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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纪事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批判的武器

与武器的批判

本周，两份同样来自俄罗
斯的信件，在一些相同的国家
受到了完全相反的待遇———
它们分别是斯诺登的避难请
求和苏35战斗机的购买意向
书。与已成烫手山芋的斯诺登
命运不同，苏35在刚刚结束不
久的巴黎航展上，用一连串

“藐视重力”的表演大放异彩。
伴着首次踏出国门就一鸣惊
人的余威，各国对这种已经出
产十年的战斗机，兴趣似乎突
然上升了好几个数量级，仅中
国购买苏35的传闻就在外媒
上翻烙饼一样被炒了好几个
回合。

批判的武器再有力，终究
抵不过武器的批判。斯诺登的
遇冷与苏35的受捧似乎再次
验证了这一真理——— 在斯诺
登接连几个爆料被证明对他
大洋彼岸的祖国伤害不大之
后，与这个目前世界唯一的霸
权国家颇有龃龉的诸国，开始
求助于从莫斯科来的另一项
可信度似乎更高的东西———
俄制武器。

说到俄制武器，的确有不
少神话。7月5日，是二战中东
线决定性战役——— 库尔斯克
战役的70周年纪念日。在这场
被称为“钢铁大绞杀”的史上
最大坦克会战中，当时世界上
性能最为优良的德国豹式坦
克，成了苏联T34坦克的手下
败将。其实，若论单车性能，
T34相较于豹式差了好几个
数量级。与豹式相比，T34是
一种简单粗暴的造物——— 大
口径短炮管的车载火炮，笨重
的柴油发动机，粗糙的铸造工
艺。然而，因为其生产简单，苏
联人能以和德国相差无几的
钢产量，生产了九倍于德国的
坦克。精工细作的德国坦克最
终在苏联的钢铁洪流面前败
下阵来。

用绝对的数量优势战胜
对手并不绝对的质量优势，从
T34开始，俄罗斯人制造任何
武器都贯彻这一思路。在20世
纪工业化总体战的宏大叙事
下，任何个体单位都成了可消
耗的炮灰，这样的时代底色让
AK47、MG25等一干武器在冷
战中风生水起。

然而，对俄式武器本身的
批判，如同对它的赞誉一样，
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此次苏35

的实际效能还没有在战争中
得到验证，有关其性能的争论
已经开始了。为了给兜售苏35

造势，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近
日撰文夸赞其能力，称其对付
美国战机就像“大叔拿大棒殴
打小孩子”。而与之相对的，加
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则
在巴黎军展后意味深长地刊
出了一则报道，指出苏35在定
型之后的十年中，没有对外卖
出过一架战机。

苏35对美制F22的形势，
仿 佛 当 年 T 3 4 对 豹 式 的 翻
版——— 苏35除隐身能力外，各
项性能与F22难分伯仲，但价
格却比其低了一大截。然而，
工业时代的坦克战争与信息
时代的空战终究是两码事。隐
身能力的差距，意味着两种战
机的对决将可能不再是“毛
坯”与“工艺品”之间的对抗，
而将是瞎子与明眼人之间的
搏斗。对于这一点，各国的军
事专家恐怕都心知肚明。

苏35之所以会走红，也许
与当初人们关注斯诺登的原
因是一样的——— 并非因为其
性能可靠，而是因为，除此之
外，买主找不到更好的“武
器”，来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
进行“批判”。

交手几十年，各有高招，互不示弱

俄美情报大作战
身处莫斯科机场的斯诺登就像“摆在灰熊面前的大马哈鱼”——— 2013年6月25日，美国《时代》周刊发文，

对克格勃特工出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了怀疑。在他们看来，长期以来都在刺探美国机密情报的俄罗斯
怎会放过这次绝好的机会。事实上，几十年来，两国从未停止在情报领域的较量。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
罗斯“倒向”西方，美俄关系处在前所
未有的“蜜月期”，两国间的情报战却
仍在继续。埃姆斯间谍案就是两国貌
合神离的一个例子。

1994年2月的一个清晨，53岁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阿尔德里奇·埃
姆斯坐进自己的汽车，准备去上班
时，却被联邦调查局的人拦下了，并
被告知他被捕了。埃姆斯是在1962年
加入中央情报局的，后来成为一名外
勤人员，常年在国外工作，但他本人
并不满意：一来薪水不高，二来因为
需要隐瞒身份，他过着双面人的生
活，与妻子的感情也不和。

1983年，埃姆斯调回美国，开始
负责对苏联的反间谍行动，其重要任
务之一，就是在苏联情报人员中物色
可能被策反的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在这个过程中，埃姆斯却被克格
勃策反了。

事后，埃姆斯曾回忆说：“我当时
非常需要钱，我正闹离婚，欠了不少
外债，有些失去理智，甚至想过抢银
行。”

通常情况下，人们把供职于一
国情报部门，却为其他国家提供本
国机密的人称为“鼹鼠”。当时，克
格勃足足花了半年时间，才终于
将埃姆斯变成了他们的“鼹鼠”。

埃姆斯和克格勃很少在美国
国内会面，而是飞到国外，用事先
画好白色粉笔记号的信箱交换情
报。第一次为克格勃提供情报，埃
姆斯就拿到了5万美元的报酬，
这几乎相当于埃姆斯一年的薪
水。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多次
为苏联提供重要情报。这让联邦
调查局损失惨重的同时，也让他
们认定出了“内鬼”。联邦调查局
和中央情报局最终在1992年将
目标锁定在了埃姆斯身上：在过
去八年中，年薪不过7万美元的
他竟然支出了130万。

此时，苏联已经解体，埃姆
斯继续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
在之后的监控中，调查组发现埃
姆斯似乎已经感觉到危险，并有
可能出逃，于是决定动手实施抓
捕。

埃姆斯被捕后，时任美国总统
克林顿明确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的间谍案。中央情报局也派出高级代
表前往莫斯科，要求俄罗斯主动召回
与埃姆斯案有关的全部驻美外交官。
几天后，美国又宣布俄罗斯驻美国大
使馆参赞李森科为“不受欢迎的人”，
限期离境。俄方却表示，既然美国没
有结束对俄的情报工作，俄罗斯就拥
有和美国一样的权利。

作为李森科被驱逐的对等行
动，俄罗斯也要求美国驻俄大使馆
参赞莫里斯七天内走人，同时宣布
抓获了两名美国间谍。最终，埃姆斯
被证实通过间谍活动共从苏联和俄
罗斯情报机构获利460万美元，被判
终身监禁。

在俄罗斯情报部门里，同
样不乏美国“鼹鼠”。为俄罗斯
服务多年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老牌特工罗伯特·汉森，就是
被美国安插在俄罗斯情报部
门内的“鼹鼠”挖出来的。

埃姆斯被捕后，随着案情
的水落石出，联邦调查局终于
发现，他们泄露的情报，大多
数都可以追溯到在联邦调查
局工作了20多年的资深特工
汉森身上。

汉森1944年出生于芝加
哥，1976年加入联邦调查局。
1995年，他出任联邦调查局在
美国国务院的高级代表，拥有
免检特权。出人意料的是，早

在1985年，汉森就表示自己可
以向苏联提供机密情报，报酬
是10万美元。之后，双方开始
了长达15年的合作。

他告诉俄罗斯，需要情报
时，只需在报纸上刊登特定的
广告，自己就会主动与他们取
得联系。交换情报时，他从来
都用化名。拿到好处后，汉森
也一直住着普通的房子，过着
与世无争的生活，十分低调。

2001年2月，汉森再次拿
上装着情报的包裹，来到约定
好的公园交货，却被美国特工
当场抓获。在不远的地方，他
们还找到一个装有5万美元的
信封，这是俄罗斯付给汉森的
报酬。

汉森被捕后，美国朝野震
动。正在“空军一号”上的总统
小布什愤怒至极：“我要警告
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你们迟早
会被抓住，并受到最严厉的惩
罚。”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
局的局长也因为汉森的长期

“潜伏”，受到参议院的质询。

最终，汉森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保释。

对于汉森的被捕，俄对外
情报局发言人拉布索夫表示：

“只要国家存在，就有一些利
益需要人来保护，情报部门
就会存在。只要情报部门存
在，就会有反情报部门存在，
一些人员的身份暴露也是不
可避免的。”为了干掉挖出汉
森的“鼹鼠”，此后不久，俄罗
斯情报部门来了一次“清理
门户”。

如果说埃姆斯和
汉森案最初都起于冷
战时期，福格尔间谍案
就足以说明，美俄对于
情报及情报人员的争
夺至今未停止。

2013年5月14日，
俄联邦安全局称，他
们抓获了一名在俄罗
斯从事间谍活动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人
员瑞安·福格尔，公
开身份是美国驻俄
使馆三等秘书。按俄
罗斯的说法，今年5
月13日夜到14日凌
晨，福格尔企图招
募俄罗斯情报部门

人员，被联邦安全局
的特工当场擒获。除了
背包中装满欧元的信
封、电子芯片防护套及
地图等物品，他们还从
福格尔身上搜出了一
份名为《征募俄罗斯公

民指南》的文件。
随即，福格尔被押到一

辆车上。俄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

声称，以外交人员作为身份掩护
是中央情报局的常用手段，“中
央情报局仍在使用当年对付苏
联的办法对付俄罗斯”。

俄罗斯媒体纷纷谴责美国
没有摒弃当年的冷战思维，仍
然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好态度。
俄情报部门的一位高官认为，
美国特工冒着没有掩护的风险
深夜行动，这说明美国对于在
俄情报部门里招募间谍的需求
很迫切。随后，俄罗斯把福格尔
移交给美国使馆，要求他限期
离境。在俄罗斯公布的另一段
视频里，美国大使馆的三名官
员正安静地听俄罗斯官员的训
话，并没有多做解释。

近年来，美俄情报战愈演
愈烈，谁也不是省油的灯，谁也
不示弱。

2010年6月28日，美国司法
部宣称，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十
余名俄罗斯间谍。美国方面表
示，他们注意这些人已经十年
了，并通过秘密监视掌握了大
量证据。他们当中，有以商人作
为掩护身份的美女间谍查普
曼，有在旅行社工作的谢缅科，
以及四对有夫妻身份的男女。

这些俄罗斯间谍在美国法
庭上承认有罪，但无需入狱，只
是遭到驱逐。作为交换，俄罗斯
也赦免了四名在俄罗斯被判
有罪、正在服刑的美国间谍。
这四人中，有曾为美国提供
军事技术机密的核物理专家
苏伊金，也有原俄罗斯军事
情报局的上校斯科利帕尔。最

引人瞩目的，是前对外情报局
上校扎波罗日斯基，俄罗斯媒
体普遍猜测，当年供出汉森的

“鼹鼠”就是他。
7月9日，一架俄罗斯客机

和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先后降落
在维也纳机场。随后，两国用一
辆黑色面包车完成了间谍交
换。大约一小时后，两架飞机飞
离机场。

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指
出，从换谍事件不难看出，这些
年来，美俄两国的间谍工作开
始向长期“潜伏”方向发展。另
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间谍已不
再单纯地从对方情报部门获取
信息，而是打入政界、学界，进
行更广泛的情报搜集。新形势
下，美俄两国的情报争夺很难
有所收敛，他们将以各种手段
和方式继续下去。

“鼹鼠”挖出“鼹鼠”

策反特工，被抓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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