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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这个被战争折磨得千疮百孔的国家里 , 有

一群人 , 他们报道真相 , 记录历史 , 并为此付出生命。据

统计 , 自 2003 年 3 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 , 至少已有

139 名新闻工作者遇难。

她报道别人的葬礼, 却无法预料自己的

埃特瓦尔·巴哈特 , 女 , 30 岁 , 是总部设于阿联酋迪

拜的阿拉比亚电视台的记者。

2006 年 2 月 23 日清晨 , 在巴格达以北 60 英里的

萨马拉 , 人们在路边发现了 3 具被丢弃的尸体。死者当

中有一位是女性。她叫埃特瓦尔·巴哈特 , 是阿拉比亚电

视台的记者。埃特瓦尔是阿拉伯世界近乎人人皆知的人

物 , 她的名气为她赢得了无数观众。她不仅报道新闻 , 追

求真相 , 还喜欢挖掘困扰伊拉克的那些深层次问题。

但是 ,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真相。曾有宗教极端分

子扬言取她性命 , 为此她不得不离开伊拉克到卡塔尔。

但她在那里待不下去 , 她相信属于自己的地方是伊拉

克。

埃特瓦尔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穆斯林。她爱往穆斯

林传统着装上打上现代时髦的颜色。谈到伊拉克的分裂

时 , 她会情不自禁握起拳头 , 她觉得记录下这个国家的

破败是自己的使命。对于埃特瓦尔来说 , 报道伊拉克不

仅出于国家感情 , 也基于某种道德上的理由。她本人是

逊尼派穆斯林 , 而她的双亲一个是什叶派、一个是逊尼

派。她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和谐 , 她总对朋友说 , 伊拉克不

该有教派冲突。因为就像她的家庭一样 , 所有的教派都

能和睦共处。她笃信公正报道的原则 , 但是 , 这使她成了

教派冲突双方的敌人 , 因为她永远无法做到令两个教派

都满意。她的父母都劝她远离记者行当 , 但她总觉得 , 自

己是为阿拉伯机构工作的伊拉克穆斯林妇女 , 这能使她
埃特瓦尔·巴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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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免受袭击。

埃特瓦尔最后一次报道是在萨马拉 , 那里的一处清

真寺刚发生爆炸。她与助手驱车赶往萨马拉 , 发现进城

道路已被封锁。她只好在城外做现场报道 , 当时她已很

疲倦 , 夜幕降临 , 她变得忧心忡忡。不久一辆小货车开

来 , 车上两名持枪者朝天射击驱散了人群 , 同时大喊 :

“我们要的是记者。”埃特瓦尔察觉到情况不妙 , 拼命向

人群呼救 , 助手想跟持枪者对话 , 但对方不由分说将他

们全部抓到车上。第二天人们看到了埃特瓦尔和她的两

名助手的尸体 , 一旁是他们的采访车。子弹直贯埃特瓦

尔背部 , 头上也命中两枪。她死时年仅 30 岁。

作为伊拉克最有才华的记者之一 , 埃特瓦尔曾报道

过许多葬礼 , 亲身经历了生活在这个战乱国家的普通百

姓的悲伤、愤慨和无奈。2006 年 2 月 25 日这一天 , 她自

己的葬礼居然成为了媒体报道的新闻。因为葬礼队伍在

经过巴格达时遭到了袭击 , 先是一名不明身份的枪手向

人群开枪 , 继而发生炸弹爆炸 , 造成 3 名安全人员丧生。

他的使命曾是给饱受战乱之苦的伊拉克人带来

欢笑

瓦里德·哈桑 , 47 岁 , 伊拉克私人电视台“东部 1 频

道”播音员和政治讽刺演员 , 于 2006 年 11 月 20 日在巴

格达遭不明身份枪手射杀。

在此前的 3 年里 , 瓦里德·哈桑负有一项艰难的使

命———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伊拉克人发笑。哈桑是一名电

视台播音员兼喜剧演员 , 他从伊拉克的混乱和流血中寻

找灵感 , 在每周末的讽刺剧表演中 , 他取笑伊拉克糟糕

的安全状况、等着加油的长队、停电和无能的政客。

许多伊拉克人都喜欢哈桑。在这个被战争折磨得千

疮百孔的国家 , 他让他们获得了暂时的放松。每当伊拉

克人在街上认出他时 , 他们就会向他倾诉自己的困境。

哈桑会把这些听来的故事改造成讽刺剧。

朋友眼中的哈桑 , 高高的个子、浅灰色头发、特别爱

笑、心地善良。他毕业于巴格达的一所美术学院 , 之后在

纳西里耶当公务员。上世纪 90 年代初 , 他来到巴格达寻

找他的喜剧演员之梦。因导演了一部名为“骗局”的短

剧 , 他在事业上获得突破。该剧在当时的伊拉克国家电

视台播放。

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几个月后 , 大量电视台一夜间冒

出来 , “东部 1 频道”就是其中之一。该电视台招募哈桑

和其他 5 名演员在电视台表演讽刺剧 , 每集半小时。演

员们刻画了从腐败官员到普通百姓的各种形象。哈桑表

演的一个短剧说的是 , 一户人家打算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住。但在短剧结尾 , 这户人家头发全都花白了 , 脸上也布

满皱纹。观众最终得知原来全家人正在伊拉克一处加油

站排长队。在哈桑去世前的一周 , 他扮演了一个善于利

用人际关系的公司职员。这名职员最终当上了公司老

总 , 却发现自己并不胜任这份工作。许多观众都认为这

个短剧是讽刺伊拉克的联合政府。不过 , 有一个主题哈

桑从不去触及 , 即如今撕裂整个伊拉克社会的教派冲

突。

目击者最后一次见到他时 , 他与另两名乘客和一名

司机坐在一辆黑色轿车上。据他的朋友说 , 哈桑早就担

忧自己的生命安全。目睹伊拉克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

他总在想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这也是许多伊拉克人的感

觉。所以 , 跟大多数人一样 , 他早就开始为死亡作准备。

2005 年 , 他 以 5000 美 元 的 价 格 卖 掉 汽 车 , 用 这 笔 钱 为

家人买了一座房子。哈桑的同事阿里回忆说 : “我问他为

什么把车卖掉? 他说 , ‘如果明天我死了 , 至少可以留给

孩子一座房子’。其实 , 几乎每个伊拉克人都是这么打算

的。”哈桑的朋友都说 , 他不是为了钱才干这份工作的。

他每月只拿到 400 美元 , 很难维持家用。

47 岁的哈桑死后留下了妻子和 5 个孩子。“他曾给

伊拉克人带去了无数欢笑 , 但最终还是成为这个充满屠

杀的国家的又一个牺牲品。”他的同事阿里说。

他扛着摄影机倒下

马赞·丹纳 , 43 岁 , 路透社巴勒斯坦籍摄影记者。

马赞·丹纳是在巴格达郊外被射杀的 , 但在他当摄

影记者的 10 年中 , 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巴勒斯坦西岸

城镇希伯伦度过的。他是路透社驻扎在冲突地区最有经

验的记者之一。他曾说 : “在像希伯伦这样的地方工作 ,

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子弹、侮辱、鞭打、监狱以及工作

器材被毁 , 只是其中部分困难。”

丹纳个子高大 , 喜欢抽烟。他昔日的同事回忆说 :

“最奇怪的是 , 他简直就是希伯伦的皇帝。到那里的每一

个记者都崇拜他 , 任何报道以巴冲突的记者都知道他 ,

也都喜欢他。他出奇地热情 , 随便什么客人到他家 , 他都

瓦里德·哈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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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 古越)

会拿出最好的羔羊和米饭来招待。”

在巴勒斯坦时 , 丹纳曾经连续两天被以色列士兵击

中 , 为此他不得不休息 3 个月。他曾扛着摄影机到一座

房子楼顶拍摄 , 结果摄影机被打碎。路透社考虑到他的

安全 , 决定将他调离希伯伦。他的孩子总希望父亲别干

这行 , 他们已经多次见他受伤 , 不堪忍受担惊受怕。最终

路透社把他派到巴格达时 , 他们以为那是一个安全的地

方 , 因为他是阿拉伯人 , 又会讲英语。

2003 年 8 月的一天 , 丹纳和他的同事西尤克基赴

阿布格莱布监狱采访。此前一天该监狱遭到迫击炮袭

击。这两名身经百战的巴勒斯坦记者乔装成平民 , 他们

都没有穿防弹衣。据西尤克基回忆 , 他们在监狱门口待

了 20 分钟。随后一名美军士兵出来 , 他俩提出采访请

求 , 但遭到拒绝。随后 , 他们请求允许从 500 码之外的一

座桥梁拍摄 , 因为那里看得见大墙以内。“他说没问题 ,

我们可以去那儿拍。”他们在桥上选择了一个比较开阔

的位置 , 在那里拍摄了大约 10 分钟。随后 , 远处一队美

军从附近一个村庄出来。丹纳看见两辆坦克和一队美军

士兵朝他们走来 , 于是他扛起摄影机对着他们拍摄了几

秒钟。就在那时 , 几声枪响 , 扛着摄影机的丹纳往前栽倒

在地。

西尤克基回忆说 , “我们根本没料到他们会朝我们

开枪。那里视野很开阔 , 有平民 , 还有其他记者。”他说他

当时看见子弹打在地面上 , 把地上的土块打得飞溅。他

随即扶起丹纳 , 后者已经说不出话来。美军靠近后 , 西尤

克基朝那名开枪的士兵喊 : “是你杀了他 , 他是记者 , 摄

影记者。”但那名美军士兵说 , 他以为丹纳手上拿的是枪

榴弹。子弹穿透丹纳的胸膛 , 鲜血从胸口汩汩流出⋯⋯

第一位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美国记者

迈克 尔·凯 利 , 46 岁 , 曾 供 职 于 美 国 《华 盛 顿 邮 报 》

和《大西洋月刊》。

十多年前 , 迈克尔·凯利参与了对海湾战争的报道。

在 当 时 数 百 名 战 地 记 者 当 中 , 30 多 岁 的 凯 利 只 能 算 是

小角色。

2003 年 , 凯利再次来到中东报道伊拉克战争。不过

这一次跟 10 年前已大不一样 , 他在海湾战争时发回的

有力报道 , 为他赢得了名声。他成了著名杂志《大西洋月

刊》的特约编辑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美国媒体

作 家 丹·肯 尼 迪 评 价 凯 利 说 : “他 是 海 湾 战 争 的 一 个 传

奇 , 当时他还是一名自由记者 , 名不见经传。他曾与另一

个记者驾驶一辆吉普车 , 深入沙漠 , 那里有一队伊拉克

士兵想向他们投降。”海湾战争结束后 , 《纽约时报》聘他

为该报驻华盛顿记者 , 随后他成为《纽约人》杂志的作家

兼编辑 , 以撰写激烈批评克林顿政府的政治文章而蜚声

一时。

2003 年 2 月末 , 凯利作为随军记者被安插进美军

第 3 步兵师 , 重返伊拉克。他的妻子说她相信丈夫能安

全回家。“我不是那么担心 , 上一次他没事 , 我想这一次

他不会这么倒霉。”但是 , 凯利这一次偏偏没有得到命运

之神的眷顾。2003 年 4 月 4 日夜晚 , 凯利乘坐的悍马战

车突遭伊拉克部队的袭击 , 翻入位于巴格达机场南面的

一条运河。悍马战车被淹在水里近半个小时 , 其后美军

击退敌人 , 把凯利和司机从水里拖出。

迈克尔·凯利成了第一位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美

国记者。他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跨过幼发拉

底河”。■

迈克尔·凯利

马赞·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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