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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揭秘网７月３１日公开
多份文件，称美国国家安全局
监听日本政要和大型企业的通
信，时间最早可追溯到２００７年，
即安倍晋三第一次出任日本首
相期间。

不过消息传出后，日本政
府却没有正式表态，一贯敏感
的日本媒体也没有“炸窝”。日
本网民评论道，美国监听其他
盟友的行动遭曝光后，就知道
日本也会有这么一天。

政商要员都被“关注”

维基揭秘网公开的文件
中，有５份标注来自美国国安局
的文件涉及监听日本，其中４份
标注为“绝密”，所涉监听对象
的电话有３５个。

文件内容没有明确提及日
本首相安倍，但包括现任经济
产业大臣宫泽洋一在内的一些
日本政要成为美国监听对象。
此外，美方“关注”对象还包括
日本银行（央行）行长黑田东
彦、三菱集团旗下天然气公司
和三井旗下的石油化学工业公
司等。

日本被视作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关键盟友之一，两国经常
在防务、经济和贸易问题上保
持通气。被公开的美国国安局
文件则显示，除正常接触以外，
美国在致力于了解日本政府和
企业背后的动作和考量。

和其他盟友共享情报

按照维基揭秘网的说法，
美国国安局涉及监听日本的５
份文件中，３份与日本政府对气
候变化态度或立场有关，其余
两份涉及农业贸易问题，包括
美国对日本的车厘子出口。

除４份为“绝密”文件外，另
外一份文件被标注为美国与英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
的共享情报。

“在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
看到日本政府私下纠结于应该
对美国人说多一点还是说少一
点，以避免这些话影响到气候
变化建议或者（两国）外交关
系，”维基揭秘网创始人朱利
安·阿桑奇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现在也知道了，美国人听
到了、也看到了所有东西，并把
日本领导层的这些考量分享给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
兰。”

虽然日本与美国互称盟
友，但上述西方国家与美国的
情报合作历史更为悠久。第二
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加拿
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
结成“五眼联盟”，规定互不刺
探并分享情报。

据新华社

本报讯 据日本多家媒体8月1

日报道，日本宫内厅当天首次公开
裕仁天皇宣读停战诏书的原版录
音。战时充当皇宫防空洞的“御文
库附属室”的照片和影像资料也同
时公开。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
向全国宣读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
条件投降，即“玉音放送”。此前用
于日本电视广播节目中的“玉音放
送”皆为复制版。原版“玉音放送”
全长4分30秒，与复制版相比，原版
语速稍快。

公开报道显示，这是日本人第
一次听到天皇的真声，不过天皇所
用的是日文文言体，当时很多老百
姓听不明白，于是就出现各种猜想
和解释。直到半个小时后，广播员
以清晰的声音说：“天皇陛下为开
万世之太平，已于昨日通知美英中
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公告》。”人们
才明白，日本战败了。

仔细阅读这份停战诏书，却没
有“投降”二字，也找不出“战败”的
词语，仅仅在标题中使用一中性词

“终战”喻示战争结束。停战诏书开
头这样写道：“朕深鉴于世界之大
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
施，以收拾时局……”这种写法明
显地在于美化自己、维护天皇的尊
严。

宫内厅同时公开了皇宫“御文
库附属室”的内外照片和影像资
料。这是日本宫内厅时隔50年再次
公开“御文库附属室”相关资料。

“御文库附属室”战时被用作皇宫
防空洞，1945年8月14日，决定投降
的御前会议也在此举行。相关资料
公开在日本宫内厅网页上。

宫内厅称，选在战后70周年公
开象征战争结束的两大史料意义
非凡，期待史料的公开能有助于人
们铭记战争历史。

据澎湃新闻

裕仁天皇停战诏书

原版录音首次公开

据新华社消息 一架小型飞
机７月３１日在英国着陆时坠毁，飞
行员和乘客全部遇难。

媒体报道，这架私人飞机属于
“基地”组织前头目乌萨马·本·拉
丹的家族，死者包括他的继母和妹
妹。

这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制造
的小型双引擎喷气式客机从意大
利米兰出发，飞往英国汉普郡布莱
克布什机场。然而，飞机在机场着
陆失败，飞过跑道尽头，坠毁在围
栏外的汽车拍卖场并爆炸起火。

当地警方说，飞机上的一名驾
驶员和３名乘客全部遇难，地面人
员所幸没有伤亡。

英国警方没有公布乘客的身
份。英国《每日邮报》援引沙特媒体
的话报道，乘客包括本·拉丹的继
母和妹妹。

这架飞机为本·拉丹家族私人
飞机，登记在萨利姆航空公司名
下。这家公司位于沙特吉达市，以
本·拉丹的兄长命名。

吉达也是本·拉丹家族企业
“沙特本·拉丹集团”总部所在地。
这家大型建筑企业资产数十亿美
元，十多名本·拉丹的兄弟在董事
会任职。

以本·拉丹为首的“基地”组织
策划和发动“９·１１”恐怖袭击，用多
架客机撞击美方地面目标，致死数
千人。巧合的是，他的家族中，多人
死于空难。7月３１日坠毁的飞机尾号
由本·拉丹的父亲在１９６７年登记注
册，他本人同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１９８８年，本·拉丹的长兄萨利姆在美
国得克萨斯州驾驶飞机时撞上电线，
坠机丧生。《每日邮报》报道，7月３１日
的空难后，沙特驻英国使馆联系本·
拉丹家族，向他们表达哀悼。

本·拉丹的父亲先后迎娶超过
２０名妻子，生育５０多名子女。本·拉
丹家族称，“９·１１”恐怖袭击时，本·
拉丹已经被逐出家族企业多年。

２０１１年，本·拉丹在巴基斯坦
遭美国特种部队击毙。

小飞机英国坠毁

拉丹继母或死亡

TTPPPP谈谈判判关关键键议议题题未未取取得得突突破破
下一轮谈判时间尚未确定，美日着急推进

美美国国监监听听日日本本？？
不不监监听听才才奇奇怪怪呢呢
两国政府冷处理，日本网友“很受伤”

新一轮“跨太平洋战略经
济伙伴协定”（ＴＰＰ）部长级会
议７月３１日在美国夏威夷毛伊
岛落幕，谈判各方在农产品和
汽车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
护等关键议题上未能取得突
破，没有达成协议。

各国着手8月再谈

这一轮ＴＰＰ部长级谈判７
月２８日开始，参与方包括１２个
国家。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
弗罗曼在会议闭幕新闻发布
会上说，过去一周的谈判取得
明显进展，但仍有少数悬而未
决的议题需要进一步磋商，目
前尚未确定下一轮谈判的时
间。

新西兰贸易部长蒂姆·格
罗泽说，ＴＰＰ谈判还有一到两
个棘手的难题待解决，其中之
一是奶制品市场准入。从多方
透露的消息看，加拿大今年１０

月面临联邦大选，加政府可能
因此不愿意更大程度地开放
奶制品市场，这也导致美日等
国不愿意在糖、大米等敏感农
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方面作出
让步。不过，加拿大贸易部长
埃德·法斯特否认该国选举阻
碍ＴＰＰ谈判取得进展的说法，
表示加拿大仍将积极参与谈
判。

为了使谈判尽早达成妥
协，日美与其他谈判国已着手
就8月内再次召开部长级会议
展开了协调。日本共同社评
论，为了确保在亚太地区的主
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日
美希望通过在一个月内罕见
地召开两次TPP部长谈判会
议以争取达成基本共识。

再拖下去变数会更大

奥巴马政府曾计划尽快
完成ＴＰＰ谈判，并在年底之前

将ＴＰＰ协定送交美国国会批
准。由于美国总统在签署贸易
协定之前，还需要提前至少９０
天通知国会，ＴＰＰ谈判完成时
间 延 后 意 味 着 美 国 国 会 对
ＴＰＰ协定的审议程序很可能
会拖到２０１６年初，将不可避免
地受到美国总统选举初选阶

段选情的影响。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的资深顾问欧内
斯特·鲍尔说，如果美国国会
不能在２０１６年一季度之前批
准ＴＰＰ协定，那么奥巴马政府
任内批准ＴＰＰ协定的希望就
会很渺茫。 据新华社等

各方态度

噪美国
不发表评论

但美日关系特别好

这是美国监听盟友行
动最新一次被公之于众。

先前曝光的材料显
示，美国情报部门监控德
国和法国政府和领导人。
德、法都予以强烈回应，而
日美眼下看似都对维基揭
秘的报道“冷处理”。

美国驻日大使馆拒绝
发表评论。美国国务院副
发言人马克·托纳７月３１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美方没有收到日方提
出的正式或非正式抗议。

托纳以这起事件涉及
保密文件为理由拒绝表
态，同时对美日关系不吝
溢美之词，称日本是美国
的“坚定盟友”，日美关系

“从未（如现在）这样牢
固”，是亚太地区“和平与
繁荣的基石”。

噪日本网民
为啥不抗议？

抗议也是走形式

政府冷处理，日本民众
却有话要说，来表达对“大
哥”的不满。

“美国似乎是会做出这
种事，”一名网民在留言中
写道，“虽然说是情报战，但
是对盟国这么做太过分了，
会丧失信赖关系。”

“（美国）不会这样做才
怪。”另一名网民说。

“以前曝光（美国监控
盟友）的时候，日本没有成
为（监控）对象，我就感到奇
怪，”一名网民说，“日本太
老实了，为什么不抗议？不
过，即使抗议也是走形式
吧。”

“虽说（日美）是盟国，
（二战结束）已经７０年了，
（日本）仍被作为‘战败国’
对待吗……”一名网民无奈
道。 据新华社

噪日本
正在和美国沟通

证实了再说

日本政府对这次遭监
听的报道反应措辞谨慎。
日本外务省一名发言人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日本和
美国正就有关报道涉及的

“信息收集”事宜展开沟
通，但他拒绝提供其他细
节。

这名发言人称，日方
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手
段，保护（日方）信息”。

被公开文件中涉及的
三菱和三井旗下公司均拒
绝置评。

共同社援引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如果维基揭秘
的说法被证实，日方打算
向美方抗议。

日本媒体对这次事件
眼下着墨不多，多家主流
媒体的报道仅简单转引维
基揭秘披露的内容。

7月31日，从左至右：日本、美国、马来西亚三国代表出席记
者会。 新华社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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