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 日，在瑞士日内瓦拉特博物馆，

观众在一名为“冰冻”的艺术品内参观。

当日，日内瓦拉特博物馆当代艺术展开

幕，$% 余位世界艺术家的作品参展，作品分

为雕塑、照片、视频和装置等类别。其中，艺

术家克里斯托弗·比歇勒推出了一个名为“冰

冻”的艺术品。他在一个巨大的冷藏室内搭设

了一个小型舞台，邀请乐队在其中演出。在演

出结束人们离去后，他开启冷气，调至零下

&'摄氏度，凝固住了留下来的全部物品。

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摄

据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美国参议院正在争辩一

项两党联合提出的议案，如果议案通过，将开启自

)*+# 年以来最全面的移民改革，约有 +%% 万非法工人

将走出阴影。华盛顿学院的罗伯特·林奇在一项研究中

发现，让非法移民在 )%年时间里获得公民身份的改革，

将在 )%年内累计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亿美元。在

小布什主政期间担任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道格·霍尔

茨-埃金推算出，在头一个 )% 年里，改革能推动实际

./0 年平均增长率从 ,1提高到 ,2*1。)% 年之后，美

国的人均 ./0 将达到 #'3%% 美元，若没有改革则是

#4*%%美元。

人才和资金(永远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繁荣的

根本。人类历史上，从罗马到伊斯坦布尔到西安到开

封，都曾经是商业中心。世殊事异，在不断变动的政经

格局中，它们失去了曾有的地位。

美国在世界战争中是一片世外桃源，获得了涌往避

难所的人才和资金，并在欧洲衰落后一举登上世界舞台

的核心。如果它想进一步保持竞争的优势地位，移民政

策仍然是重中之重。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不出意料

地领先复苏，再次显示了内在竞争力的强大。近日，美

国国债与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全球主要股市不断

上涨。分析人士认为，全球主要市场股市与债市背离可

能显示资金风险偏好显著提升。而为了拉开和对手们的

距离，移民改革是一个很有力的促进因素。

欧洲不断在衰退中挣扎。它的人口在老化，经济结

构也找不到新的增长点。资金更是在恐惧中不断流出。

应该引入的人才得不到引进，应该发展的产业得不到发

展。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家非法移民问题十分严重，欧盟

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整体政策。瑞士银行业也遭到了美

国的恫吓。亚洲主要经济体也都存在类似结构性问题，

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拥有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不断涌

入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碰撞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勃

发。谷歌和苹果这样的企业的成功，充分说明了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写道，“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

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如果美国继续能够以开放的胸怀欢迎全世界的人才，那

未来谁更有优势，不难想见。其他的国家能否效仿，以文

化和社会的魅力，吸纳人才，为我所用呢？

泰山不让土壤
杨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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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日，俄联邦安全局证实，美驻俄大使馆外
交官福格尔涉嫌征募俄情报官员为中情局工作，遭俄反间
谍人员当场抓获。

俄外交部当天宣布福格尔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
立即离境。美国方面则回应称，只是一名美国驻俄罗斯大
使馆官员被短时间扣押，后被释放。

间谍？间谍！

双手反扣、假发掉落，一名男子脸朝下被按倒在地，随
即被押解上车。一段 '+秒的视频记录了美中情局人员瑞
安·福格尔被俄罗斯特工抓捕的全过程。

有关部门称，福格尔正是在试图征募俄特别部门成员
时被俄反间谍人员抓获的。

为了这次抓捕行动，俄反间谍人员布下天罗地网，筹备
时间一月有余。“用使馆人员身份作掩护，567（美国中央情
报局）仍然使用二三十年前对付苏联的老办法。”俄情报部
门官员对 567使用如此“笨拙”的手法表示不屑，同时也意
识到“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对于在俄罗斯招募间谍非常急
切”。

福格尔在俄罗斯的正式身份是美驻俄使馆政治处三
秘，也是近 )%年首位被正式指认在俄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外
交官。

据英国媒体透露，福格尔准备招募的是 89:（俄罗斯联

邦安全局）高级探员，负责收集高加索地区反恐情报，波士
顿马拉松爆炸案元凶塔梅兰就是其工作范围。

冷战延续？

美俄最近的一次间谍风波出现在 4%)%年。两名 8:6特
工破获了潜伏在美国多年的俄罗斯特工组织，)4 名俄间
谍落网。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并以双方互换间谍收场。
美俄间谍战给当时刚刚缓和的两国关系泼了冷水。

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 4%多年来，美俄间谍活动从
未间断。而今，间谍战再次上演，是冷战思维的延续。

这次，89: 很快公布了福格尔被抓获的相关照片和视
频，并公开表示对美间谍人员“拙劣”手段的不屑。《纽约时
报》暗示，这可能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导演的一出戏，其目的
可能是让“美国难堪。”

与媒体的大胆猜测不同，美俄双方官员都未对这起间
谍事件的详情发表评论，似乎都有意淡化处理此事。

俄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克列梅纽克认
为，近日发生的间谍丑闻对美俄交好的反对者有利，有人希
望以此来制造反美情绪。他说：“理智的人都明白，不应当将
这件事同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混为一谈。”

低调收场

目前，美俄两国正在积极扩大双边合作，从确定情报

部门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进行交流，到推动叙利亚
危机相关各方加入国际和平会议，两国关系逐步回暖。

在这样的背景下，间谍风波是否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不
利影响？

有关专家表示，情报工作在很多国家都是政治、军事、
外交等工作的一种辅助，派情报人员在其他国家活动是一
个潜规则，但什么时候抓捕，是高调宣布还是低调对待，非
常有讲究。

此次间谍风波正值北极理事会召开，但俄外长拉夫罗
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于此事均只字未提。在被问及间谍
丑闻是否会阻碍俄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务院发言人帕特里
克的回答是：“我们与俄罗斯在广泛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并
计划继续下去。”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表示，虽然莫斯科对中情
局人员招募俄特种部门工作人员的做法感到惊讶，但该事
件不会从本质上影响到两国关系的走向。就两国官员的表
态来看，此次间谍风波有望低调收场。

虽然间谍风波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叙利亚和反导问题
痼疾仍在。对于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双方已经在一定
程度上达成共识：如果在某些问题上双方无法弥合分歧，那
么就避免激化矛盾，把精力用于解决立场相近的问题。

据悉，俄美两国正在研究普京同奥巴马在圣彼得堡
.4%峰会前夕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就地取材，本是充分开掘本地资源、因地制宜的
一个巧方，但中美洲国家伯利兹的一个建筑公司却因
此摊上了大官司。原因是该公司工人竟敢明目张胆地
从古迹上取材，用于补充修建道路所需要的砂石。

说起来不禁让人唏嘘，伯利兹当地最大的一座玛
雅金字塔———能·德穆尔圣殿，一座超过 4,%%年历史
的宫殿竟如此被“强拆”了。待当地警察和考古学家闻
讯紧急叫停时，金字塔只剩下一小部分能保持直立。

伯利兹的金字塔并非最悲剧的一个，至少它还有
当地警察为之起诉伸冤，意大利的诸多历史古迹可更
是有苦难言，在忍受多年修缮不当的冷遇后，它们还得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政府搬上交易所，进行“变卖”。

近年来，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意大利的文化预
算被大幅度削减，无法满足古迹的修复和维护，无数
建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化。

但意大利政府并不打算为古迹的“病症”买单，
还不惜抛出出售国有古迹的办法，自认为一箭双
雕———卸下保护古迹财政包袱的同时又能筹集现金，
缓解国内经济危机。意大利国家遗产协会却为政府的
这一“如意算盘”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历史建筑
在经过私人的商业化改造后，将丧失其应有的文化魅
力，得不偿失。

人为导致古迹被损毁的事件在每个国家都不乏
见。4%)) 年，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曾表示，近 )%

年来俄罗斯失去了约 4!%% 处古迹，有许多是被人为
破坏和毁损的，还有一些被非法侵占使用。

俄专家指出，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破
坏历史文化古迹的违法行为的恶劣性、严重性和对这
种行为处罚的轻微柔弱形成了强烈反差”。为此，素
有硬汉之称的普京打出“铁拳”，在本月 3 日最新颁
布的《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修正案中，大幅提
高了违反历史文化古迹保护规定的罚款数额。

如果依照这个法典对伯利兹金字塔被毁事件进行
处决，那么涉案的工人们每人将被处罚 )2!万至 ,%万
卢布。相信看到这些天文数字，找砂石的工人们应该不
会再往金字塔上动锄头了。

原告称“大规模侵扰”

被告说“为国家安全”

!月 ),日，美联社以“最强烈的言辞”抗议美司法
部秘密调阅美联社办公室乃至记者的私人通话记录。

美联社称，被司法部秘密获取的通话记录的起止时
间为 4%)4年 '月至 !月，波及美联社 4%多条电话线路。
美联社要求政府归还这些通话信息并销毁相关记录。

美国司法部对美联社的指控提出反驳，坚称其秘密
调阅美联社电话通话记录是为了调查一起近 ,3年来最严
重的泄露国家机密案。

按美联社的说法，司法部是为调查他们去年 !月 3日
的一则报道。当时美联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一名恐怖
疑犯曾企图携带新型爆炸装置登上飞往美国本土的航班，
后被美国执法部门挫败，该报道提及美国中情局在也门的
秘密行动。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找出泄露此消息的“内鬼”。

对美联社等媒体的集体抗议，奥巴马政府也主动出
招，白宫发言人卡尼 )!日表示，白宫已经与参议员舒默
取得联系，希望他牵头重新推动“媒体保护法”，以保护
记者。他还说，奥巴马总统认为应该取得平衡，允许媒
体在进行调查时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这是针对有人认为奥巴马是“尼克松第二”传言的
一种应对之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护言论和新
闻自由，这使奥巴马政府面临违宪指控。

类似事件非此一次

公权自由一直斗争

有分析称，媒体不能采取窃听的方式来获得新闻线
索和新闻信息，这是法律严格规定的。那同样的，政府
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能随意窃听记者的电话吗？答
案当然是“不”。

但就是在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此类事件却时有发
生，从未停歇。“*·))”以后，美国政府更是以“反恐”
为名，做出多起窃听事件。

4%%!年底美国媒体披露，过去 '年里美国国家安全
局在未经法庭许可的情况下监控多名美国境内人士的国
际电话和电子邮件。次年 ! 月，美国最大的几家电话公
司被曝向国家安全局秘密提供两亿普通民众的通话记录。

据 4%%+ 年 )% 月 * 日美国媒体的报道，数百名与中
东地区有联系的美国政府公务员、记者以及海外工作人
员的电话、电子邮件遭到国安局窃听。两名曾在国安局
工作的军事翻译官日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讲述自
己以前的窃听经历。他们透露，监听对象包括美国驻伊
拉克的军官，国安局甚至连他们与妻子间最私密的“枕
边对话”也不放过。

美国司法部对政府窃听行为的调查却最终不了了之，
令许多民间维权组织和活动家十分不满。

西方鼓吹“新闻自由”

现实揭示“自欺欺人”

一提起新闻自由，很多人第一时间便想到美国，因
为美国有着实力强劲的新闻媒体，美国的国家宪法也对
新闻自由给予充分保护。

但事实并非如此，政府窃听美联社的事件再一次表
明，西方的新闻自由并不是绝对自由。

回顾美国新闻史，不难发现，美国新闻自由的传统，
是在一系列与公权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最终以美国宪
法第一修正案予以巩固。

但分析认为，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政府迫于民意压力
下，不得已满足新闻工作者的妥协。即便是获取宪法保
护之后，美国政府对于新闻自由的担心并没有消除。

从上述列举的重要事实看，美国新闻自由是一种
“自欺欺人”。

)*3)年，《纽约时报》揭发与刊载美国国防部如何卷
入越战始末的最机密文件，从此与美国政府之间展开权
利冲突的诉讼。此事过去 '%余年后，从美联社事件的发
生可见，公权与自由的斗争从未了结。

奥巴马虽然通过发言人做了表态，但事情如何收场，
不仅将巩固或重新界定美国新闻自由的边界，也成为美
联社能否捍卫其视为生命的“新闻自由”的一个试金
石。

美政府
;92

美联社
又一起

“水门事件”？
本报记者 杨子岩

随着美国司法部秘密窃取美联社记者和编辑长达 4

个月的电话通话记录的曝光，美国政府与新闻界的斗争

掀开了帷幕。当然这不是第一次，但也有可能是被定义

为“水门事件”的一次。西方的新闻自由在“绝对”二

字面前越发站不住脚。

!评论

间谍风波
为何高调起低调收？

张欣然

历史古迹
竟被如此“保护”？

苟瀚心

被冰冻住了的“演唱会”

庞贝古城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