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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美國政府龐大監控計劃的中情局前

僱員斯諾登，相信仍滯留莫斯科機場。厄

瓜多爾和委內瑞拉曾考慮庇護，但近日態

度反覆，或正盤算與美國交惡的得失。美

國則加緊向相關國家施壓，阻止斯諾登再

逃，形成甕中捉鱉之勢。種種跡象顯示，

斯諾登的選擇和時間已無多，恐淪為國際

棋局下的犧牲品。

俄國總統普京日前表明，無意將斯諾登引渡美
國，但同時提到斯諾登愈早離開愈好，反映

俄方不願因斯諾登損害俄美關係。厄瓜多爾外長
帕蒂諾前日證實，曾與俄方商討安排斯諾登離
俄，但未達成結論。美聯社引述知情官員指，厄
國曾要求俄方讓斯諾登乘搭普通航班或厄國專機
前往越南或新加坡，與出訪這兩國的帕蒂諾會
面，好讓帕蒂諾帶他赴厄國，但遭俄方拒絕。

厄國內部對庇護斯諾登立場也不一致，總統科
雷亞日前強調，斯諾登踏足厄國領土或厄國駐外
國大使館之前，無法處理其庇護申請。科雷亞亦
提到，無意為斯諾登赴厄國安排交通途徑。

阿桑奇「指點」厄國僱英語翻譯

有報道指，「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高調為斯
諾登尋求庇護穿針引線，甚至游說厄國駐倫敦大使
館為斯諾登發出「難民旅行證」，行徑太搶鏡，厄
國政府不滿阿桑奇猶如在「主持大局」。科雷亞早
前裁定，該國駐倫敦大使館早前為斯諾登發出的旅
行證件無效，可見一斑。評論認為，科雷亞不惜將
斯諾登陷於困境，亦要給阿桑奇一個下馬威。

《華爾街日報》報道，阿桑奇上周一曾去信厄
國官員，稱願意為「維基解密」任何導致厄國政
府尷尬的行動道歉，但同時又在信中稱厄國應僱
用英語翻譯，否則難與斯諾登的代表溝通，似有

「指點」厄國政府做事之嫌。科雷亞前日透露，曾
與美副總統拜登商討斯諾登案。

委國得把口 古巴或拒過境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早前宣布有意為斯諾登提
供庇護，但除此之外並無實際行動，反映他打算
在「後查韋斯時代」改善對美關係。另一邊廂，
斯諾登計劃取道古巴前往厄國，有評論質疑古巴
會否冒 進一步惡化與美國關係之險，容許斯諾
登順利過境。

有外交官指出，隨 華府不斷加強對可能收容
斯諾登的國家施壓，斯諾登要逃離美國的追捕將
愈來愈難，稱時間很可能成為斯諾登的最大敵
人。 ■美聯社/路透社/《衛報》/《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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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因洩密而一夜成名，傳媒則
揭發他在少年時，是個愛打機、日本
動畫和在網上高談闊論的科技宅男，
喜歡證明自己高人一等。

斯諾登15歲讀高中時輟學，自認是
個宅男，同學說他當年是個安靜的金
髮男孩，整天黏 電腦不放，輟學後
沉迷電腦科技。斯諾登有一小群關係
緊密的朋友，會一起組裝個人電腦，
沉迷上網和日本動畫。一名朋友向

《紐約時報》說：「他就像我們一樣是
個宅男，我們打電玩、看動畫。」

流連論壇 言談傲慢

報道稱，斯諾登2003年起每天花幾
小時玩網絡遊戲，並流連各大網上論
壇和聊天室。在2007至2009年間，他

在科技新聞網站Ars Technica討論區留
下數百則留言，據說「他對自己發言
很有自信，有時到了傲慢的程度」。

Ars Technica表示：「他常覺得自己
是全討論區最聰明的人，故意要讓大
家知道這點。他隨時都可能為自己看
法展開激烈筆戰，即便沒人站他那
邊。」斯諾登也展現放任自由主義傾
向，支持曾有意角逐美國總統的共和
黨參議員保羅提出回到金本位制的構
想，並捐了250美元(約1,939港元)給保
羅競選陣營。 ■法新社/中央社

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涉嫌私

下向斯諾登發出「安全通行證」

事件，劇情一波三折。美國西班

牙語電視台Univision稱有通訊紀

錄顯示，證件是由厄國總統科雷

亞要求駐倫敦大使納瓦埃斯發

出，科雷亞事後卻要求官員否認

與證件有關，令事件撲朔迷離。

Univision報道指，電子紀錄顯

示「安全通行證」簽發前，由納

瓦埃斯作最後修訂，大使館亦表

示曾直接與科雷亞就斯諾登案件

的「特殊環境」進行討論。

■美國廣播公司

斯諾登的故事引人入勝，香港4

名業餘製片人趕在美國荷里活之

前，拍出全球首部以斯諾登為題

材、長約5分鐘的微電影，並上傳

到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公開。

電影以斯諾登最初聯絡記者時使

用的代號「Verax」(拉丁文解作

「說真相的人」)為名，講述斯諾

登藏身香港期間的經歷。

■印度《經濟時報》

傳厄總統曾拍板
通行證現羅生門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前日透露，斯諾登可能披露更
多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全球監控計劃的資料，有助民眾理解
美國監控行動的本質。

阿桑奇表示，斯諾登在《衛報》和《華盛頓郵報》揭發華
府的情報和網絡監控計劃，讓公眾以「鳥瞰角度」了解事
件，但監控的詳情才是洩密造成深遠政治影響的關鍵。他
說：「我們此前在高層次縱觀事件，目前需要進入國家、組
織和個人層面，才能知道自己淪為國安局監控目標。」

阿桑奇拒絕披露「維基解密」是否已取得斯諾登洩露的資
料，也拒絕進一步評論斯諾登的處境，指一切視乎各國的談
判。 ■《悉尼先驅晨報》

斯諾登以過境旅客身份逗留莫斯
科，對俄羅斯而言似乎也是個大難
題，克里姆林宮人權專員前日受訪時
甚至直言：「他為甚麼要飛來俄羅
斯？」分析指，斯諾登「不請自來」
令俄國陷入兩難局面：交出斯諾登，
恐會影響總統普京民望，收容他卻要
冒損害俄美關係的風險。

普京和外長拉夫羅夫日前先後評論
斯諾登事件，兩人口風一致，強調身
處機場過境區的斯諾登技術上仍未入
境俄國，他愈早離開對俄國和他都愈
有利。分析指，兩人言論反映克宮不

願淌渾水，既不助美方追捕斯諾登，
但同時無意包庇，有袖手旁觀之意。

不阻斯諾登自願返美

斯諾登父親朗尼前日表示，若華府
願意答應一定條件，有信心兒子會返
回美國，為斯諾登事件打開一條新的
出路。俄國家杜馬外交事務委員會普
什科夫前日稱，俄方「不應阻止斯諾
登做他想做的事」，包括讓斯諾登重返
美國，反映俄方不抗拒斯諾登「自願
返國」的解決方案。 ■《華爾街日報》

克宮陷兩難抱怨︰為何來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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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愛網遊
煲日本動畫

阿桑奇︰爆料陸續來

美國前總統卡特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時
表示，其他主權國家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庇護斯諾登。
他又確信斯諾登一旦被華府拘捕，將面對審訊。

卡特認為，斯諾登洩密或有正面影響，雖然他觸犯
美國法例，需為此負責，但侵犯人權和美國人私隱的
行為太過分，公諸於世長遠來說有其好處，美國人有
權知道國會做了什麼事。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卡特︰各國有權自決庇護

俄羅斯多名官員證實，斯諾登在莫斯科
機場過境區逗留，但記者連日來遍尋不
獲，懷疑斯諾登藏身在平常人難以進入的
地方。其中最有可能的地點，是專門接待
需長時間等候過境、而無入境簽證旅客的
諾富特酒店。有記者親身一探奧秘後，形
容這猶如一家「監獄酒店」。

美聯社東歐新聞總監菲利普斯日前為追
蹤斯諾登，特意安排了一次需在莫斯科等

候21小時轉機的旅程。他憶
述當日抵達機場後，獲安排
乘搭穿梭巴士前往諾富特酒
店留宿，途經滿布監視鏡頭
和鐵絲網的電子大閘，保安
異常嚴密。

354元一塊肉眼扒

菲利普斯指出，雖然酒店
房間提供無線上網和數條國
際電視頻道，但住客普遍被
禁止離開房間，即使希望到

走廊散步解悶，亦會受多部閉路電視和如
影隨形的警衛監視一舉一動。住客入住酒
店期間會獲提供早餐，其他食物則只能是
價錢偏貴的房間餐飲服務，如一塊肉眼扒
收費1,500盧布(約354港元)。

菲利普斯試過打遍酒店所有房間的電
話，嘗試找尋斯諾登但不果。他又發現若
要出外呼吸新鮮空氣，唯一方法就是借吸
煙為由外出，而當他向警衛要求時，卻被
拒絕。有報道認為，雖然行動會受限制，
但對斯諾登而言這家酒店仍算舒適，認為
他可能選擇長留酒店作為保護。

或躲政府人員專用大樓

媒體亦猜測斯諾登可能躲到政府人員專
用的客運大樓A幢，或是供外交人員使用
的休息室。有法律專家指出，過境區的規
例通常由該國獨自決定，意味俄方有足夠
彈性，任憑己意決定如何處置斯諾登。

■美聯社/美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

疑住「監獄酒店」 鐵網監視器侍候

德國《明鏡周刊》昨引述美國國家安全局
(NSA)2010年一份「最高機密」檔案，稱美方
曾在歐盟辦公室電腦動手腳，以進入歐盟內
部網絡，窺探通訊紀錄、電話紀錄、文件和
電郵。報道指，歐洲理事會布魯塞爾辦公大
樓的電話通訊亦是國安局監控目標。

斯諾登風暴席捲全球，身處風眼的華府卻

異常平靜，上月曾就國稅局等醜聞對政府窮
追不捨的共和黨更幾乎一致噤聲，亦未要求
官員辭職。

作賊心虛 共和黨集體收聲

分析指，監控計劃源自共和黨布什政府，
加上目前部分細節仍然模糊，均令共和黨有

所顧忌。明日接任國家安全顧問的美國駐聯
合國大使蘇珊賴斯認為，洩密案不會削弱奧
巴馬政府和美國外交政策。

有評論認為，國際輿論將焦點放到斯諾登
的「亡命之旅」，反而忽略他希望藉揭密引
發社會討論的原意。紐約危機管理顧問機構
MGP & Associates PR總裁保羅指出，斯諾登
未能確保社會把焦點放在揭密文件及相關討
論上，可能成為其最大敗筆，甚至將他的

「英雄」形象徹底摧毀。 ■美聯社/路透社

斯諾登微電影
港全球首製

■斯諾登可

能藏身莫斯

科機場諾富

特酒店。下

圖為酒店大

堂。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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