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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谁还能逃过秘密监控？
5月20日之前，斯诺登和他

的漂亮女友还安逸地生活在夏
威夷，过着稳定、甜蜜甚至令人
羡慕的小生活。但就在那天，斯
诺登抛弃了全部，包括亲人和
工作，带着他的信仰飞抵香港。
6月9日，《卫报》首次公开了斯
诺登的揭秘者身份。

可以相信，在斯诺登离开美
国之前，他已经凭借自己的身份
用隐秘手段获取了大量有关美
国政府监控项目的信息，并有选
择地提供给了英国《卫报》和《华
盛顿邮报》等媒体。于是，也就有
了6月5日《卫报》有关美国国安局
借助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监控
数百万用户电话记录的爆料，以
及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有关微
软、雅虎、谷歌、苹果等9家美国互
联网公司参与的“棱镜”网络监
控项目的报道。

6月13日，风波刮到了太平洋
彼岸的中国。斯诺登借香港《南
华早报》继续向外抖料：美国自
2009年以来不断入侵中国内地和
香港的电脑系统，并对香港特区
政府、香港中文大学等单位和个
人的电脑发起攻击。在美国国安
局，专门设有“定制入口行动办
公室”，过去近15年来一直从事侵
入中国境内电脑和通讯系统的
网络攻击，借此获取有关中国的
有价值情报。

监控项目的受害者不仅是
普通民众，甚至连一些国家的
首脑也难逃一劫。6月16日，《卫
报》再公开斯诺登提供的机密

文件，显示2009年在伦敦召开
的G20峰会上，英国情报机构政
府通信总部监听多个政府代表
团通话并获取他们的电邮信
息。斯诺登提供的另一份文件
显示，美方设于英国的情报分
支机构在这次峰会上监听梅德
韦杰夫与国内的卫星通话。此
消息一出，舆论大哗，谁还能逃
过秘密监控？

6月1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
局长承认，在国内执法中使用
无人机监控。6月27日，《卫报》
报道称，美国国安局多年来一
直经营一个名为“元数据”的项
目，收集互联网“交通”原始数
据。该项目启动之初以一方为
美国境外的人或外国人之间的
通信为限定范围，但2007年拓
宽至美国公民以及居民。

在6月即将过去之时，德国
《明镜》周刊6月29日又为烧得
正旺的监控丑闻大火添了一把
柴。这家媒体援引斯诺登提供
的机密文件报道称，作为盟友
的欧洲国家也没能逃过美国的
监控，美国国安局在欧盟总部
及其位于华盛顿和联合国总部
的建筑物内安置监控和窃听设
备，同时对其内部电脑网络进
行渗透，这种监听和网络渗透
已长达5年之久。

直到7月3日，《纽约时报》
爆出美国政府正在利用信件分
离控制与跟踪项目监控全美所
有邮政通信，这一项目亦被冠
之以邮政“棱镜门”。

灭火>>

边抓人边向盟友解释
斯诺登火了，不仅仅缘于他

一个人向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
发起的挑战，更源于美国政府和
大多数民众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美国政府看来，斯诺登
是“叛国者”，必除之而后快，美
国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甚至谴
责斯诺登的做法完全是“泯灭
良心”。而在大部分美国民众看
来，斯诺登却是一位“爱国者”，
因为他凭一己之力去努力捍卫
公民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是
一种有良心的行为。

斯诺登隐居香港期间，美国
政府曾多次向香港特区政府提
出交涉，要求香港方面逮捕斯诺
登。面对美方要求，香港特区政
府行政长官梁振英6月15日表示，
当相关机制启动后，特区政府将
按香港的法律和既定程序处理。

此后，众所周知，在香港特
区政府要求美方补充相关材料
期间，斯诺登以合法身份离开
了香港。

在缉拿斯诺登的同时，美国
政府还必须为自己多年来干的
那些糗事“擦屁股”。奥巴马先是
表态称“棱镜”监控项目只针对
外国人，不会对美国公民“下黑
手”。但紧接着，没有身份区分的
监控项目曝光，扇了奥巴马一个
耳光。此间，美国国会、国安局等
机构要员纷纷出面为秘密监控
项目辩护，声称这些都是有授权
的且合法的，并且有监督机制。
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权组织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却将美国政

府告上法庭，指认其开展秘密情
报监视项目侵犯言论自由和公
民隐私权，违反宪法。

随着监控丑闻不断发酵，
一味的强硬姿态收效甚微，为
了不让外界看笑话，美国政府
逐渐调整了对斯诺登的措辞：

“叛国者”这样的称呼已然少
见，转而通过不同途径释放出

“斯诺登回国受审，坐牢是肯定
的，但绝不会死”这类的信号，
试图将此前过于严重的定性逐
渐弱化成一般刑事案件。

国内的火不好灭，国外的
火也越烧越旺。得知自己也成
了美国秘密监控项目的目标，
法德等欧洲国家以及欧盟都怒
了，法国甚至威胁暂停美欧跨
大西洋自贸谈判。

《明镜》周刊就爆出德国是
美国秘密监控项目严重入侵的
欧洲国家之一，从全世界范围来
看，只有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没有成为美国监控的
对象。7月1日，正在坦桑尼亚访问
的奥巴马首次回应关于美国情
报机构窃听欧洲盟友的报道，并
承诺会回应质疑，但他不承认任
何秘密监视活动，以所有国家都
在搞窃听为由自我辩解。

不过，相较于窃听事件，深陷
债务危机的欧盟更看重的还是可
以提振经济的美欧自贸谈判，欧
盟近日表示美欧谈判不会受影
响。美国也借坡下驴，双方就共同
讨论监控窃听事件达成共识。

（下转B02版）

在美国动画片《猫和老

鼠》中，大个儿的Tom经常欺

负小个儿的Jerry，而Jerry则

不失时机地反戈一击，或凭

借一己之力，或依靠更大个

儿的沙皮狗，弄得Tom焦头

烂额。现实中，美国总统奥巴

马和揭秘者斯诺登酷似Tom

和Jerry，两者之间正在展开

一场猫鼠游戏。

从6月5日英国《卫报》爆

出美国政府的“棱镜”监控项

目至今，一个月内斯诺登接

连爆料美国政府主导的网络

通讯监控和入侵项目，一次

次扯下美国的“遮羞布”，将

奥巴马和他领导的政府陷于

尴尬境地。与此同时，不断隐

匿行踪的斯诺登却滞留在莫

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与他

的对手一样，自身亦陷于尴

尬境地。

“棱镜门”，未完待续。

“棱镜门”满月
猫鼠游戏继续
□本报记者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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