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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奥威尔曾在其小说《1984》中“创造”出

一个监控人们一言一行的假想国度“大洋国”。本月6

日，美国网络监控项目“棱镜”曝光，似乎折射出小说

的现实意义。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大

国，美国从克林顿时代的网络基础设施保护，到布什

时代的网络反恐，再到奥巴马时代的创建网络司令

部，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已演变为“从防护到威

慑”。德国《明镜周刊》刊文说，“9·11”恐怖袭击后，美

国的安全结构被大幅调整，各安全机构之间建立广泛

信息流，自由与安全的关系也被改变。

“棱镜”项目曝光后，白宫频频将“反恐”作为说辞

和“脱罪”借口。美国总统奥巴马9日辩护说：“你不能

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和

100％便利。”美国家安全局官员允诺，将于下周拿出

更多该项目在反恐工作中发挥作用的证据。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棱镜门”丑闻是奥巴马政府

对欧洲乃至全球信息霸权独享和控制的体现，造成了

包括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网络信息安全恐慌。

非政府网络研究机构表示，由于世界主要网络技

术公司的总部几乎都在美国，参与互联网世界活动者

的隐私都有可能被“棱镜”项目侵犯。

鉴于此，“棱镜门”事件的外溢效应持续发挥作用。

欧盟已致信美司法部长，要求其就监控项目相关疑问作

出“迅速”答复。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达不满，要求奥巴

马访德时继续澄清此事。八国集团峰会将于下周召开，

“棱镜门”或将成为峰会“躲不开的”焦点。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香港900人举行游行声援斯诺登

据国际在线报道 15日，香港多个团体联合发起

声援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的游行(上图)。

当天的游行是由香港20多个团体联合发起的，人

数最多时达到了900人。游行队伍从中环遮打花园

开始，终点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游行队伍一路高喊

中英文口号，要求美国政府放弃追究斯诺登，同时批

评美国入侵计算机网络，要求美方尽快澄清事件，停

止监控行为。游行队伍里有不少外国人参加，他们认

为斯诺登披露机密，是为了重大公众利益，不应将他

引渡返美。游行队伍在抵达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之后，

要求递交请愿信，领事馆派出一名领事接信。

据悉，斯诺登现在还在香港，但是关于他具体的

藏身位置还是一个迷。关于是否应该将他引渡回美

国，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也不统一。

埃及总统穆尔西15日晚在开罗宣布，埃及断绝

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所有外交关系，并召回驻叙大

使，关闭叙驻埃及使馆。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穆尔西此举意在向巴沙尔政

权施加更大压力，推动阿拉伯国家对叙政府采取更强

硬立场。另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穆尔西采取这一步

骤是为了呼应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

军事援助的决定。

是否呼应美国决定

本月13日，美国政府“认定”叙利亚政府军对反对

派武装动用化学武器，越过了美国划定的“红线”，并决

定向叙反对派提供更多援助。时隔两天，穆尔西就宣

布埃及同叙利亚断交。埃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穆尔

西此举同美国的上述决定不无关系。

埃及苏伊士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贾迈勒·萨拉马认

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国常常做出呼应美国中东政策

的决定。埃及是这些盟国中的一员，穆尔西此举正是为

了呼应美国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

但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开罗代表处负责人贾布

尔·舒菲认为，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的

决定同穆尔西的表态未必直接相关，但美国确实曾经

“鼓励”穆尔西做出此类决定。

观察人士认为，埃及同叙利亚断交，在时间上同

美国向叙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很接近。无论

穆尔西的主观想法是什么，但与叙断交与美国的决定

形成了叠加效应，给巴沙尔带来更大外交压力。

会否引发他国效仿

阿拉伯国家外长本月5日在开罗阿盟总部召开叙

利亚问题紧急会议，重申政治途径是解决叙利亚危机的

唯一选择，呼吁在叙利亚尽快成立享有完整行政权的过

渡政府。外长们在声明中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对叙利亚

局势的干涉，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介入。

分析人士认为，穆尔西宣布埃及同叙利亚断交，会

不会在阿拉伯国家中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值得关

注，不能排除其他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政府宣布“断交”

或采取其他更强硬措施的可能。而这种情况对西方国

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是一种“支撑”。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叙利亚称埃及“不负责任”

据新华社电（刘阳 陈聪）叙利亚官方16日发表

声明，称埃及总统穆尔西断绝埃及同叙利亚政府所有

外交关系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6日说，穆尔西呼吁在叙利

亚领空设立禁飞区，这是有损叙利亚主权的做法，受

益者只有美国、以色列及其在该地区的“工具”。

据新华社电（张利 杜白羽） 据朝中社

16日报道，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发

表“重大谈话”，提议同美国举行政府间高

级会谈，以消除朝鲜半岛紧张局面、实现地

区和平与安全。

发言人表示，如果美方真心关注缓和

半岛紧张局势、保证美国本土在内的地区

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对对话和接触不设前

提条件。在会谈中，朝美双方可就缓和军

事紧张状态、将停战机制转换为和平机制

以及美国所提出的“建设无核世界”等双方

所关心的诸多问题进行“广泛和真诚的协

商”。会谈场所和时间可由美方决定。

发言人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朝鲜军

队和人民不变的意志和决心。但朝鲜半岛无

核化绝不是为了“朝鲜弃核”的无核化，朝鲜

的无核化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的

无核化，是以完全终结美国的核威胁为目标

的无核化。朝鲜拥核是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的自卫和战略性的选择。朝鲜核拥有国

的地位将继续维持下去，直到整个朝鲜半岛

实现无核化，外部核威胁完全消除。

发言人表示，朝鲜关于缓和半岛紧张状

态、实现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立场是始终如一

的，如果美方真心希望看到“无核世界”和局

势缓和，就必须抓住机会积极回应朝鲜的提

议。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的选择。

美国回应：
要求朝方遵守安理会决议

朝鲜昨日发出与美国进行高层会谈的

提议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作出回

应，称美国一直乐意与朝鲜对话，并拥有交

流渠道，但朝鲜必须遵守安理会决议，最终

同意无核化。另外，美国表示，美方周二周

三将与日韩两国一同讨论朝方提议。

伊朗内政部长纳贾尔15日在首都德黑兰宣布，

前首席核谈判代表、温和保守派总统候选人鲁哈尼

当选伊朗第１１届总统。

分析人士指出，鲁哈尼从多名强硬保守派候选

人的围堵中胜出，令人颇感意外。这匹“黑马”的出

现，反映了伊朗民众“求变”的心声。他上台后，伊朗

在经济政策、与西方关系以及核问题谈判方面或许

会出现变化，但这些变化有多大，还需继续观察。

时势造“黑马”

在现任总统内贾德执政的8年时间里，伊朗在外

交上，特别是在核政策上采取了“不妥协、不投降”的

强硬立场，导致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恶化。其后

果是，美、英、法、德等国联手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

西方制裁的后果从2011年年底开始显现：伊朗

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幅下降，与外国银行的金融往来

被完全切断，本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不断加

剧，失业率高企不下，民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面对伊朗现状，鲁哈尼打出“变革”大旗吸引选

民。他承诺自己当选总统后将致力于挽救伊朗经

济，组建一个“充满智慧和希望”的政府，强调在“理

性和智慧”的基础上，通过“与世界合作和纠正自身

错误”解决自身问题；在外交上，他主张与国际社会

建立“建设性互动”，通过谈判解决与西方的分歧，以

缓解西方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的压力。

鲁哈尼的这些温和主张迎合了伊朗社会各阶

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求变”的

愿望，因此，他的人气不断走高。

“黑马”欲变革

凭借“经济繁荣、政治务实、文化活跃”的竞选口

号，鲁哈尼成功把握了选民对伊朗前途命运的期

待。分析人士指出，鲁哈尼上台后，将履行自己的承

诺，对伊朗国内和国际政策，特别是在经济、外交和

核问题方面的政策进行改革。

鲁哈尼当选后不久，美国、法国、意大利均表态

愿与鲁哈尼接触或对话。意大利外长埃玛·博尼诺

说，意大利相信在鲁哈尼执政后，伊朗与国际社会可

以立即建立起以建设性对话为基础的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鲁哈尼在伊朗核问题谈判方面

或许也将调整立场。2003年至2005年哈塔米担任

总统期间，鲁哈尼出任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促成了

伊朗与英、法、德就伊朗暂停铀浓缩问题达成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鲁哈尼依靠民众“求变”心理当

上总统，但能否借力推行变革，使伊朗摆脱内外交困

的局面，目前尚难预料。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鲁哈尼：承诺与美国复交

据中新社电 鲁哈尼1948年出生在伊朗城市索

尔赫，后来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亚大学获

博士学位。据称，除了母语波斯语外，鲁哈尼能说流

利的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和阿拉伯语。

鲁哈尼虽然表示不会向西方要求“低头”，但是他

决心寻求“同世界进行建设性互动”。他还誓言要和

伊朗的老对头美国恢复自1979年断绝的外交关系。

朝提议同美举行政府间高级会谈
会谈场所和时间可由美方决定

“黑马”当选伊朗总统
释放变革信号

埃及为何同叙利亚断交美国“棱镜门”
敲响全球网络安全警钟

穆尔西（中）向民众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