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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危机扩盟，欧盟是在“认亲”
7月1日，克罗地亚各政府机关

的门口统一升起了蓝底金星的欧盟
旗，标志着这个巴尔干小国正式成
为欧盟的一份子。欧盟内部多国的
主权债务危机尚未消退，此时还要
把深陷经济衰退多年的克罗地亚请
进来，借用一句流行语，欧盟这是

“用生命在扩盟”。
由于前身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欧

盟很容易被人想当然地认为是以经
济为重的。但如果真的以“超级经济
体”的视角去审视欧盟，却会发现欧
盟这种“赔钱买卖”绝不止这一笔：

2012年，欧盟花了三十多万英镑(合
三百多万人民币)换了个新标志，
但这个新logo除了加了几个线条，
与之前的欧盟旗没有任何区别。有
英国议员直言不讳，说经济混乱如
此，还有闲钱搞这种片儿汤，实在令
人愤怒。其实，比英国人更愤怒的还
有土耳其人。作为1987年就提交入盟
申请的国家，如今眼见着一打东欧
国家都“后来居上”了，土耳其入盟
的事情依然遥遥无期。

欧盟为何会对那面金星环绕
的欧盟旗如此执著呢？与人们想当

然地以为金星代表创始国不同，12

金星环绕的图案在《圣经》中和文艺
复兴的众多油画里都一再出现，是
圣母玛利亚的象征。欧盟对这个标
志的执著，其实就是对欧洲文明的
内核之一基督教文化的执著。而对
土耳其入盟的问题，土耳其前总统
厄扎尔则说得更一针见血：“其他理
由都是虚构的，真正的理由是，我们
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

与普遍的误解不同，欧洲在近
代世俗化以前，实际上是“统一”
的。作家房龙曾写道：中世纪的欧

洲人在介绍自己时不会说“我是英
国人”、“我是意大利人”，而会说

“我是伦敦人”、“我是佛罗伦萨
人”，因为拉丁语是他们共同的语
言，而整个欧洲则统一在基督教的
旗帜下。二战后，惊觉丢掉了世界
中心地位的欧洲人，痛定思痛决定
走上重新统一的道路。在这条路上，
经济也许是助推器，但若论内核，却
依然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精
神。因此，欧盟在吸收成员国的过程
中所看中的，更多的不是其经济实
力和政治立场，而是文化内核。说得

形象些，欧盟的扩张，不像在寻找伙
伴，而更像在“认亲”。这解释了欧盟
为什么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依
然要硬着头皮拉克罗地亚入伙。“儿
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既然是血
脉相通的亲人，再穷也得认。

欧盟的“认亲”，看似不着调，实
则有深意。“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组建至今的三十年中，如果欧盟从
一开始就只认钱，恐怕熬不过前几
年的经济危机。欧盟能保住在危机
里不散伙，说到底，恐怕还真要感谢
这分崇尚共同价值的“认亲”原则。

美国进入无能时代？

说得太早了

《华尔街日报》上周曾撰文，
形容奥巴马政府在斯诺登事件中
处处显得束手无策，反映美国的
外交影响力已大不如前，进入了

“美国无能时代”。然而虽然俄方
透露斯诺登已申请政治庇护，但
普京声称前提是要他“不再伤害
我们的美国伙伴”，这句话耐人寻
味，既可视之为美俄似乎就斯诺
登的去向达成某种默契，也可视
为要把斯诺登拒之门外，因为对
斯诺登来说，接受这一条件等同
背叛自己向外宣示的信念。

虽然美国没有本事要有意庇护
斯诺登的国家言听计从，但这些国
家显然都认为，若可以的话，最好还
是不要自找麻烦——— 厄国和冰岛在
经济上都想跟美国合作；古巴也想
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斯诺登陷
困，正好突显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其实并未显著滑落。(原载于香港

《明报》 作者 郭济士)

面对监听

欧盟仅需加强防范

有关美国一直在监听欧盟及
其他西方盟友驻美办事处的报
道，不应让我们感到吃惊。自古以
来，作为盟友的国家之间一直都
有间谍活动。

有些国家考虑到这些关于美
国从事间谍行动的说法，扬言要
中止刚刚启动的欧美贸易谈判。
这种做法不只是天真得令人担
忧，简直就是在“玩火”。欧美贸
易协议有望加深双边经贸联系，
延长西方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
力。但这需要双方做出艰难的妥
协。任何经验丰富的谈判代表都
明白，在如此微妙的谈判中，对
方在走到谈判桌之前肯定力争
掌握尽可能多的情报。如果欧洲
不想让美国或其他方面洞悉自己
的想法，那就应当确保己方拿出
更高明的防范手段，不让此类情
报收集活动得逞。（英国《金融时
报》社评）

低调的英国式监听
□孔令龙

斯诺登将美国政府的“棱
镜”监听项目公之于众，引起了
全球哗然。随着斯诺登捅出的细
节越来越多，人们发现，躲在幕
后监控公众信息的不只美国一
家，英国其实也在干着类似的事
情。

英国情报机构在从北美洲
来的跨大西洋光纤的英国上岸
处装设拦截器，以实现对信息的
监听，其所监控的光纤电缆超过
200条。通过监听和监控，情报机
构对个人上网信息以及电话音
了如指掌。而且英国情报机构监
听的对象不只是普通民众，外国
领导人也是他们工作的对象。4

年前在伦敦举行二十国集团峰
会期间，英国情报机构就监听了
与会外国官员的通讯。

随着英国监听计划的逐渐

曝光，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这个负
责执行监听任务的秘密情报机
构也逐渐浮出水面。政府通讯总
部是英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但
与负责国内事务的军情五处以
及大名鼎鼎的“007”的老东家军
情六处相比，政府通讯总部则要
低调很多。

事实上，低调的政府通讯总
部拥有庞大的隐藏实力，该机构
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电子装置对
其他国家的秘密活动进行远距
离监视、截收、搜集及破译外国
各种密码、信号，从中获取情报，
并负责为政府编制密码，保护其
通信安全。政府通讯总部拥有密
码专家、数学家、科学家、语言学
家、工作人员等约1 . 3万人，其中
约一半人在格罗斯特郡的市郊
切尔特南镇的办公大楼工作。

政府通讯总部的办公楼被
形容为“油炸面圈”，这个由两个

环形组成的建筑是吸取“9·11”事
件纽约世贸大厦惨遭自杀飞机
袭击的教训而设计建成的，据称
能够承受波音747飞机的撞击而
毫发不损。两大环形建筑内部由
覆盖着玻璃的“街道”隔开，中央
是一个露天花园，看上去十分祥
和。在其下面却摆满了最高精尖
的超级电脑设备，用于网络监控
和电话监听。据称，英国政府通
讯总部搜集数据的能力甚至超
过美国同行，有每天监视6亿次
通讯的能力。

“老大哥在看着你”，英国作
家奥威尔在《1984》里称，而政府
通讯总部其实就是“老大哥”无
处不在的耳目。

(作者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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