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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
风云
那些被美国

监听的“敌友”

□撰稿 本报记者 赵恩霆

老大耍手腕，盟友心拔凉

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雇员斯诺登爆出猛
料，称NSA私下里进行着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听项目。

“棱镜门”就像扔进水中的一块巨石，此后有关NSA的多个监听
项目被接连爆出。监听对象上至他国领导人，下至别国甚至本国
民众，以及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科研学术机构等。

都知道美国的全球情报网有几个帮手，即由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组成的“四只眼”，它们配合着美国那双“大
眼睛”，窥探并分享全球各类情报。很显然，这是美国的“纯哥们
儿”。相比之下，德国、法国、以色列甚至日本，都是在发现自己被
美国监听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盟友也分三六九等。

在斯诺登的最初爆料中，美国的监听名单上赫然列有35国领
导人，其中德国总理默克尔首当其冲。为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
2013年6月访问德国时，试图将这一页翻过去。

然而，同年10月23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国《明镜》周
刊援引斯诺登提供的材料报道，默克尔的手机已被美国监听长达
10年之久。当天，在核实相关报道后，德国政府发言人说，根据已
得到的情报，总理默克尔的手机可能被美监听，“这是一种严重的
背信行为，应立即停止”。

一怒之下，默克尔当天夜里就打电话质问奥巴马，NSA是否
在监听她的手机。德方要求美方立即全面给予澄清，德美自此爆
发外交风波。孰料，闹了一年多别扭之后，今年4月德国被爆协助
美国监听空客等欧洲企业，以及法国等国政要。或许受此影响，德
方6月以证据不足为由终止了对美国监听默克尔手机的调查。

2013年12月，美英情报机构被爆监听以色列，拦截和窃听了
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前国防部长巴拉克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对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直言，“美以关系亲密，有些事不该做，不
接受监听行为”。

内塔尼亚胡说这话时理直气壮，可2014年8月他就没这么有
底气了。路透社当时爆料，自2013年起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中东斡
旋期间，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其未实施安全保护的电话进行了监
听。今年3月，正当美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紧张谈判之际，《华尔街
日报》又爆料称，美方情报机构“截获以色列官员之间的通信”，显
示以色列用窃听和其他手段获取美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谈判的
内容，试图阻止美伊达成协议。

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黑的成色稍有差别而已。不过，在
西方国家中一向秉持独立自主、不事事唯美国的法国，最近被这
个老大哥着实黑了一把。法国媒体6月23日援引“维基揭秘”的文
件称，NSA曾窃听法国最近的三位总统，包括希拉克、萨科齐和
奥朗德，时间跨度从2006年直到2012年5月。

为此，6月24日一大早，奥朗德就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他
在会上强硬表态：“任何对法国进行窃听的行径都不可接受，法国
绝不容忍威胁国家安全的一切行为。”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也表
示，在盟友之间发生这种事“让人无法接受”。

实际上，美国监听盟友只是其庞大监听计划的冰山一角。根
据斯诺登的爆料，NSA2009年针对122名外国领导人实施监控，
并建有专门存放外国领导人信息的数据库，NSA可收集193个国
家的情报，还包括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欧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近40个外国驻美
使馆或使团，包括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等国。

美国玩阴招，金砖均躺枪

2013年7月，巴西《环球报》发文称斯诺登掌握的文件显示，巴
西是NSA在拉美的最大目标。9月1日，巴西环球电视台播出了对
英国《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的专访。这位最早接触斯诺登并报道
NSA监听丑闻的记者爆料，NSA曾监听巴西总统罗塞夫及其顾
问的通讯内容。

这下可把“拉美铁娘子”惹恼了，巴西门户网站ＵＯＬ援引总统
顾问的话说，罗塞夫对此事感到“极为愤怒”，正考虑如果奥巴马不
能做出合理解释，将取消她原定于当年１０月底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9月5日，借助G20峰会间隙，奥巴马向罗塞夫承诺会给个说
法。十多天后，由于美方调查拖拖拉拉，也未做出令人满意的合理
解释和停止相关行为，罗塞夫决定推迟访美。

除了巴西，在斯诺登最初提供给《卫报》的一份文件显示，美
国设于英国北约克郡门威斯希尔空军基地的情报分支机构在
2009年的G20峰会上监听了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国内
的卫星通话。根据这份文件，梅德韦杰夫2009年4月1日抵达伦敦
当天就遭到NSA监听。《卫报》报道NSA这次监听的时间是梅德
韦杰夫与奥巴马会谈后数小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次会谈
中两人就建立互信达成共识。

同在2009年那次G20峰会上，南非政府代表团的通话遭美英
两国监听，电子邮件也遭拦截。对此，南非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震
惊：“我们和英国有着坚实的、强大的、亲密的合作关系。我们希望
英国彻查此事，采取有效措施惩办罪魁祸首。”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NSA的监听技术虽然高超，但俄罗
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7月30日发文称，俄军事专家指出，俄总
统普京的通话就绝不可能被美国截获，因为普京使用的是配备强
大编码器的卫星网络，敌方要想破译大概至少需要90年的时间。

中国也成为美国监听的受害者。《纽约时报》和《明镜》周刊去
年3月22日同时刊发斯诺登的最新爆料称，美国的监控目标包括
数位中国前任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商务等多个政府部门及银行。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严重关切。洪磊说，一段时间以
来，媒体披露了很多美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实施监听、监控、
窃密情况，中方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交涉，要求美方就此做出清楚
的解释，并停止这种行为。去年5月26日，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
心发表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指出，中国有关部门经过几个
月查证，发现针对中国的窃密行为基本属实。

几乎同时，刚出任印度总理的莫迪也躺枪了。《华盛顿邮报》
去年6月底公布了斯诺登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莫迪领导的印度
人民党在2010年就成为NSA授权监听的对象。当时，印度人民党
还是反对党。媒体此前还披露，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和驻美国大
使馆也曾是NSA监听的目标。

为此，印度在2013年7月和11月两度向美方提出抗议。2014年
7月初，印度外交部官员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最高级别官员，第3
次向美国提出抗议。不过，印度外交部官员说，美国在接到抗议后
曾表态要调查监听项目，给印度一个说法，但此后没有下文了。

今年6月初，美国国会通过了《自由法案》，以此替代之前颇具
争议的《爱国者法案》。这是2013年“棱镜门”事件以来，美国首次做
出的大规模监控项目改革。然而，前者终结的也只是后者赋予NSA
监听公民通讯的权力，而并非监听本身。而且，《自由法案》只是制
定NSA在美国国内的行为准则，对其在全球的各种肆意妄为仍没
有约束，因此，谁也不知道美国监听的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

7月31日，“维基揭秘”网站
公开多份文件，显示美国国家
安全局（NSA）监听日本内阁政
要和大型企业的通信，时间最
早可追溯到2007年安倍晋三第
一次任首相期间。

对盟友尚且如此，对他国
就更肆无忌惮了。实际上，自
2013年6月斯诺登爆料“棱镜
门”以来，德、法、以色列、中、
俄、巴西、印度等国政要都悉
数登上了美国的监听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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