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  2014.4 CHINESE JOURNALIST

国际视野 International View

《纽约时报》有关
“本土恐怖分子”报道分析

提要：与“9·11”事件主凶基地组织不同，波士顿爆炸案制造者察尔纳耶夫兄弟被美国政府和媒体定性为“本土恐怖分子”。本文

通过分析《纽约时报》关于波士顿案制造者的报道发现，报道放大了察尔纳耶夫兄弟的穆斯林身份和移民身份，设置了“他者—邪恶伊斯

兰”框架，在穆斯林移民与本土恐怖分子之间建立了隐约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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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日，昆明发生暴力恐怖袭击

事件，美国媒体却给“恐怖分子”加了引

号，引发中国媒体和网民的谴责。经记者多

次追问，美国务院在新闻发布会

上承认昆明事件为恐怖袭击
①
。而

2013年4月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

美国很快将事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

为
②
，并将制造者塔梅尔兰·察尔

纳耶夫和焦哈尔·察尔纳耶夫兄弟

定义为“本土恐怖分子”。谁是

“本土恐怖分子”，美国媒体是怎

样报道他们的，为什么这样报道？

本文对《纽约时报》波士顿案

制造者的报道进行分析，选取2013

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即案发后一

个月内的报道作为样本，这个阶段的报道最

密集，关注度也最高。

报道侧重点特征明显

据美国媒体报道，察尔纳耶夫兄弟代表

的本土恐怖分子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制造

或预谋制造恐怖事件；第二，制造恐怖活动

的地点是美国境内；第三，居住在美国，而

且是合法居民；第四，从国外移民至美国。

作为穆斯林，又被加上了第五条：信仰伊斯

兰教。而报道更关注他们的族群身份、移民

经历、宗教信仰以及作案动机。

1.强调车臣身份。描述察尔纳耶夫兄

弟的国籍、民族与移民身份时，使用的词

语有“出生在达吉斯坦的美国公民”“车臣

人”“穆斯林移民”“车臣移民”“美国公

民”“持有绿卡者”等，但最多的是“车臣

人”。车臣/车臣人分别出现71和54次，“美

国公民”出现19次，“移民”出现38次。

报道反复强调车臣是察尔纳耶夫家族

的根源，嫌疑人的父亲是车臣族，兄弟俩有

车臣血统，有许多车臣朋友；报道描述非常

详细，追溯到1943年，作为车臣人，察尔纳

耶夫家族被斯大林驱逐出境，1950年回到车

臣。认为被驱逐的经历在某种程度助长了嫌

疑人的激进态度。
③

2.重视移民经历。25篇报道关注察尔

纳耶夫兄弟的移民经历，详述其移民过程及

变化。以焦哈尔为例：移民时间——2002

年；移民原因——父亲声称政治迫害而寻求

庇护；移民前居住地——穆斯林集中的达吉

斯坦；刚到美国时的尴尬——听不懂也不会

说英语；逐渐适应美国生活——英语流利、

没有口音，与各种肤色的学生打成一片；移

民结果——2012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3.关注达吉斯坦之行。29篇报道提及

塔梅尔兰2012年回达吉斯坦居住了6个月，

称达吉斯坦有许多激进分子，常发生分裂活

动；估计他去了充满激进思想的清

真寺参加集会，受到唆使和训导；

所以达吉斯坦之行是他制造爆炸案

的关键节点。

4.猜测作案动机。26篇报道从

不同角度猜测制造者的作案动机，

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激进主义思

想的影响、美国的移民环境与政策

等外因及车臣、穆斯林身份等内

因。多数认为作案动机不明确，对

他们“生活在美利坚的土地，却做

出伤害美国之事”表示困惑。

本土恐怖分子媒介形象的变化

与以往本土恐怖分子的报道相比，波

士顿案既有相似，也有不同。2009年纽约

枪击案嫌疑人吉韦利·翁的报道，对移民身

份的强调远超过美国公民身份，使用最多的

词语是“越南移民”，只有少量的“美国公

民”④；描述2010年制造纽约时报广场汽车

爆炸未遂的费萨尔·沙赫扎德时，用词较丰

富，不少报道用“美国公民”⑤。《纽约时

报》对察尔纳耶夫兄弟的报道词语中“移

民”的数量是“美国公民”两倍，但详细解

释他们寻求政治避难才获得合法居民身份，

却制造恐怖事件报复美国。

报道都描述了他们美国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吉韦利·翁不会说英语，费萨尔·沙

2013年4月16日，美国波士顿，首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56岁选

手莉齐·李手执蜡烛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遇难者守夜祈祷。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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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扎德的财务及房屋抵押麻烦，塔梅尔兰·

察尔纳耶夫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等，并将这

些问题归类为不适应美国的文化和生活，将

他们的激进归咎于距离心中的美国梦越来越

远；不再使用“外国移民—美国公民”的简

单对立划分，而是通过细节描述呈现多元、

复杂、立体的本土恐怖分子形象。

对穆斯林移民特征的报道

通常，少数族群的报道侧重于传统意

义上的种族或民族，但穆斯林美国人比较特

殊，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身份，主要是第一

代或者第二代移民，⑥作为外来者，即使在

美国生活多年，也不可能被视为与本地人一

样的；而移民经历使他们不同于普通穆斯

林，他们熟悉适应美国的环境和文化，思维

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美国化。

《纽约时报》的报道有所体现。一方

面是美国的特征：如焦哈尔是坎布里奇市的

学生（提及33次），一名优秀的摔跤手（提

及4次），曾在大波士顿全明星联赛提名，

获奖学金；塔梅尔兰是一名拳击手（提及12

次），参加金手套全国拳击锦标赛，被写进

波士顿大学的课程论文，他有妻子和一个三

岁的女儿（提及17次）；兄弟俩与许多美国

年轻人一样穿牛仔裤，使用社交媒体（提及

26次）。这些事实属于强化主导文化秩序的

符号，反映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则是国外特征：如他们的车臣

血统，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提及14次）、激

进主义思想（提及43次）的影响，后悔在美

国生活等（提及6次）。这些符号塑造出穆

斯林移民思想激进、偏离美国文化体系的形

象。

媒体强调穆斯林美国人价值认同的矛

盾，突出美国梦与伊斯兰教信仰的对立。如

《波士顿爆炸之前，充满能量的美国梦》⑦

写道，波士顿案发生前，塔梅尔兰一心追求

美国梦，希望在拳击比赛中取得好名次，但

因为不是正式的美国公民，没有资格参加奥

运会，梦想破灭。在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影响

下，他制造了爆炸事件。又如《嫌疑人在两

个世界的足迹，也许是对过去的回应》⑧，

回顾了以往的本土恐怖事件，认为土生土长

的美国居民一般不会将暴力转为恐怖主义，

而移民则不然。“这些（本土恐怖事件）

案例中参加圣战的美国人存在某种信念分

裂——你首先是美国人还是穆斯林？”⑨

被建构的伊斯兰

1.穆斯林身份：“激进”的标签。报

道强调察尔纳耶夫兄弟的穆斯林身份，自然

而然地将读者注意力从制造者本身转移至穆

斯林群体，在穆斯林与本土恐怖活动之间建

立了隐约的对应关系。回顾以往的报道，如

果制造者是其他族裔美国公民，就重点描述

他患有精神疾病或反政府倾向，将动机归于

心理性格等因素，而穆斯林制造者的行为则

被认为是针对美国的更大战争的一部分。⑩ 

波士顿案虽被定性为非基地组织指使的

独立本土恐怖事件，但报道反复强调塔梅尔

兰曾与母亲在电话中讨论圣战、俄罗斯曾警

告美国塔梅尔兰在达吉斯坦与地下组织取得

联系等，人们很容易把它当作“圣战”的一

部分，仇视穆斯林。在美国媒体的报道框架

下，穆斯林背负着 “暴力”“激进”等标

签，被建构为不是“原油供应者”就是“恐

怖分子”的形象。

2.伊斯兰世界：被建构的他者。“9·

11”事件后，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美国媒体

配合政府建构出一个以恐怖主义为特征的，与

西方作对、替代冷战时期苏联位置的伊斯兰世

界。对伊斯兰的相关报道中充斥着饱含敌意和

憎恨的词语，报道框架趋于一致：穆斯林/伊

斯兰——圣战——激进/恐怖/邪恶——美国公

敌——世界公敌，建构出一个以恐怖主义为核

心特征的，激进、狂热的他者。

全球有十亿多穆斯林，伊斯兰会议组织

有50多个成员国，而制造恐怖主义事件的穆

斯林只是极少数。 美国媒体并非不知晓这

一点，但仍然笼统地将伊斯兰世界整体建构

为恐怖的他者。

当本土恐怖分子是穆斯林移民时，由于

身份特殊——既是穆斯林，又是美国居民，

媒体的处理方式比较灵活。《纽约时报》对

察尔纳耶夫兄弟的报道通过选择事实和描述

细节，巧妙纳入“他者—邪恶伊斯兰”框

架。例如，《从交际花到头戴希贾布的嫌疑

人寡妇之路》 讲述了塔梅尔兰之妻拉塞尔

最初是受欢迎的优秀大学生，与塔梅尔兰约

会后，在其影响下信仰伊斯兰教，人生从此

改变。对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使拉塞尔从交

际花沦为恐怖分子的寡妇。报道中的大量细

节令读者既愤怒又可惜。

总之，接受美国文化、被同化的行为被

描述得积极美好，偏离美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行

为则与激进、威胁、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

对本土恐怖分子建构的本质是美国的伊斯兰

威胁论在媒体的呈现和表达。 （作者是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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