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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设“黑狱”

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后，中情局
参与了在海外对恐怖嫌疑人的审讯
和调查。美国《华盛顿邮报》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披露，中情局从２００２年起在欧
洲和东南亚等地设立秘密监狱，关
押重要的恐怖嫌犯。这些秘密监狱
又被外界称为“黑狱”。

２００７年３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向美国国会递交的一份根据囚犯口
述形成的秘密报告披露，中情局的
秘密监狱在关押和审讯恐怖嫌犯的
过程中采用了虐囚手段，包括剥夺
睡眠、强迫长时间站立以及让囚犯
保持痛苦的姿势等。

根据美国国会１２月９日公布的
报告，波兰１１年前曾威胁叫停不准
再向中情局设在波兰的秘密监狱运
输“基地”组织嫌疑人，但在中情局
支付大笔报酬后，波兰态度更加“变
通”。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１月援
引不愿公开姓名的中情局前官员的
话报道称，中情局支付波兰１５００万
美元现金，使用那处设施，现金钞票
装在两只纸箱内。

驻伊驻阿美军虐囚受处分

２００４年４月，媒体曝光了美军士
兵２００３年下半年至２００４年初在伊拉
克阿布格里卜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
的照片，震惊世界。２００４年５月，驻阿
富汗美军的虐囚丑闻也首次被媒体
曝光。此后，驻伊美军和驻阿美军的
虐囚丑闻又多次被曝光。

２００４年７月，美国陆军公布的一
份调查报告说，共发现了９４起驻伊
拉克和阿富汗美军士兵虐待俘虏的
事件。同年１２月，美国军方公布的一
些文件显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虐
待囚犯的不仅有普通士兵，也有特
种兵，他们的胡作非为包括使用电
动枪击打囚犯、给囚犯的手脚戴上
镣铐、不给他们吃喝等。２００６年，美
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
特种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使用剥
夺睡眠、播放噪音和剥光衣服等手
段对囚犯进行审讯。

针对美军虐囚事件，美国军方
进行了６００多项刑事调查，２００多人
因此受到处分。

关塔那摩监狱频传丑闻

美国于２００２年１月在古巴关塔
那摩海军基地设立监狱，主要用于
关押“９·１１”事件后在阿富汗战争中
俘获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嫌犯。
美国将这些囚犯列为“敌方战斗人
员”，拒绝给予其《日内瓦公约》规定
的战俘权利。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美国军方调查
人员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的一
份报告证实，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监
狱存在大量虐囚现象，其中包括用
极其下流的手段对嫌犯进行人身侮
辱。报告显示，审讯人员在审讯时采
取了许多不正当手段，不少行为已
严重触犯了《日内瓦公约》和美国军
事法律，包括女审讯员对男犯人进
行性侮辱，对主要犯罪嫌疑人进行
威胁，用粗胶布封住犯人的嘴不让
其诵经，播放强烈噪音使犯人长期
无法休息，以及用铁链将犯人固定
在地上以使其保持极痛苦的姿势
等。

关塔那摩监狱因多次传出虐囚
丑闻而备受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
２００９年就任后即下令关闭这座监
狱，但因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实现。目
前，监狱中仍关押有１００多人。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虐囚事件回顾

背景资料

自２００１年发动“反恐战
争”以来，美国虐囚丑闻不
断曝光，除了中情局的虐囚
事件，驻伊拉克美军、驻阿
富汗美军以及古巴关塔那
摩美军基地监狱都存在着
大量的虐囚现象。

■哪是“强化审讯技术”

美国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遭“基地”组织
袭击后，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刑讯逼
供随后获得授权，包括“洗冰澡”、禁止
睡觉、囚禁在狭小空间、实施人身羞辱
以及动用水刑。最臭名昭著的是水刑，
即用布或纸蒙住受刑人的脸并反复浇
水，令其难以呼吸，感觉即将窒息而死。

报告称，多名在押人员被施加水
刑，一些人因此患上精神疾病。“基地”
军事指挥官、本·拉丹接班人阿布·祖贝
达是受刑人之一，他２００２年在巴基斯坦
被捕后，遭水刑、禁止睡觉、囚禁在狭小
空间等多项“强化版审讯技术”对待。

祖贝达被关押于泰国的一处秘密
设施。报告称，中情局官员认为他了解
一起即将发动的袭击图谋，先把他关禁
闭４７天，没有一次问讯，而后用各种酷
刑轮番折磨。祖贝达后出
现精神疾病。

涉嫌为“９·１１”恐怖袭
击事件主谋的哈立德·谢
赫·穆罕默德遭受１８３次水
刑。他一度受刑是被强迫
要求承认一项莫须有的罪
名，另外，在水刑高压下，
他甘愿“背黑锅”，承认自
己在蒙大拿州招募恐怖组
织成员。

另外，至少５人被“灌
肠”，至少３人被威胁家人
会受到伤害，如孩子、母亲
会遭性侵或杀害。

在中情局位于阿富汗
的设施“盐坑”，本·拉丹的
保镖里达·纳贾尔被禁止
睡觉一个月，“精神崩溃”。
而后，他被挨饿、铐住受
冻、不得上厕所，只能使用
成人尿布。

涉恐嫌疑人古尔·拉
赫曼被铐在墙上，只穿一
件Ｔ恤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过夜。次日，拉
赫曼死于体温过低。司法部介入了拉赫
曼和另一起酷刑致死案的调查，但没有
提起任何指控。

对于刑讯逼供在押人员，中情局一
直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技术”的词汇加
以掩饰。但报告认定，实际上，“强化审
讯技术”包括实行酷刑。

■白宫和国会都被误导了

根据报告，作为“酷刑”授权者的时
任总统乔治·Ｗ·布什甚至也是在项目
启动４年后，才获知中情局“强化版审讯
技术”详情简报，他当即被“恶心到”。

简报由时任中情局局长波特·戈斯
向布什汇报。简报中，戈斯向布什讲述
了“强化版审讯技术”并展示上述图片，
其间布什表示“不舒服”。

报告还指出，中情局向白宫和国家
安全高官提供了“大量不准确和不完整
的信息”，过分夸大或完全虚构“强化审
讯技术”所取得的“成效”。

报告说，中情局吹嘘“强化审讯技
术”特别有效，声称可以获得通过其他
渠道无法获取的情报。

■酷刑外包商是俩“菜鸟”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显示，
中央情报局曾支付８０００万美元，把不少
刑讯逼供涉恐嫌疑人的工作外包给一
家没有审讯和反恐资质的公司，这家公
司推荐了水刑、抽耳光和模拟活埋等审
讯手段。

情报委员会９日报告说，从２００５年
至刑讯逼供被叫停的２００９年，中情局把
大量审讯任务外包给了设在华盛顿州
的“米切尔耶森公司”。公司负责人在报
告中被化名“邓巴”和“斯威格特”。消息
人士称，他们是前空军心理学家詹姆
斯·米切尔和布鲁斯·耶森。除８０００万美
元酬劳，中情局还支付了１００万美元，用
于帮助这家公司免于承担法律责任。

报告说：“这两名心理学家都没有
作为审讯人员的经验，也没有对‘基
地’、反恐和相关文化、语言方面的特别
了解。”

报告说，“邓巴”和“斯威格特”甚至获
准在刑讯逼供涉恐嫌疑人的同时，评估
自己的工作，他们均给自己打出高分。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
斯坦说：“承包商在为在押人员精神状
况能否继续适用强化版审讯技术提供
官方评估的同时，正在用这类技术审讯
在押人员……这是明显的自身利益冲
突，违反了职业准则。”

综合新华社消息

在历时５年、阅读和分析６３０多万页中央情报局文件后，美国国会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完成了有关中情局在“９·１１”事件之后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技术”
的评估。整个评估报告超过６０００页。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９日公布了一份长达４８０页的报告摘要，披露中情局如
何对涉恐嫌疑人刑讯逼供，拆穿了中情局长期散布的谎言。

酷酷刑刑报报告告公公布布
中中情情局局被被““打打脸脸””

对于外界的指责，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承认在获取情报的工作中存在失
误，但否认中情局在审讯恐怖组织嫌疑人一事上欺骗白宫、司法部和国会。他坚
称，“强化版审讯技术”确实有助于获取挫败恐怖袭击、逮捕恐怖分子的情报。

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家和一些人权组织发声谴责，呼吁起诉那些牵涉其中的
美国官员。不过，美国司法部9日已经决定不会重启刑事调查。两年前，美国司法
部宣布结束两起针对美中央情报局人员涉嫌虐待在押人士致死案的调查，并未
对任何涉案人员提出指控，理由是证据尚不充分。

“调查人员评估了全部报告，并没有找到任何他们之前做决定时没有考虑到
的新信息。”一名不便具名的司法部的官员9日说。

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中心自由和国家安全项目主任伊丽莎白·戈伊坦说，由
于司法部决定不再重启刑事调查，目前追责最“现实”的路径，是反思如何规范通
过这种过度审讯项目的政府机构。“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必须让制度负起责
来，这并非仅仅是流氓官员的作为。”戈伊坦说。（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整理）

美美司司法法部部不不会会重重启启调调查查

追责

酷刑丑闻之所以在此时被踢爆，其实是奥巴马政府精心选择的结果。
首先，丑闻在此时爆发其实是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在议会选举惨败之后的

一次政治报复。进入2014年以来，奥巴马政府颓势明显，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
党一举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让奥巴马成了彻底的“跛脚鸭”。为了回击共
和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对民主党的攻击，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必须展现自己捍卫
美国利益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则需要翻起布什政府时期的酷刑旧账，用来提醒
选民注意共和党对美国基本价值的侵害。

其次，丑闻的爆发亦是民主党为2016年总统选举所做的布局。从目前的形势
来看，由于奥巴马软弱而混乱的表现，共和党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将会处于比较有
利的位置，而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很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此时揭露酷
刑丑闻，并利用奥巴马的总统力量将调查扩大，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杀伤布什
家族，甚至让小布什的反恐战争成为杰布·布什竞选的最大软肋。另一方面，在近
十年间，伊斯兰教在美国黑人群体中影响力与日俱增，清算“酷刑”将有利于民主
党最大限度地争取阿拉伯裔和伊斯兰教派选民。 据中国日报

布布什什家家族族新新总总统统梦梦或或断断送送

观察

身穿类似关塔那摩监狱囚犯囚衣的人士抗议酷刑。(资料片)

12月9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中)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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