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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又一名医生
涉嫌在非洲非法狩猎
据新华社电 美国 1 名牙医 1 周前被
控在津巴布韦猎杀该国最出名的狮子
之后，又有1名美国医生被列入违法猎
狮的调查对象。此人是 1 家违反规范
的狩猎公司客户。

据报道，在匹兹堡经营女性健康
诊所的西斯基，被津巴布韦点名是“尼
亚拉狩猎”的客户。这家狩猎公司的
老板已因经营违法狩猎活动被捕。

7 月，明尼苏达州牙医巴默在津巴
布韦国家公园内杀害明星狮子塞西
尔，引发社群媒体舆论沸腾，示威抗议
不断，还有人发起请愿呼吁引渡巴默
到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环保部长穆钦古里称巴
默是“外国盗猎者”，他上周表示，巴默
应被交给辛巴威官员，面对司法。

“非洲之角狩猎”网站上，放了1名
男子和他自称用弓箭杀害的斑马、非
洲水牛、驼鸟等动物合照，男子被认出
是西斯基。

津巴布韦政府表示，塞西尔遭杀
害后，津巴布韦公园暨野生动物管理
局等执法机构，开始广泛调查狩猎业，

“取缔并杜绝违法狩猎活动”。
不过，南非“梅尔拉尼狩猎”老板

杜林顿表示，西斯基猎到的战利品都
有交出，他的行动“完全合法”。

■专家分析

美国监听盟友“上瘾”
与此前暴露的美国对德法等盟

友的监听如出一辙，美国对盟友似
乎监听“上瘾”。透过事件，可以发
现美国对盟友的监听已成传统，盟
友对此也并非全然不知，暴露了盟
友间的分歧与怀疑。

一是监听乃情报收集重要手
段，并非总统一人所为。美国的监
听制度不仅针对盟友，更涉及全球
大多数国家。

对于美国的情报机构而言，涉
及军方、政府等各个部门，具有一定
的独立性，甚至情报部门的领导人
有时可以越过总统采取监听行为。
尽管如此，美国不会放弃监听制度，
由美国不愿与德国签署“互不监听”
协议、对法国的监听言行不一等行
径可以发现，美国不会放弃这一情
报收集手段，总统也没辙。

二是美国对盟友监听已成传
统，以此加强联盟管理。按常理，监
听主要针对敌对国家，盟国似乎很
难成为对象。事实并非如此，“联
盟”经常被认为是权宜之计，联盟之
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战略分歧和利
益分化，进而也难以保证盟国间在
所有问题上时刻保持一致。更为重
要的是，美国与盟国之间在经济等
方面存在竞争，这也促使美国对盟
友的经济情报的监听较多，以实现
知己知彼。

三是监听范围包罗万象，涉及
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相对
于对军事、外交的监听而言，美国对
盟友的内政的监听已成重头戏。

四是日本的冷淡回应旨在委
曲求全。与德法对美国监听行为
的强烈抗议相比，日本显得比较
冷淡与安静。个中原因，除了日
本和德法的民族性格差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日本对美国的
联盟需求更多，不愿因此恶化联
盟关系。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

美海洋学家

难以根据洋流
追溯MH370坠机地点
据新华社电 疑似马航MH370航班残
骸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被发现后，
不少海洋学家认为，即便这片残骸确
认属于 MH370，根据印度洋洋流来反
向追溯定位坠机地点几乎不可能。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特别
项目部负责人戴维·加洛曾领导搜寻
团队在 2011 年成功找到 2009 年失事
的法航 447 航班的大部分残骸。这位
专家昨日表示，新发现的那片疑似残
骸不会缩小搜寻范围，凭借一片残骸
反向追溯定位坠机地点并不现实。

“洋流不是一条平稳的传送带或
者餐桌转盘，它的情况非常复杂，要考
虑多种因素，比如季风、台风等”，他
说，“依据客机失事 500 天后找到的东
西，将其反向定位到 4000 多公里以外
的地方，我不认为这主意会帮助我们
确定更好的搜寻地点”。

此前搜寻MH370航班客机的范围
主要集中在印度洋南部靠近澳大利亚
西海岸的海域，而法属留尼汪岛位于
这一区域以西约4000多公里外。

此外，根据新找到的残骸反向追
溯定位极为困难。如果确认残骸属于
MH370 航班，只能帮助确认该航班已
失事坠毁。

叙利亚军机在居民区坠毁
致25人丧生
据新华社电 叙利亚政府军一架战机 3
日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某居民
区内坠毁，造成25人丧生、数十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架“米格”战
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于伊德利卜省南
部埃里哈镇一座市场内。由于战机坠
毁区域人流密集，因此人员伤亡惨重。

战机坠毁原因及飞行员下落尚不
明朗。

今年5月，埃里哈曾被叙利亚反政
府武装联盟“征服军”占领。“征服军”
成立于今年 3 月，该联盟以极端组织

“支持阵线”为主。“征服军”目前占据
伊德利卜省大部分地区，叙政府军经
常空袭这一地区的“征服军”目标。

而对菅义伟作为政府发言人的回
应，一些日本民众表示不满。

“‘如果属实，极为遗憾’。明摆着
一直在窃听。”一名网民写道。

“用一句‘极为遗憾’就完事了。这
样的领导层，日本不会出问题吧？为什
么不抗议？另一名网民说。

“安保也是这样。美国真的把日本
当成属国。对日本如此表里不一的国
家真少见。”一名网友这样表达对美国
的不满。

“虽说（日美）是盟国，（二战结束）
已经70年了，（日本）仍被作为‘战败国
’对待吗……”一名网民无奈道。

大哥不靠谱！日遭美监听
日本政府装聋作哑 日本网友不干了

维基揭秘网上月 31 日披露，美国
国家安全局最早2007年就监听日本政
要和大企业通信，包括官房长官秘书、
经济产业大臣、日本中央银行、三菱商
事的天然气部门、三井物产的石油部
门，主要收集与日美关系、贸易谈判、核
电政策等相关的政治和经济情报。

这是美国监听盟友行动最新一次
被公之于众。

这家网站说：“这些（遭曝光的）报
告表明了美国对日本政府情报工作的
深度，显示美方从日本政府各部和办公
室收集、整理了大量情报。”

然而，按照菅义伟的说法，由于采

取了“万全之策”，日方的秘密没有泄
露。

昨日，外务省一名发言人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日美正就报道涉及的“信息
收集”事宜沟通，日方将“继续采取一切
必要手段保护信息”；三菱和三井公司
拒绝表态。

昨日，美国驻日大使馆拒绝发表评
论。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以这起
事件涉及保密文件为理由拒绝表态，同
时对美日关系不吝溢美之词，称日本是
美国的“坚定盟友”，日美关系“从未（如
现在）这样牢固”，是亚太地区“和平与
繁荣的基石”。

按照维基揭秘网的说法，美国国安
局涉及监听日本的 5 份文件中，3 份与
日本政府对气候变化态度或立场有关，
其余两份涉及农业贸易问题，包括美国
对日本的车厘子出口。除 4 份为“绝
密”文件外，另外一份文件被标注为美
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
的共享情报。

维基揭秘网创始人阿桑奇在一份
声明中说，“我们现在也知道了，美国人
听到了、也看到了所有东西，并把日本
领导层的这些考量分享给英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虽然日本与美国
互称盟友，但上述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情
报合作历史更为悠久。

维基揭秘网先前陆续披露美国国
安局监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
国多任总统的通信，引起两个欧洲国家
的强烈反应。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对这
次遭监听的报道反应措辞谨慎。

日本外务省一名发言人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日本和美国正就有关报道涉

及的“信息收集”事宜展开沟通，但他拒
绝提供其他细节。

这名发言人称，日方将“继续采取
一切必要手段，保护（日方）信息”。

日本媒体对这次事件眼下着墨不
多，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仅简单转引维
基揭秘披露的内容。

美国窃听肆无忌惮

日本网民：为什么不抗议？

维基揭秘网站7月31日曝光美国政府监听日本政要和大企业。放别
的国家，这可是一件大事。消息遭曝光3天后，日本政府昨日终于正
式表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这一事件
简要作答，拒绝就“民间组织发布的来路不明的文件”予以置评，同时
表示，日方“正强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核实这一
消息。“如果属实，作为盟国，日本感到极为遗憾，”菅义伟说。
据新华社电

维基揭秘网站

日本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