安瓦尔·奥拉基。不过，
一名司法部门消息人士说：“从那时
（2011 年底）到 2014 年夏，没有发现
他们关联极端恐怖活动的迹象，于是
对他们的监视结束，转而腾出人手监
视其他（安全威胁）高风险人群。”

博姆迪安是否参与策划恐怖袭
击尚未确定，但法国警方认为，她手
中掌握有重要情报。

另外，博姆迪安可能帮库利巴
利和库阿希兄弟买到武器。他们使
用的武器据信从巴尔干地区走私进
入欧洲，而后用卡车运到法国。博姆
迪安作为一名单身女子，购买这些武
器相对容易。

另一种声音：“我不是查理”

《查理周刊》遇袭，来自全球的同
情与支持奔涌而至，掀起一场如火如
荼的“我是查理”活动。但与此同时，
另外一场“我不是查理”的活动也开
始悄然扩散，尽管规模远不如前者，
但凸显出人们的认知差异和不同立
场。

恐袭发生后，法国政府强调言论
自由不能被恐惧吓倒，坚定支持“我
是查理”运动，并组织数百万民众在
巴黎共和国广场大游行，向遇难者表
达哀悼、向极端主义表达不屈。

不过，不同的声音开始传出，有
些甚至来自《查理周刊》幸存者：有人
视某些人的声援虚伪；有人开始冷静
反思周刊相对出格和无礼的报道。

谈及一些政客、媒体对杂志社遇
袭的反应，26岁的大学生纳洛·马加
霍说：“（他们）用了这么多大字眼来
谈自由与民主。但之前又有谁支持
（《查理周刊》）？”

社交媒体上，对袭击事件本身，
鲜有支持的声音。但越来越多人谈
到，在谴责袭击的同时，他们实在无
法支持一家冒犯宗教的杂志社。

“说一句‘我是查理’太过容易。”
比利时博客作者马塞尔·塞勒在个人
网站上写道。在强烈谴责袭击事件
的同时，他表示，他过去曾经强烈批
评《查理周刊》部分冒犯宗教的漫画，
如今再假扮“查理”就有些怯懦了。

一名移民法国的摩洛哥人从另
一个角度表达质疑，他虽然希望通过
对遇难者的哀悼能让人们团结起来、
不分宗教与种族。但他认为，有些参
加巴黎游行的政要不应出现，因为他
们在本国国内压制言论，“这是伪善
行为”。

逾八成法国人担心近期再遭袭

巴黎近日遭遇的一系列袭击事
件让法国社会深为震惊，1月 11日公
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
成受访者担心在未来几周时间里法
国会再度遭遇袭击。

一家名为“舆论之路”的民意调
查公司1月7日和8日针对1007名法
国人进行了一项调查。1月11日公布
的调查结果显示，83%的调查对象担
心未来几周法国会再度成为袭击目
标，其中47%对此“比较”担心，36%

“非常”担心。
与此同时，这项民意调查的结果

也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加担心法国未
来的安全问题。86%的受访女性担
心法国近期再遭袭，这一比例比男性
高出6个百分点。 （新华 北晚）

与两名悍匪面对面
巴黎华人遭“枪指”

搞错了！18岁高中生无罪
逾八成法国人担心近期再遭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