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月中旬以来，地处
高原山地的阿富汗一天天冷
了下来。到了 !!月初，首都
喀布尔的夜间温度有时会降
至零摄氏度以下，时不时还
伴有风雨。不少喀布尔市民
开始支起炉子，购买燃烧木
料，准备度过将近 #个月的
冬天。

阿富汗同事说，经济状
况不佳，农村人口又居多，发
展集中供暖根本不可能，冬
天取暖只能靠各家自己解
决，“阿富汗是一个高原山区
国家，山区冬天漫长，可以用
‘严酷’来形容。一旦开始下
雪，气温骤降，老百姓生活非
常艰难”。

在喀布尔东郊的木料市
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堆
如小山的木块和不远处光秃
秃的山丘。一个当地小伙子
正在抡斧头，把大块木料劈
成小块木头。

小伙子叫艾哈迈德·查
曼，来自阿富汗东部省份霍
斯特，今年 !$岁。他每劈 !

黑瓦（阿富汗当地重量单位，
约合 #%" 公斤）木头挣 !""

阿富汗尼（约合 !"&#% 元人
民币），而他每天至少劈 '到
(黑瓦的木头。

据木料厂负责人介绍，
他所经营的木料厂每个冬天
要从霍斯特省、帕克蒂亚省的林场主手里买进约 )"

万公斤的木材用于喀布尔市民取暖，这样的木料厂
在喀布尔的东郊有十几家。

在木料厂附近，小山一样的木料堆得到处都是，
工人们还把锯木头剩下的废料和锯末用麻袋打包出
售。木料厂里，几个买主正在讨价还价。

据了解，喀布尔取暖所用的木料多是松树和柳
树。像 !'"型卡车大小的一车木头售价在 %""美元
（约合 '%#*元人民币）左右。阿富汗一个普通 %口
人、使用两个炉子的家庭，一般需一卡车木料过冬。

对于绝大多数阿富汗人来说，购买木头过于昂
贵，其他省份更多的贫困农民要么私自在山区开小
煤窑，烧煤过冬，要么上山砍伐树木，烧火过冬。非法
采煤毕竟存在危险，而燃烧未经剔除杂质的煤会产
生有毒气体，危害生命。砍树似乎成了更多人的选
择。

过度砍伐树木的结果就是森林退化，城市沙尘
激增。记者来到喀布尔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沙尘
大，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沙土的味道，汽车一过，路面
上沙尘立刻“遮天蔽日”，许多喀布尔市民平日出行
时也都常备口罩。

阿富汗的森林正以每年 !# 万立方米的速度消
失。阿国家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阿卜杜·阿里·穆达其
克告诉记者，“在过去 '"年中，阿富汗东部和南部的
森林消失了 #)+，西部和西北部森林消失率高达
%"+，战争是森林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许多阿富汗人上山砍伐灌木植被用来烧火

也是事实，毕竟冬天人们要取暖，”他无奈地说道，
“目前，阿富汗政府和喀布尔市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
列措施，以减少喀布尔市内的环境污染问题。”

尽管如此，目前的喀布尔市内依旧尘土蔽天。
“真希望阿富汗政府能好好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解决
人民的取暖问题。要不然，过不了 !"年，阿富汗可能
就没有森林了……”阿富汗同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监听是为了反恐，
任何国外目标都
可以被监听

“
”

2013年11月7日 星期四 环球扫描
责编：杨子岩 邮箱：guojihwb@126.com

在美国一档著名的电视节目中，评论员对监听事件表
达了自己的看法，“总统先生宣称对此 （监听） 一无所
知，但认为国安局干得不错”。

很显然，默克尔总理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之一。尽管
黑莓一直被认为是最为安全的手机，而默克尔被监听的事
实表明，黑莓技术故不过美国的高端技术，怪不得在商业
上会输给苹果。
《纽约时报》 用长篇的报道证实了美国情报机构联合

美国本土网络和通讯公司与其他国家情报机构进行的合
作。数十年来，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代号为“五只眼”、
“九只眼”和“十四只眼”的项目，与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约其他成员国有着不同层次的情报合
作。

该报道还首次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黑客项目。在一
项名为“量身定制进入行动”的项目中，美情报人员能潜
入全世界各地的电脑，窃取数据，并有时在计算机中留下
间谍软件。

不久前，美国驻巴黎、墨西哥城和柏林的大使被召

见，两位欧洲国家领导人给奥巴马打电话愤怒地提意见。
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刺探盟友国家甚至它们领导人的消息不
断被爆出，这至少让人不愉快。
《华尔街日报》 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称，美国国家安全

局终止了曾监听默克尔等外国领导人的间谍项目。此前，
奥巴马政府于今年夏天启动了一个内部审查工作，白宫才
了解到存在这种监听活动。

内部审查发现，国家安全局对大约 !" 个国家的领导
人进行监控。但白宫的解释也在暗示，奥巴马在近 "年的
时间里对此事一直蒙在鼓里。

但谁信呢？

无可否认，间谍活动始终存在。然而，过去 #$年里，
有两件事情共同改变了游戏规则。一是作为对“%·##”恐
怖袭击的回应，美国向情报部门投入的资源大大增加。二
是，在这个移动通信和大数据时代，“技术上做得到”的
范畴已发生根本转变。
“美国不是世界警察”，奥巴马在今年 %月有关叙利亚

演讲中曾经这样说。但这是误导。美国当然是世界警察，
只要带来的好处超过成本，它也愿意当。

据斯诺登爆料，“任何国外目标都可以被监听，为了
现在或将来的利益”。报道揭露，美国安局常规性地监视
友邦和敌国，以期掌握“外交优势”和“经济优势”。

之前有消息称，国家安全局在搞大范围数据收集和监
听，以此作为美国反恐努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
在窃听外国高官的手机，但窃听他们的通话会有何种反恐

价值？
监听美国民众的通话，监听全世界人民的通话，又有

何反恐价值？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巴西总统罗塞夫抱怨说，盟友不该
相互监听。这一方面显示了两者的幼稚，也反映盟友之间
的不平等。

美国人辩称，由于盟友的行动可能对美国造成巨大影
响，既然美国承诺要保护每个北约盟国，那么试图了解他
们正在想什么就是合情合理的。外交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
种方式，间谍活动则是另外一种方式。

关于德国总理遭窃听一事，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出现讽
刺或犀利的评论。如果美国人对盟友的抱怨继续麻木不
仁，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谁要求我们保护，谁就必须
容忍由我们来决定怎么做。”逻辑就是这样。

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美国人的隐私享有美国宪法和
法律的保护、不受侵犯，其他国家甚至是美国的盟友则不
享有。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面临的更大尴尬在于在这一监听事
件中，他们发现在美国人眼里，他们同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及新西兰有所区别，不过是二等盟友，美国的情报
机构禁止一切针对这些国家的间谍行为。

欧盟需要美国。尽管有关欧洲领导人遭美国窃听的猜
测在之前的欧盟峰会上引发愤怒，但各国还是排除了具体
的报复行为。怒不可遏的铁娘子最终选择了与美国签订互
不监听协议，这体现出欧洲在拥有丰富资源和高新技术的
美国情报部门面前的软弱无力。

嘘！说说美国的监听“厚黑学”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各国领导人如果想要通知奥巴马总统取消对美国的

国事访问，不用发公函，那样太浪费时间。只要自己给

自己发个邮件，信息就会迅速送到白宫。这样的笑话，

可以一笑了之，但必须重视。斯诺登在名为“真理宣

言”的公开信中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

部是“最恶劣的侵犯者”。

总统对监听一无
所知，但认为国
安局干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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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手机一度被称为“连默克尔都说好的智能手机”；
奥巴马 &$$%年出任美国总统入住白宫后，曾为保留自己
的黑莓而被迫与工作人员作“斗争”；卡梅伦也是黑莓的
忠实粉丝，甚至还在迪拜的一次会议中给大家展示自己的
爱机……

作为黑莓的忠实拥趸，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个曾经
标新立异的智能手机，如今已有一只脚踏进了坟墓。##

月 '日，黑莓取消了其原来的出售计划，为自己被收购的
命运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却终究免不了在股市里跌了一个
“#$年中的最低水平”的大跟头。

据国外市场调研公司消息，过去 '年里，黑莓占全球
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从 "$(左右降到可怜的 !(。原本依
靠独一无二的迷你全键盘占领市场的新生代智能手机，如
今不仅不能推出迎合市场的革新，还不忘睥睨一番竞争对
手———苹果手机的创意，笃定地相信没有物理键盘的触屏
手机是一场玩笑，而最终自己变成了玩笑。挣扎，也阻止
不了用户涌向苹果和三星。

而苹果在移动终端市场称雄了一些时日后，也开始品
尝到了创新瓶颈带来的差强人意。如果以首日排队购买苹
果新产品的人数来衡量，那么 )*+,-."系列推出之后确实
不如从前火爆。用户不用在排队等候的时候体验“摩肩接
踵”了，因为旗舰店的门口已不再有从前那般“大排长
龙”。

有分析指出，苹果渐受冷落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硬件
配置已然“不思进取”。自最早推出的令人惊羡的操作系
统、功能以及应用之外，从 !升级到 '时，苹果昔日鬼斧
神工般的创新便已难觅踪影。最近发布的 "/和 "0更是只
在机身和配置上做了些小修小改。

在创新的浪潮中，三星也在显示屏、镜头和操作系统
等方面大做文章，只是，除了老生常谈的超大屏幕和“独
门法宝”电子触控笔，消费者并没有看到什么值得张大嘴
巴的新奇，反而开始为其设计缺陷所导致的频繁死机而苦
恼。

俱往矣，诺基亚曾一度独占鳌头，引领风骚，但最终
难逃出售的命运。世事的变化真是耐人寻味，也值得当下
的弄潮儿沉思：若无法维持辉煌，是否只能步先驱者的后
尘？

##月 '日，伊朗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反美游行，隆
重纪念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使馆事件 !' 周年。颇具
意味的是，以此事件为基础改编的好莱坞电影《逃离德
黑兰》囊括今年奥斯卡三项大奖，一度引发伊朗强烈抗
议。在新一轮伊朗核问题“12#”谈判开始之前，游行
是否是一瓢当头冷水？美伊关系的缓和又将对中东局势
产生怎样的影响？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月 3日，日内瓦举行新一轮伊核问题会谈。伊朗
官方对此态度消极，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此前在会
见游行代表时称，“我不认为谈判可以带来伊朗民族期
待的结果”，美国人是“微笑的敌人”。伊朗总统鲁哈尼
也表示，对与西方缓和关系及核谈前景并不乐观。

但是美国人则把兴奋写在脸上。对于上一轮日内瓦
会谈的唯一成果———伊朗外长扎里夫的新建议案，美国
务院副发言人哈尔夫称，双方都对此进行了“严肃、有
实质性的谈判”。此前，副国务卿谢尔曼表示，伊朗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详细的、包含细节的建议”。但双方
都没有披露具体内容。

此外，谈判桌下又多了新的地缘杂音。除了以色列
坚决反对核谈判外，作为美长期盟友的沙特阿拉伯也表
示不满，这直接导致上月沙特拒绝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
常任理事国。沙特情报机构负责人苏尔坦亲王近日称，

美国在被沙特视为头号安全威胁的伊核问题上表现出了
“软弱”态度，沙特未来将“与美保持距离”。

各方施与核谈判的砝码无疑加重了。

各方底线相互纠缠

有关各方在谈判前似乎都亮出了底线。阿拉格希
称，“将材料运出伊朗是我们的红线”。无独有偶，俄
新社援引伊朗代表团成员的话称，“在任何情况下”伊
朗都不放弃铀浓缩计划。

此举只是为谈判开个好价？不得而知。国际社
会的经济制裁显然是伊朗真正关心的话题，只是这
恰恰变成了美国牢牢攥在手里的底牌。哈尔夫称，
在伊朗采取“可信、可核实”的举措前，美国不会
讨论放宽制裁。迫于是否“解冻”的国内压力，美
国极有可能坚持让伊朗先出牌。

更复杂的背景是，阿拉伯国家可能成为美伊核
谈判的最大牺牲者。 《纽约时报》 刊载的半岛电视
台政治分析师马尔万·比沙拉文章指出，谈判可能使
以色列成为地区唯一的核国家，波及巴以和谈进程；
同时，伊朗从美伊关系缓和中获取的地区影响力，
可能会加剧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教派分歧，从而引发
“全面教派冲突”。

如今，核谈判的继续推进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
底线。

谈判方式亟待转变

伊朗核谈判有太多的利益主体掺杂其间，似乎已经
进退两难。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考验着有关各方的容忍
度和耐性。

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永远是最主要的，正如俄罗斯中
东问题研究所专家谢尔盖·谢廖吉切夫说：“伊朗是一
个地区大国，它只是希望获得这一认可。”

但过分用核武器做文章，或许恰恰说明国家“硬实
力”的下降。马来西亚《中国报》刊文指出，国际社会
过去两年的制裁，已给伊朗带来沉重压力：石油出口已
减半，货币的币值已下跌了 &4!，外汇储备由 #$$$亿美
元下降到仅 !$$多亿美元；同时，由于无法进口重要货
物和设备，伊朗工业区的失业率已经攀升至 !"(。
“核问题谈判不是谁让谁、谁进谁退的问题，这不

同于商业谈判。”伊朗议长拉里贾尼接受采访时道破天
机。谈判需要“更加理性更加智慧的态度”，真正考虑
到双方的疑虑和需求，而非胁迫、唆使、一味施压。

对各方而言，也许是时候反思一下谈判方法了。

伊核谈判进退两难
任一丁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手机常有 创新何在？
李艾鑫

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日期仍无法确定

## 月 " 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国,阿盟叙

利亚危机特别代表卜拉希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无

法宣布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举行日期，但他

表示仍在努力推动今年年底前举行此次国际会议。

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