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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维护国家安全 大肆侵犯公民隐私

窃密吹落美国脸上的“人权脂粉”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本想表演同盟秀 事到临头被取消

安倍欲会奥巴马碰了软钉子
苟瀚心

奥巴马和安倍晋三 图片来源：中新网

新总统，新形象，新契机，

新希望。大选后的伊朗让西方世

界看向它的目光中多了些期许。

在伊朗民众强烈的求变期望

中，“反美斗士”内贾德离场，

代表温和改革声音的鲁哈尼亮

相。

西方国家向鲁哈尼送上的祝

贺声中似乎难以压抑一丝兴奋之

意。《华盛顿邮报》网站文章指

出，鲁哈尼当选是拜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对伊朗的严厉制裁所

赐。这或许反映了许多人的想

法。

鲁哈尼也很配合地积极表

态：愿展现更大透明度；愿与美

国缓解紧张关系；愿与联合国常

任理事国举行核谈判。一派和谐

景象。

只是，这样的和谐表象之下

依然是不曾停息的利益博弈。

内贾德选择了“以斗争求和

平”。正如专家指出的，内贾德

坚信，伊核问题不过是美国遏制

和削弱伊朗的借口和手段。所

以，他一身硬气，在伊核问题上

寸步不让。

明显表露愿改善与西方关系

的鲁哈尼则让西方国家有了一丝

春风拂面的感觉。不过，西方的

乐观充其量也只能是谨慎的乐

观。

美国《外交政策》近日刊发

的一篇文章从鲁哈尼 !""# 年发表过的一篇演讲入手，

分析了鲁哈尼对伊朗核计划的态度：一方面，伊朗应当

通过外交渠道更加直接地接触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伊

朗通过谈判拖延西方的同时私底下发展核计划这一战略

总体上对伊朗比较有利。换句话说，就是创造良好的国

际氛围，争取时间和资源实现自身发展。

熟悉伊核计划，并愿意改善与西方关系的新任伊朗

总统究竟想要什么？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

温和当然不代表没底线。鲁哈尼的温和表态中就直

白地表明了伊朗的底线：不得干涉伊朗内务，并承认伊

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力。他也明确表示，不会支持叫停

伊朗铀浓缩计划。

内贾德也好，鲁哈尼也好，强硬也罢，温和也罢，

其最终目的都离不开最大限度地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

其实，大家或许都明白，伊核问题绝不是伊朗与西

方国家之间的真正矛盾所在。鲁哈尼的到来的确可能意

味着伊核谈判迎来新契机，不过，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将

看到更多花样的外交手腕和利益博弈。

西
方
对
鲁
哈
尼
别
高
兴
太
早

张

红

长生不老就快要实现了
吗？在古代，许多帝王孜孜不
倦地寻找长生不老的妙方，
终究未果。如今，有富豪也开
始踏上寻求“永生”之路。然
而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科
技对人类未来的一次疯狂的
挑战。

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
$!岁的富翁德米特里·伊茨科
夫和一个俄罗斯顶尖科学家
团队计划在!"#%年让人类得
以“永生”。该计划通过创造人
类的替身和人工大脑来“代
替”人类生活。这一计划也被
形象地称为“阿凡达”计划。

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生命
的“永生”，只是将意识转移
到另一个“容器”里，以实现
意识的“永恒”。伊茨科夫称，

他的团队将创造一种功能完善的、全息影像的人类替身，
支配这一替身的是人工大脑。这个人工大脑里面有上传
者自己的记忆、情感和全部的意识，甚至潜意识。

此项计划一经面世便引来众多关注。数据显示，在社
交网站脸谱上已有!万多人表示对此项计划很感兴趣。然
而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大部分研究者并不看好将人类的大脑“上传”给电子
人，并且对这一项目持怀疑的态度。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在纽约召开的一次由神经学专家参与的会议上，伊茨科
夫设计的时间表被大部分与会专家指出“太过野心勃勃
以致不切实际”。
“永生人”真的是“本人”吗？或者只是继承了“本人”性

状的另一个“人”？有分析指出，如果意识只是被复制的话，
跟人造机器人没有区别；或者可以说只是一款有独立思维、
跟玩家特性几乎一模一样的第三人称$&游戏中的角色。

然而伊茨科夫信心十足地称，此项计划的成功，可以
帮助我们解决例如意识和存在等哲学问题。当被记者问
及“你是疯了吗？”时，伊茨科夫则解释称“一个伟大事业
的开端总是这样的”。

如果就像伊茨科夫所期望的那样，使残障人士获得
正常人体功能，人类的意识可以像数据一样被存储和转
移，那么有一天，人类便可以体验各种不一样的“容器”，
做原本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实现许多美好的愿望。

正如电影《阿凡达》一样，主人翁摆脱了残疾的身体，
将意识转移到了“蓝色巨人”新躯体中，变得更加强壮、灵
活。这将会在!"#%年按伊茨科夫所计划的那样实现吗？我
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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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模特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通讯与广播展上展示 '*+ 英寸大屏智能手机 （上图）。

当日，为期 #天的亚洲通讯与广播展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展览中心开幕。

右图为工作人员在调试视频设备。

邓智炜摄（新华社发）

亚洲通讯与广播展在新加坡开幕

据共同社 +)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结束波兰
访问，前往英国北爱尔兰出席八国首脑峰会时，向随行
记者团证实原定于峰会期间举行的日美首脑双边会谈被
取消。这一突然的改变引发了舆论对于日美同盟是否面
临危机的猜想。

计划泡汤，难掩尴尬

关于会谈“不幸夭折”的原因，安倍晋三向媒体解
释说因为 +$日已经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过电话会谈，
所以这次“希望优先那些尚未举行过双边会谈的国家”，
并表示“包括德国在内，有许多国家希望与日本讨论经
济政策”。

但这不过是安倍晋三遭到冷遇后矫饰窘态的托词而
已。据日本媒体报道称，自习奥会以来，安倍政府一直积极
探索，希望能促成日美首脑能在八国峰会期间举行会谈，
并将其视为向国际社会展示日美同盟的重大外交举措，不
过奥巴马方面并不愿意配合日本出演这场“同盟秀”。

前日本驻黎巴嫩大使、外交评论家天木直人 +'日在
其博客上撰文指出，日本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给人以取消
会谈是日美政府一致决定的错觉，但实际上希望优先与
他国首脑会谈的应该是奥巴马。

文章同时指出，峰会期间同时举行双边首脑会谈是
惯例，但在此次峰会上安倍似乎是遭到了奥巴马的拒绝，
这是前所未闻的。

多次受伤，担惊受怕

“热脸贴冷屁股”的痛苦，相信安倍并不陌生。自去

年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以来，就曾高调表示美国是日
本唯一的盟友，并将首访定在美国。无奈美国政府以奥
巴马工作繁忙为由予以婉拒，安倍不得已将首次外交亮
相的地点换作东南亚三国。

结果此次精心策划的双边会谈又以失败告终。面对
媒体的猜测，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 +,日的记者会上就
此事表示：“日美两国首脑的信赖关系已经很牢固，不
需要再进行形式上的会谈。”

但实际上，安倍政府担心的正是“日美同盟”会被
中国插足。所以在习奥会后，安倍急于在 +$日与奥巴马
举行电话会谈，探听会晤内容，唯恐美国在钓鱼岛问题
的态度上会有所转变。就连日本主流舆论在讨论中美首

脑“别墅外交”时也透露出些许醋意。
不过情况并不像安倍想象的那么糟，日美同盟尚未

走到尽头。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和美国白宫透露，在日
美电话会议中，奥巴马再次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表
露了美国政府在和日本的安全军事同盟方面没有丝毫放
松，并如期举行了日美联合夺岛演习。

一意孤行，前景堪忧

虽然目前日美的同盟关系并未出现明显裂痕，但奥
巴马方面的多次“婉拒”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近
期安倍政府的表现着实让“老大哥”不太满意。

在美国的战略部署中，日本是其在亚太地区推行战
略利益的重要工具与棋子。一方面，美国需要强化日美
同盟以制约东亚地缘政治版图中正在崛起的力量；而另
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不愿意看到日
本的影响力无限扩大，脱离其掌控。

但是近期日本频现不甘屈于人下的迹象：拒绝继承
“村山谈话”，试图集结修宪势力；在“慰安妇”等历史
问题上频出不当言论；越过美国，派遣特使饭岛勋突访
朝鲜；拒绝与中国就钓鱼岛问题展开对话谈判。

这些旗帜高扬的不安分举动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在
近日美国国会调查局公布的关于日美关系的报告中，安
倍晋三的一系列作为被认为“导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
陷入混乱，并引发了可能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担忧”。

美国本国的国家利益是“老大哥”忍耐的底线，如
果日本这个“小伙伴”再不悬崖勒马，持续越界，再坚
固的利益同盟也可能面临瓦解的危险。

+)日，美国思科公司否认参与“棱镜”项目。美国
总统奥巴马 +, 日也展开辩解，表示国家安全局 （-./）
的数据收集项目受到严格的监督。但在爱德华·斯诺登持
续爆料之际，这种辩解显得苍白无力。美国在互联网上
的霸权，既不受国内民众待见，也不为别国所容。之前
对别国的一切指责，都化作对自己的嘲讽。

公民检举：

监听不受待见

在 0)峰会上，“棱镜”和叙利亚问题抢足了风头。
爱德华·斯诺登爆料的“棱镜”计划让所有人吃惊：

它直接接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 1 家
美国互联网公司中心服务器，收集数据、情报。

'月 %日，爱德华·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说，国
家安全局 （-./） 有一个搜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元数
据计划”，主要通过威瑞森通讯公司实施。

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之一，光是美国客户
就达 +*!+亿，威瑞森每天都要向 -./提交信息记录。
“棱镜”计划的合作公司更多，包括谷歌、脸谱等 1

家网络巨头。-./ 要求它们提供相关用户的电子邮件、
网页浏览、网上聊天等信息。

此举一出，美国舆论纷纷对此口诛笔伐，斥之为
“深度奥威尔主义”。但美国政府却百般辩解。美国总统
奥巴马称“你不能在拥有 +234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
(224隐私和 (224便利。”

-./ 局长基斯·亚历山大甚至给这项计划“添彩”
说他们已经利用斯诺登曝光的手段阻止了数十起恐怖阴
谋。这些监视行为符合美国法律。

的确，“1·((”后，美国政府通过立法获得了一系

列监视特权，比如 《爱国者法》 赋予政府监听美国公民
电话的权力。 《保护美国法》 又将这种权力扩大到互联
网领域。

斯诺登的“出首”令美国政府极为恼火，有国会议
员给他以叛国罪、刑事泄密罪等罪名。但英国 《卫报》
则认定他非叛徒，而是美国新一代爱国者。因为美国政
府正令美国蒙羞。

窃密劣迹：

用技术维持霸权

有足够的相关证据来证明，美国是互联网霸权的实
施者。

据斯诺登爆料，美国一直在实施对欧洲和亚洲国家
的窃密工作。

今年 $月，-./前雇员就称，-./的设备很快开始
储存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保存几十年。

由于在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上的优势，美国实行的窃
密手段“高不可攀”。-./ 专门为了内部演示而写了一

份秘密文件，在演示过程中，不管资料是从欧洲流向亚
洲、太平洋地区或者南美洲，都会经过美国，被美国的
服务器监控到。
“棱镜”明确告诉人们，美国试图掌控整个互联网范

围内传输的海量信息。在斯诺登爆料前后，有新闻表示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犹他州建立了一个数据中心，数据存
储能力大概是 %56。它相当于全世界海滩上沙子数量总
和的 %倍！斯诺登证实这是真的。

而在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攻击行动，据斯诺登透露，
超过 '*+万项。

贼喊捉贼：

双重标准难掩劣行

在此事之前，美国政府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
网络安全问题上对别国指指点点，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受害者”形象。

“棱镜”事件的出现，证实了人们一直以来的猜测：
“互联网安全守护神和反击黑客攻击的急先锋、世界人权
的尊重者、保护者、领导者和‘教师爷’、平等、民主、
自由、博爱领袖”不过是抹在美国脸上的厚厚的“脂
粉”。

事情的真相是，美国一直在使用双重标准，对别国
大喊大叫，对本国的违法行为却不闻不问。美国情报系
统一直以来用各种方式监控网络空间的信息流动，不惜
以公民个人隐私受到潜在或者实际威胁为代价，确保和
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

同时，这个事件也提供了一个反例，驳斥了美国人
先前的想法：不是别国偷情报，攻击美国网络，而是美
国劣迹斑斑，不光监听本国公民，还能够入侵其他国家
的网络。

有专家认为，这种行为，对全球网络空间的发展是
巨大的威胁。因为全球网络空间的平稳发展不允许整个
网络空间成为任何单一国家彻底掌控的外交政策工具。
如果把互联网搞成政治工具，势必会加深互联网军事化
的行为，最终受伤的是从互联网获取便利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