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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

内容概要

斯诺登曝光了美国政府秘密进行许久的“棱镜计划”，随之而来的有关监听、黑客攻击、网络战的爆
料，让奥巴马政府卷入窃听丑闻当中，也让全世界享受互联网之便捷、智能手机之多样的人冒了一身
冷汗原来手机的gps定位会暴露个人信息；原来facebook上的通信会被第三方看到；原来煲电话粥时的
情话会成为fbi的破案线索⋯⋯原来，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第三只耳朵” 。
人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隋岩编著的这本《窃听风云（斯诺登与棱镜计划）》将沸沸扬扬的“ 
棱镜门”事件进行了完善的整理和深入的发掘，到底“棱镜门”是个什么样的计划？美国政府为何如
此，又能从中看到什么？美国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在这个计划中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除了斯诺登之外，还有哪些追求公平、正义、理想的告密者？一切疑惑，都将在《窃听
风云（斯诺登与棱镜计划）》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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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

作者简介

隋岩(1966年6月28日—     )。男，汉族。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籍贯辽宁。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教授、
博士、硕士生导师。 社会任职：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
全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获学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北京广播学院获博士学位。1989年参加
工作，曾任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兼任国际关系学院国
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加入
北京作家协会。
著有《符号传播的诡计》《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等。《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获第五届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理论一等奖，《后现代：网络春晚的文化指向》获第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理论三等奖
《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获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优秀学术专著奖。
2004年论文《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获第五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理论一等奖。 2004年专著《当代中
国电视文化格局》获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国家一级学会）优秀学术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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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现实版的窃听风云——小角色撬动世界
一 斯诺登抛出重磅炸弹
二 英雄还是叛徒？
三 斯诺登冲击波
第二章  透过棱镜监视全世界——“棱镜计划”
一 棱镜计划究竟在做什么？
二 谁在执行棱镜计划？
三 浮出水面的网络暗战
第三章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斯诺登的战友
一 把越战报告公之于众的人
二 冒死泄密的上等兵
三 黑客罗宾汉
第四章  “棱镜计划”的主角——国家安全局
一 监控行动由来已久
二 人多钱多无处不监视
三 以反恐为名的情报之战
第五章  “棱镜计划”的配角——联邦调查局
一 电话线铺满全球
二 被忽略的策划者
三 穆勒局长调查斯诺登
第六章  斯诺登的前任老板——中央情报局
一 斯诺登的前辈们
二 复仇的图书管理员
三 霍华德的前车之鉴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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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

精彩短评

1、这书我在“读书吧”听完的，说书的太厉害，我听着觉得思路清晰流畅，非常不错。
2、介绍揭露美国监听世界的英雄人物——斯诺登的传记，比较详细具体，值得一看。当然，很多内
容都是网上已有的汇编，作者能不能写为“著”还值得斟酌？
3、补充登记。有助于开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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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

章节试读

1、《窃听风云》的笔记-第8页

                不管政府、民众的争论如何，从皮尤公司的民调报告可以看出，在“9.11”事件留给美国人的
伤痕尚未痊愈的时候，在波士顿爆炸案留下的血痕尚在眼前的时候，一向将个人权利、个人隐私放在
第一位的美国人已经做出了巨大让步——为了安全，宁愿放弃部分隐私。

2、《窃听风云》的笔记-第87页

                或许真的印证了那句“历史是年轻人推动的”，1967年，36岁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将“五角
大楼文件”公之于众，导致美国提前结束越战；2010年，22岁的布拉德利·曼宁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
富汗的所作所为泄露给维基百科，引发全球关于战争、人权的大讨论；2013年，29岁的爱德华·斯诺
登将美国的监听计划曝光，让人们重新思考信息自由与网络安全。尽管个人命运会因时局、政治因素
发生变化，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创造的历史却将永远记录在案。

3、《窃听风云》的笔记-第164页

                在恐怖主义时代，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反恐”更具有信服力了。2001年《爱国者法
案》通过之后，FBI将“国家安全信函”看成了和企业之间交流的工具。“国家安全信函”授予美国政
府部门无需司法监督，就可获得有关美国人的财产和通信的详细信息，这可给FBI这样的情报部门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FBI将它当成了一种获得信息的手段，仅谷歌一家，就曾收到过上千封来自FBI的“国
家安全信函”，为此，FBI因为滥用“国家安全信函”而受到指责。

4、《窃听风云》的笔记-第113页

                 针对阿桑奇的指控（——指性侵害）或许有些离奇，但在瑞典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瑞典
在网络立法方面非常宽松，有关性暴力方面的立法却非常严格，尽管在婚姻生活和性关系上保护女性
的利益。一位墨尔本的律师在文章中讽刺说：“在瑞典，你需要一个法学学位来搞清楚你是否被强奸
了。”

5、《窃听风云》的笔记-第43页

                奥巴马在针对“棱镜门”的回应中就辩解道：“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
有100%的隐私、100%的便利。”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也说：“英国的守法公民永远不会知道
政府部门为了阻止你的身份被盗或者挫败恐怖袭击所做的一切事情。”按照他们的逻辑，信息被窃取
，通信内容被监听的公民应该对政府部门感恩戴德才对。

6、《窃听风云》的笔记-第50页

                提到NSA，就不得不说一下美国庞大而复杂的情报机构。美国的情报体系，是由美国政府管辖
下的16个情报机构组成的，由国家情报总监（DNI）领导，进行各种情报活动。这一体系主要执行两
方面的计划，一是国家情报计划（NIP），二是军事情报计划（MIP）。除了CIA是独立的情报机构外
，其他15个情报机构均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如军事情报部队、国防情报局、海军陆战队情报机构属
于国防部，FBI和海岸警卫队调查处属于司法部，恐怖主义及金融情报办公室属于财政部。

P146
       2004年1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情报机构改革法案，决定设立情报总监一职，成立国家反恐情
报中心。如果说，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为了防止珍珠港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一次的情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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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

构改革法案就是为了防止“9.11”事件的再次发生。

7、《窃听风云》的笔记-第133页

                 在美国情报机构的体系中，最烧钱的莫过于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三个机构
。它们在2013年的财政预算分别是147亿美元、108亿美元和103亿美元，占情报体系总预算的68%以上
。而且，预算这种东西向来是用来掩人耳目的，这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管用的手段。在越战时期，除了
公开的预算外，CIA每年都会得到一笔庞大的资金，用来进行预算之外的活动，想必NSA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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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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