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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7日早上，中國中央電視台13套節目朝聞天下播出了一條新聞，《維權律師之子偷渡真相:境外勢力炒作並裹挾出境》；在這段新聞中，央視邏輯混
亂，顛倒黑白，東拼西湊的羅列了一些所謂的事實，隱瞞了大部分主要事實，企圖誤導公眾。

  

1、是被裹挾還是被迫逃亡？

今年7月9日和父親包龍軍一起在首都機場被抓，使包卓軒突然［從天堂墮入地獄］。這一天，是中共大面積抓捕中國維權律師的開始，他的母親王宇和父親包龍軍成為這
一次打壓的第一個目標。

當天，包卓軒和他的父親包龍軍在首都機場一起被警察綁架，兩個人倒背手被綁，16歲的包卓軒在40個小時裡被單獨關押，他遭到公安的辱罵、毆打，二十多個小時沒
有進食。當他的姑姑從天津的天塔派出所接他回家之後，他被告知護照沒收、北京的家不可以回，不能見任何人包括記者和他父母的朋友、不能給他的父母請律師等。
這個16歲的少年在短時間內被傳喚了4次，每一次都被重復威脅恐嚇，威脅之後還打著“我們是為了你好”的幌子。
　在天津的爺爺、奶奶家，前去探望的普通人被警察訊問，已經簽署的委托書被警察搶走；｀前去探望的律師被司法局警告、約談。
　後來警察們想出一個辦法，把孩子弄到偏僻的烏蘭浩特市的姥姥家，並不是他們遵重了孩子的意願，而是讓外界接觸孩子變得更加困難。
　烏蘭浩特的警察們對孩子進行監控，對他們做了同樣的威脅。孩子和姥姥都不被允許離開當地。

孩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並不想在內蒙古上學。出國留學我們家籌劃很久了，也是我的心願，學費中介費homestay費用我們全都交了…出國求學是我的願望
…現在他們卻不讓我有選擇的權利。”
　孩子非常渴望離開烏蘭浩特，他希望能夠出國留學。
　如果公安不沒收他的護照，允許他按照自己的意願出國留學，他還會選擇逃亡嗎？
　央視、新華網、環球時報這些媒體全都對這麼關鍵的事實避而不談，對他們傷害孩子的醜惡極力掩蓋。

  

2、為什麼會參加驚險的旅程？主要的驚險是什麼？
　正如前文所述，包卓軒如果持有護照，他有必要參加這樣的驚險旅程嗎？這個關鍵點官媒完全回避和抹殺了。
　在這個旅途中，官方媒體還回避了一個重要的是事實，那就是孩子在逃亡的途中最驚險的是什麼？孩子最害怕的是什麼？
　在央視提供的監控錄像中可以見到多處這樣的畫面：唐志順走在前面，孩子在離他很遠的後面跟隨，在一些出口處還有意以帽遮臉。那麼，孩子到底在躲避什麼？
　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孩子在途中最擔心的就是被警察發現後抓回去，重新被軟禁在一個小的範圍內，還要受到經常性的威脅和恐嚇。
　顯然，最令孩子感到恐懼的，就是中國政府！這也是他要極力逃離中國的根本原因。

  

3、是因為偷渡被抓，還是因為應中國要求被抓？

常在中緬邊境走動的人都知道，持中國身份證在緬甸不會受到偷渡的指控，緬甸禪幫第四特區希望來自中國的游客繁榮他們的博彩業；甚至在景洪等地設有專門的巴士，隨時
可以乘車進入緬甸。在緬甸，持中國身份證，可以到當地旅游局辦理去緬甸內地旅游的許可；如果按照中國官媒的說法，那緬甸警察每天應該向中國警察移交幾千個人才會
符合事實。
　事實上，中國政府潛藏在緬甸的眼線發現了包卓軒，這個孩子是要挾他父母就範的人質，他們寧可跨境抓人也不會放跑這個孩子。
　猛拉當地的華僑和民間人士在案發後的查詢中了解到，當地旅游局的局長是中國政府派過去的內應，他把包卓軒的信息傳回了國內；導致三位中國公民被抓。
　抓人的時候參加的警察既有緬甸警察也有中國警察，但是官媒極力回避了這個細節；因為這跟中國政府標榜的尊重緬甸的主權太矛盾了。
　唐志順、幸清賢兩位的妻子反應說他們兩位都有美國、加拿大十年多次往返簽證，他們如果去美國非常容易，並不需要什麼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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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什麼剛抓他們時隱瞞他們的行蹤？十天之內就發布了所有的案情

當包卓軒、唐志順、幸清賢三位公民在緬甸失聯之後，當地的緬甸華僑和民間人士開始查詢他們的下落。至今唐志順和幸清賢的家屬還沒有收到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法律
文書。
　因為緬甸警方應中方要求消除了很多痕跡，甚至跑到賓館刪除了視頻錄像。
　這個階段，絕對不是官媒所揚言的那樣要保護未成年人的隱私；當局的目的是悄悄的抓人，不讓公眾知情，不讓律師介入。希望在封閉的環境中把他們征服。
　及至後來紙裡包不住火之後，又匆忙在十天之內就宣布了案情。而這個案情是為了報復兩位仗義的公民進行了許多虛構。

  

5、王宇、包龍軍怎麼會見到記者？
　王宇、包龍軍在7月9日被抓之後從來沒有被律師會見過；央視等官媒已經對他們進行了歪曲報道。
　現在突然間他們又在央視露面了，畫面上看這個視頻是隱蔽錄制的，經過巧妙的剪切；去掉了對話的上下文；他們真正的態度和意思表示不能夠讓人信服。
　既然辯護律師都不可以會見他們，那麼這些官媒又是怎麼做到的？

  

6、老師扮演了什麼角色？
　在央視的畫面當中有一個人物非常可笑，節目播出之後，有心人在網上搜到了這個人的照片和資料，她是內蒙古烏蘭浩特一中的教師，名字叫孟凡玲。
　在2015年7月9日之前，包卓軒的一家很明確的在安排包卓軒去澳洲留學的事情；而那之後包卓軒再也沒有回到過北京。這個孟女士撒謊的時候怎麼不打個底稿？
　看孟女士目光閃爍、猶猶豫豫，為人師表的人為什麼要違心撒謊？

  

7、包蒙蒙的本人的意願是什麼？

央視在節目中中強調要尊重孩子的願望，那麼我們知道孩子在他爸爸、媽媽被抓之後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希望出國留學，但是警察們不肯放過這個人質，他就不可能出去
。
　孩子重新回到內蒙之後，有記者上門采訪，被孩子姥姥阻擋；孩子也明確說了願意接受采訪。
　那麼請問，孩子可以自由接受采訪嗎？其他家屬可以自由接受采訪嗎？
　如果真如你們標榜的孩子是自由的，那麼請把他的護照還給他。

  

8、關於海外組織
　這是一個老話題，幾乎每逢要抹黑的時候就說有海外組織、有反華勢力；一個簡單的民間人士幫助孩子上學的義舉被強行描述成組織行為。

被點名的汪泯、徐文立否認參與之後，央視馬上在報道中稱之為汪某、徐某；這個編的太離譜了。編造要有些依據，汪、徐等幾位身在海外，如果真的參與了根本就沒
有必要否認。
　海外組織、反華勢力是央視等官媒常用的詞彙，但是就像紅十字會捐款、煽動仇恨日本一樣越來越成為一個笑話。
　綜上，當局的邏輯是把能控制的的人都控制起來，強迫或者誘騙他們按照需要的劇本說話，
　這些伎倆騙不了世人，只會欺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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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7日
作者：何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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