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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新看点有何新看点

1963 年 11 月 22 日，46 岁的肯尼
迪与妻子杰奎琳乘坐敞篷车经过得
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埃尔姆大街时，
突遭枪击身亡。此后，警方抓获的
嫌犯——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李·哈
维·奥斯瓦尔德也被人枪杀，留下许多
未解之谜。

眼下，尘封半个多世纪的1491份
文件终于重见天日，包括来自中央情
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国务
院和国防部的备忘录和电文等，主要
有以下几大看点：

一、奥斯瓦尔德前往古巴和苏联
驻墨西哥城大使馆的细节。在中情局
的一份备忘录中，涉及奥斯瓦尔德在
墨西哥城时如何致电苏联大使馆，要
求获得前往苏联的签证。他还曾前往
古巴大使馆，看似想要获得前往古巴
的旅行签证，并在那里等待苏联签
证。10月3日，也就是刺杀事件发生
前一个多月，他驱车通过得克萨斯州
边境的一个过境点，返回美国。

另一份标注日期为肯尼迪遇刺后
第二天的备忘录称，根据在墨西哥城
截获的一通电话，奥斯瓦尔德曾于当
年9月在苏联大使馆与一名克格勃官
员有过联系。

备忘录还显示，肯尼迪遇刺后，墨
西哥当局逮捕了一名古巴大使馆的墨
西哥雇员，据称奥斯瓦尔德曾与其有
过联系。这名雇员说，奥斯瓦尔德“自
称崇拜卡斯特罗”。时任古巴领导人
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为肯尼迪的对
手。

二、一份标注“仅限秘密之眼”的
中情局文件涉及所谓“美国政府刺杀
卡斯特罗”的计划，包括1960年“在古
巴境内线人帮助下，利用黑社会组
织”。

三、还有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当时
正在评估居住在新奥尔良的奥斯瓦尔
德，是否因为当地报纸刊登了美联社
记者对卡斯特罗的采访而受影响。卡
斯特罗当时警告说，如果美国试图帮
助除掉古巴领导人，将受到报复。

四、多份 FBI 的报告涉及该机构
调查监视小桑托·特拉坎特和山姆·吉
安卡纳等主要黑手党人物的行动，这
些人在肯尼迪遇刺的阴谋论中经常被
提及。报告还显示，20世纪60年代，
FBI定期监视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和波
多黎各活动的反卡斯特罗团体。

五、除了对肯尼迪遇刺案的调查，
一些文件还涉及用来监视古巴和苏联
驻墨西哥城大使馆的方法、设备和人

员，相关细节可能会引起人们对20世
纪60年代反间谍活动的兴趣。

不 过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称，在这近1500份文件中，绝
大多数似乎是外界已经知晓的内容。

长期研究肯尼迪遇刺案的杰斐
逊·莫雷也表示，研究这近 1500 份文
件仍需时间。但目前看来，没有什么
轰动性的内容。相比之下，美国国家
档案馆宣布“将相关档案收集数字化”
似乎更为重要。

尽管如此，国家档案馆此次披露
仍受到历史学家等人士热切期待。
在肯尼迪遇刺近 60 年后，他们仍然
怀疑——在冷战关键时期，一个问题
青年仅用一把邮购的来福枪，独自为
一场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暗杀负责？

遮遮掩掩遮遮掩掩

实际上，在肯尼迪遇刺后第二年，
美国政府负责调查案件的特别委员会
就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奥斯瓦尔
德属于单独行刺，无关更大阴谋。

不过美国民众对这一说法并不买
账，相关阴谋论说法也是五花八门，被
怀疑的对象包括 CIA、美国总统约翰
逊、苏联克格勃、美国黑手党等。

在舆论压力之下，美国国会1992
年决定在 25 年内陆续公开关于调查
的机密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原定于
2017 年 10 月公开最后一批文件。据
悉，相关文件和记录总共多达 500 多
万页，此外还有照片、录音和物件等证
据。

然而，美国政府一度以“防止损害
美国情报、军事、执法行动和对外关
系”为由，推迟相关文件公开。CNN
称，先是特朗普、后有拜登，在 FBI、
CIA等国家安全机构建议下，多次允
许推迟。有观点认为，CIA、FBI 等国
家安全机构一直在阻挠国会授权的披
露行动。

今年10月，拜登又以新冠疫情阻
碍为由，推迟发布计划，并宣布将在经
过“密集审查”后，分两批于2021年12
月15日和2022年12月15日之前公布。

艰难平衡艰难平衡，，争论持续争论持续

美国国家档案馆称，截至 15 日，
超过90%的记录已被公开。而长期研
究肯尼迪遇刺案的菲利普·谢农估计，
还有超过1.5万份文件仍部分或完全
保密，其中大多数文件来自 CIA 和
FBI，涉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
情报行动。

莫雷也表示，仍有一些重要内容
尚未公开，包括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

特对杰奎琳，以及肯尼迪兄弟罗伯特·
肯尼迪的访谈仍然受限。

他在推特上写道:“杰奎琳和罗伯
特都不相信官方说法，即肯尼迪是被
一个人无缘无故杀害的。他们私下里
说，肯尼迪是被他在国内的敌人杀害
的。这就是这些录像的内容，也是它
们如此敏感的原因。”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对美国政府
零零散散的做法表示失望，预计联邦
政府和研究人员之间的激烈辩论仍将
持续。

“总是‘下次’，”研究刺杀事件的
主要学者、弗吉尼亚大学的拉里·萨巴
托说，新公布的内容“微不足道，毫无
价值”。

萨巴托说，公布更多文件的重要
性不仅在于找到“确凿证据”，还在于
打破阴谋论。“缺乏透明度，在 58 年
后拿到这些文件就像拔牙一样，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阴谋论的原
因。”

呼吁美国政府公开更多文件的还
有肯尼迪的家属。“这是对美国民主的
侮辱。我们不应该在政府内部有秘密
政府，”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
迪10月表示，“58年过去了，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有什么理由不公布这些文
件？”

今年早些时候，肯尼迪的侄子、前
国会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也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为了国家利益，所有事
情都应该公开，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
了解我们的历史。”他指出，尤其是在
这个“充斥着阴谋论”和“普遍存在不
信任政府的倾向”的时代。

而国安人士表示，部分文件可能
会威胁到一些情报人员的安全，或者
暴露美国重要的间谍活动，因此有理
由不公开。

前CIA官员大卫·普雷斯说，由于
许多争议文件涉及冷战时期的秘密情
报活动，因此从理论上讲，政府有理由
拒绝披露 20 世纪 60 年代的机密信
息。他说，那个时期的CIA线人可能
还活着，并面临被曝光的风险，尽管这
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有可能”。

“可能有一个线人仍然掌握着权
力，或者仍然与某些人有直接联系，而
这些人对今天的情报收集来说是危险
的。”普雷斯说，“现在，必须在历史利
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近日，谢农也在美媒“政客”网站
上写道，出于安全原因，可能有一些文
件永远不会公布。但是，只要政府继
续隐藏一些文件，只会进一步助长阴
谋论。 本报综合消息

给钱给枪管够给钱给枪管够

一战中，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相继瓦解，连民族
腹地都要被外国列强肢解。继1917年十月革命产生苏俄后，
1919年，土耳其名将凯末尔也掀起民族革命，两个新政权有个
共同目标：驱逐协约国占领军，尽可能粉碎列强在它们中间安
插的“人造缓冲国”。

这其中，弱小的凯末尔更渴望苏俄帮助，苏俄领导人也
意识到土耳其对遍布中近东的突厥民族有重大影响，于是
双方决心放下过去三百年争斗的仇恨，向共同的敌人开
火。1920 年 4 月，凯末尔发表致苏俄呼吁书，希望建交，苏
俄立即响应，成为承认凯末尔政权的第二个国家。之后两
年，苏俄援土 1000 万金卢布（占土政府预算的 20%），外加大
批军火。凯末尔也投桃报李，当割据阿塞拜疆的穆萨瓦特
政权（以突厥人为主）想投奔自己时，他却逐出门外，支持苏
俄红军解放阿塞拜疆。紧接着，凯末尔派兵击败协约国扶
植的傀儡“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共和国”，策应红军在那里恢
复苏维埃政权。

不夸张地说，两国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蜜月”。

进攻势如破竹进攻势如破竹

面对苏土挥出的铁拳，协约国在近东特别是外高加索
扶植的傀儡政权一个接一个倒台，1920 年 5 月和 12 月，阿塞
拜疆和亚美尼亚都恢复苏维埃政权（不久加入苏俄），就剩
下“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还处于社会民主党统治下，他们
不仅容留协约国驻军，还继续支持俄国白卫运动，颠覆苏维
埃政权。

为了支持格境内的工农革命力量，1921年1月26日，俄共
（布）中央全会决定出兵格鲁吉亚。2月11日深夜，红军驻亚美
尼亚部队在格农民武装配合下占领格鲁吉亚博尔恰林县。2
月16日，苏俄第11集团军从阿塞拜疆进入格鲁吉亚南部，占
领舒拉维雷村。当天，格鲁吉亚共产党（布）在阿布哈兹地区
发动起义，宣布成立“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请求苏俄提供
军事援助。此刻，慌作一团的格鲁吉亚白卫政权推出旧沙俄
将军克维尼塔泽担任总司令，率领两万多正规军和2000名外
国雇佣兵抵抗红军，但他们哪里是红军的对手，2月25日就丢
掉首都第比利斯，撤往西部重镇巴统，并试图在里奥尼河建立
最后防线。克维尼塔泽后来回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巴
统有通往黑海的港口，方便从协约国获得援助，再不济，也能
从那里逃亡西欧。”

要领土可不行要领土可不行

红军和格军都没想到的是，羽翼渐丰的土耳其人却“先下
手为强”。3月8日，土军突然越过与格鲁吉亚的边界，击溃马
兹尼亚什维利指挥的格边防军，将巴统港收入囊中。按照土
方说法，此举是“帮助红军兄弟铲除白卫势力”，但真实意图是
吞并这一黑海要冲，扩大土耳其版图。

曾对凯末尔“有求必应”的苏俄这一回寸步不让。莫斯科命
令日洛巴指挥的第18骑兵师包围巴统，还把被土军打散的马兹
尼亚什维利残部收编过来，一起对付土耳其人，同时，莫斯科还
中断对土军援。仅仅过了一周，底气不足的土耳其就受不了，被
迫于3月16日同苏俄缔结友好条约，在获得苏俄一些权益方面
让步后，承认巴统保留在苏维埃国家里。3月18日，格鲁吉亚白
卫政权倒台，19日，土军撤离巴统，已是红军指挥员的马兹尼亚
什维利带领扛着红旗的部队重回港城。 本报综合消息

解密1491份肯尼迪遇刺档案

当地时间12月15日，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
了近1500份与前总统肯尼迪遇刺有关的解密
文件。有分析称，此举意在削弱外界对于美国
政府缺乏透明度的质疑。然而，目前看来这些

文件一如既往，未能给出新的重要发现，而舆论
对此并不买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持续对轰
动一时的肯尼迪遇刺案遮遮掩掩，令阴谋论愈
发甚嚣尘上。

盟友盟友““翻脸翻脸如翻书如翻书””

百年前苏土爆发“巴统之争”
近几个月，北约盟主美国与盟友土耳其不睦，后

者转而与俄罗斯大谈友谊，甚至要买俄制隐形机，简
直是造北约的反。不过，俄罗斯《军事历史》杂志警
告，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蜜月”往往不稳固，最典型的
莫过于百年前身处同一战壕的苏俄和土耳其就为一
块弹丸之地几乎大打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