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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文 整理

给首相比剪刀手

B03

日前，英国橄榄球队跟澳大利亚
队比赛，以2比1获胜。为了庆祝比赛胜
利，首相卡梅伦邀请球队到首相府唐
宁街10号做客，还跟选手合影留念。拍
照的时候，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橄榄球选手图伊拉吉当时站在
卡梅伦旁边，他偷偷把右手放在卡
梅伦身后，举起两支手指，仿佛卡梅
伦头上长出一对“兔耳朵”，然后他
迅速把手收回。

照片被媒体刊登后，图伊拉吉
感觉不妥，于是在推特上留言，说他
在拍照时搞怪，要为此道歉。跟首相
开个小玩笑，就算当事人当时脑子
里没有这根弦，过后还要思量一番，
怕造成什么不好影响。可见要在领
导在场时有分寸地活络气氛，确实
是个技术活。

吃饭就别拍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2013年
收成进程问题的会议前，参观了一
块田地，他观看了玉米收集工作并
同康拜因手(联合收割机使用者)共
进午餐。在给普京和康拜因手送来
红菜汤之后，普京请记者离开，他解
释说，这是因为“对着镜头很难尽情
用餐”。

曾经在镜头面前展现各种硬汉
形象的普京，也有面对镜头不自在
的时候。这让人不禁想起8月9日那
一幕：普京出席自己柔道教练的葬
礼后，决定独处，坚决阻止了自己的
警卫、众多记者和其他旁观者，独自
一人在空旷的街上行走一段时间后
乘车离开。不过这个萧瑟的背影还
是被拍了下来。

其实，人们挺愿意看到不平凡
的人展现平凡的一面，这道理可以
叫做一个领导的自我修养。

印裔姑娘的美国梦

15日，24岁的妮娜·达瓦鲁瑞成
为首位摘得“美国小姐”桂冠的印
度裔美籍参赛者。创造历史的妮娜
还没高兴多久，推特上就开始涌入
大量种族主义者，他们对妮娜进行
了恶劣的种族攻击。

这些推特评论将妮娜与恐怖
主义、便利商店联系起来，并呼吁

“美国小姐”应当更加“美国”。不
过，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美国小
姐也适时展现了自己的风度，她
说：“我必须克服这些诋毁，而且我
总是首先将自己看做一个美国
人。”妮娜的支持者也开始用“庆祝
文化多样性”这一话题以示声援。

时代在进步，观念在更新。而
一些难听话展示出来的无知与憎
恨，还是会叫人出身冷汗。

他是最有权势的FBI首脑，也是掌握全美最多秘密的人

““反反恐恐第第一一””局局长长退退休休了了

查大案声名鹊起

罗伯特·米勒35年职业生
涯近乎完美。

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
罗伯特·米勒先是应征入伍，
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赴越南参
战。服役期间因为表现优异，
先后获得了多项奖励。

退役之后，米勒先是回到
校园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在
当了一段诉讼律师后顺利地
被联邦司法部录取，进入司法
部驻旧金山刑事局，开始与形
形色色的职业罪犯打交道。

从 1 9 7 6 年入局工作到
1989年被时任司法部长迪克·
索恩伯勒任命为部长助理，罗
伯特·米勒一共用了13年。在
这13年里，他处理了大量棘手
的刑事案件，但是真正体现其
超过一般犯罪专家政治素养
的却是由其主导的国际信贷
商业银行(BCCI)“C追踪行动”
和洛克比空难调查。

这两起案件波谲云诡、黑
幕甚多，但到最后告一段落时
既没引起大的公众不满，又没
拔出萝卜带出泥，罗伯特·米
勒可以说专业素养和政治手
腕两手都过硬。两起大案的落
幕给米勒积累了足够的政治
资本，也为其成为国之重臣奠
定了基础。

走上仕途快车道的罗伯
特·米勒很快遇上了职业生涯
最大的伯乐——— 时任总统布
什新任命的司法部长、共和党
保守派重臣阿什克·罗夫特，
在罗夫特的推荐下，罗伯特·
米勒顺利接任联邦调查局第6
任局长，开始了其12年的特工
首脑生涯。

“9·11”后铁腕改组

罗伯特·米勒继任联邦调
查局局长7天之后，便发生了
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也正
是“9·11”事件的发生，使他成
为“反恐第一”主义者，并确定
了其在美国情治系统内第一
人的地位。

在罗伯特·米勒的强力推
动下，联邦调查局短时间内就
会集了多达1200名特工与情
报分析人员投入“9·11”事件
的后续调查当中。

罗伯特·米勒在纪念其就
职十周年的时候，不无得意地
总结：自己在上任之初所进行
的变革，意味着FBI由一个调
查部门“变身”为情报搜集机
构。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证明，
强化反恐不仅是一场飓风式
的运动，更是美国国内国际战
略的一次重大变化。

“国家安全信函”致滥权

自“9·11”事件以来，联邦
调查局不仅挫败了包括图谋
袭击美国驻各国使领馆事件、
内裤炸弹事件、劫机阴谋等一
系列恐怖主义势力的进攻，更
进一步提出并贯彻“事先预
防”的反恐方针。

但巨大的反恐成就给联
邦调查局局长带来的不仅是
鲜花和赞美，FBI的种种作为
也给这个老牌执法部门带来
诸多非议。

为了做到“事先预防”，神
通广大的罗伯特·米勒从国会
给探员们搞来了一个名叫“国
家安全信函”的东西，有了它，
探员们就可以不经法院批准
自行决定该监控谁，监控哪些
信息，监控后是否采取措施。

这种本意是为了在严重
的恐怖主义威胁发生时给予
特工人员必要便利的信函，在
联邦调查局内部迅速成为一
种随意滥施的授权。

面对多方责难，罗伯特·米
勒2007年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
时曾经发誓，要对这样的滥权行
为加以制止和改变，但是事实证
明，他不过说说而已。

自《爱国者法案》通过以
后，FBI先后发出的国家安全
信函总数已经达到数十万封。
这种滥用甚至引发了司法机
构的反弹，2013年美国加州地
区法院的一位名叫苏珊·艾斯
特的法官就裁定，FBI迫使企

业和机构交出公民数据的国
家安全信函是违宪的。

为“棱镜计划”辩护

罗伯特·米勒在面对国会
批评时曾经颇为诚恳地表示，
在秘密监听的问题上，联邦调
查局已经从采取技术手段阶
段上升到准备为技术手段确
立规则的阶段，但这种辩解随
即被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
划”打得粉碎。

“棱镜计划”并非FBI一家
的全面监听计划，但是一方面
因为斯诺登叛逃一事属于FBI
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是罗伯
特·米勒在鼓吹网络监控方面
实在太过积极，所以FBI成为
了“棱镜计划”曝光后所有媒
体关注的焦点。

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在
接受质询时却坦然表示，“如
果我们早就有这样的项目，那

‘9·11’恐怖袭击就有被阻止
的机会。”

功过难以一时说

在这位重臣归隐之际，真
正影响其历史评价的反倒可
能是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联
邦调查局职能调整的后遗症
问题。当年罗伯特·米勒大刀
阔斧地改革，虽是形势所逼，
效果显著，但是部门资源对于
反恐战线的过度倾斜和整个
调查局的米勒色彩过于明显，
已经到了损害调查局履行传
统职能的地步。

这种机构调整的消极后
果还需要很久才能下定论，但
是它的始作俑者已经做好了
离开华盛顿的准备。

没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
局长不是带着满身的秘密离
开，这是他们工作的特性。

但是罗伯特·米勒有幸生
在这个传媒超级发达的时代，
因此他受到公众审视的机会
也更多。俄罗斯间谍案、班加
西大使馆遇袭案、CIA局长偷
情被FBI特工调查案，众多曾
经引发国内外轩然大波甚至
影响到国家权力架构与大政
方针的案件，背后多少都有这
位执掌联邦调查局大权12年
重臣的影子。

即便在他离开后，人们在
短时间内也无从探究罗伯特·
米勒12年联邦调查局生涯的
全部隐秘，以及他对这个国家
的真实影响。

据中国新闻周刊

9月4日，主政
美国联邦调查局
( F B I ) 1 2年的罗伯
特·米勒正式结束
职业生涯。

12年来，这位
胡佛以后最有权
势的 F B I局长，不
仅完全改变了FBI
的传统职能，也彻
底颠覆了美国人
对信息自由与安
全的定义。如今他
要离任了，带走了
秘密，留下了悬疑。

面对媒体的
穷追不舍，这位或
许是掌握了全美
国最多秘密的老
人只用典型的FBI
风格回答，“是时
候离开了。”

罗伯特·米勒（左）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资料片）

罗伯特·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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