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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彭砺青　　□自由撰稿人，香港　　2007年普利策奖得主提姆·韦纳，借着他那本厚厚的中情局历
史和里面丰富的中情局解密档案资料，向世人昭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闹剧。当我阅读这么一本书的时
候，里面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却令我读得津津有味。虽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毕竟作者是研究中情局
历史的权威，加上著名译者杜默，令本书更有分量。身为纽约时报记者的韦纳，曾走遍阿富汗、巴基
斯坦、苏丹等十八个国家，也曾担任《费城调查报》的调查记者，其撰写文章辑录成《空头支票：国
防部的黑字预算》（BlankCheck：ThePentagon‘sBlackBudget）一书，让他在1988年获普利策奖。他比
谁都有资格写这部历史。　　要知道一本书的价值，其中一个办法莫过于看看敌人的评价。中情局网
站的评论劈头便说“并非如它声称的，是一部中情局的正史，也不像许多书评人所说的，是一本研究
扎实之作”。然而作者得到更多的是赞许，韦纳通过五万多份来自国务院、中情局及白宫的文件，两
千多份美国情报官员、军人和外交官的口述历史，以及三百多份中情局官与退休人员的访谈，写成这
部有分量的历史。打开这本书，你就知道为何中情局网站会把此书评得一文不值：它揭示的中情局不
单是一个“国中之国”，在对目标国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策划一系列异想天开的颠覆行动，这些秘
密军事行动是盲目的，而且往往事先败露变成烂摊子，留下来的只有“灰烬的遗产”（书名原意）。
　　珍珠港事变后，鉴于国家安全需要，罗斯福总统设立战情局，战情局在二战结束时解散，但杜鲁
门总统鉴于共产主义势力坐大，于是成立了中情局。然而这个粗糙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便充满混乱，
各地情报站渗透了苏联派来的反谍和双面谍，其秘密军事行动也毫无周详计划，结果空降到敌国的反
抗军部队不是被杀便是被俘。韦纳追溯这段历史，细腻描绘中情局的几位创建者，包括大名鼎鼎的中
情局之父艾伦·杜勒斯、第二任局长史密斯将军，还有几位以悲剧收场的传奇特工，如毕赛尔和后来
神经失常的魏斯纳等人，他们曾在二战时担任情报工作，然而在中情局筹划工作时，对敌国的语言、
文化、经济状况，一点也不比苏联的同行专业。　　众所周知，中情局最名不副实的地方，就是它根
本算不上情报机关，它所得到的谍报大多是对手捏造的，或由线人捏造以图赚钱，而对将来发生的真
实事情往往懵然不知，例如抗美援朝战争、中苏分歧、中东战争、苏联解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9
·11等。作者指出，关键在于中情局从一开始就厌恶搜集情报，反而沉迷于从事秘密行动，如买票、
渗透颠覆、政变、暗杀、造谣、扰乱社会等工作，他们妄图改造世界。最终，美国只能向英国、以色
列等国购买情报。这也说明了为何美国对以色列立场不会改变，因为后者是她在中东地区的耳目。　
　中情局并非美国电影所显示的“无所不能”。相反，从杜鲁门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白宫已
想遏制它那不受控管的权力。中情局策动阴谋的角色往往与国务院外交使节的任务起冲突，美国总统
如尼克松等人事实上并不信任这班人，最终起用外交官进行秘密行动。韦纳对于杜勒斯的瞒上欺下和
魏斯纳的歇斯底里，有入木三分的描绘，也清楚记载了中情局每位传奇特工在各项重要任务中的立场
，还有各自的人事冲突，这些分歧和冲突往往令行动功败垂成，而失败后往往捏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话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后，新任总统肯尼迪的弟弟代替杜勒斯入主中情局，加上肯尼迪对古巴卡斯特
罗的强硬态度，令中情局得以进行更多荒唐的计划。　　古巴猪湾事件是美国中情局史上最大的败绩
。肯尼迪总统密谋暗杀卡斯特罗并登陆猪湾进行秘密军事行动，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失败，美国政府只
好秘密派U-2侦察机到古巴上空，岂料屡屡被古巴战机和飞弹击落，只好暂停侦察行动。在暂停侦察
的十四天内，恰巧苏联运送核弹头到达古巴，造成导弹危机。当然，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文件显示，这
些导弹其实是假的，但已叫美国政府上下心寒，造成威慑战的胜利结果，令美国撤销本来部署在土耳
其对付苏联的导弹系统。另外，古巴事件也可能间接导致肯尼迪总统遇刺，凶手奥斯瓦尔德曾在古巴
申请到苏联旅行，在苏联接触KGB暗杀部门主管。在肯尼迪遇刺前，中情局各地特工均见过此人，但
因为中情局人员的志大才疏，以致竟无一人向政府报告。　　此外，这本书巨细无遗地记载了许多冷
战时代至今的国际大事，也就是过去六十年间的世界史，还有中情局和白宫各部门之间的龃龉，这些
事件像内幕般揭示了中情局怎样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工作，而这种影响其实应说是失控，行政上混乱
到无以复加。也许有人认为作者有夸大之嫌，然而史实却告诉我们，即使保持客观审慎的态度，书中
所记述的亦泰半合情合理。作者引用《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吉本的话：“历史‘不过是记录人类的
罪行、蠢事与不幸’罢了。”作为中情局历史功过的脚注，也不嫌过分。即使到了现在，中情局仍然
不断犯错，事后也不用检讨，然而正是这种作风，牵动美国陷入无穷无尽的漩涡里，亦使国际局势急
转直下；他们在伊拉克找不出大杀伤武器，入侵伊拉克以后，美军陷入更深的泥沼，都是最现成的佐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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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時候，特工都以不平凡的超人形象示人。刀槍不入的占士邦和Jason Bourne，固然早已淪為我
輩笑柄；但打不死的救世英雄，我們還是依舊迷戀－－看著他汗流浹背，在最後一秒剪斷連接炸藥的
顏色線⋯但迷戀歸迷戀，可別忘記，特工也是人，犯錯闖禍的比率，理論上不比普通人低。《紐約時
報》記者Tim Weiner的近作《CIA罪與罰的六十年》就是本還原真相的佳作。作者鑽研美國情報新聞
二十年，走遍世界各地，引用五萬多份政府文件、兩千多份口述歷史以及三百多份訪談，寫下首部完
全根據一手報告和原始檔案寫成的中情局史。據他的說法，這個在冷戰時期建立的的情報機關，整整
半個世紀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從創建之初，帶著諜報作戰經驗不足的先天缺憾，中情局就一直
飽受欠缺人才、溝通混亂、行政冗員過多、前線精英不足等結構性問題，鮮有成功完成地下任務，更
遑論搜集精準的諜報。暗殺領袖、顛覆敵國敗績纍纍自不用說；連韓戰、中蘇分裂、中東戰爭、共產
陣營解體、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九一一事件，中情局也全沒料到，屢次被蘇聯甚至西方盟友的情報單
位玩弄於股掌。電影上看到的中情局成員，位位皆操六國語言的驍勇善戰之士，間中還有美女投懷送
抱──原來都出自60年代中情局主管Allen Dulles的公關手段與形象工程。英雄，原來是有出處的。公
關畢竟只是公關，除了包裝便無實際用途。或許形象工程得以讓中情局苟延殘喘，養活萬多公務員；
但其不思進取的自保心態，卻經常把整個世界的無辜人民推向戰火。這本書給予特工的啟示是：銀幕
上的牙齒再雪白，你也要擦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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