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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世界的风声：中央情报局在行动》

内容概要

《窃听世界的风声——中央情报局在行动》是一本军事题材的书籍。中央情报局自成立以来，其行动
遍及全球，它成功地阻止了共产党在意大利上台执政，分别颠覆了伊朗和危地马拉的左翼政府，在吉
隆滩战役中声名狼藉，参与组织了在许多国家的秘密军事行动⋯⋯
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窃听世界的风声——中央情报局在行动》不仅介绍了中央情报局的成立过程
，还对中央情报局在苏联、朝鲜、越南、伊朗、古巴等地的秘密行动作了详尽的描述，同时也介绍了
它在国内的一些行动。
全书向读者展开了一幅幅世界现代史上大国博弈的画卷，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对今天的人们依然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那些对政治、军事、历史感兴趣的人而言，本书将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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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详细的一部关于美国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的书籍。中央情报局产生于二战后，工作就是
搜集外国情报，虽然确实做了不少事情，但同时也很扯淡，书中有句话对其的评价很到位：总是“关
键时候掉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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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世界的风声：中央情报局在行动》

章节试读

1、《窃听世界的风声：中央情报局在行动》的笔记-第1页

        前言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可谓大名鼎鼎。很多人提到中情局，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或是愤恨地咬牙
切齿，中情局自成立以来创造了很多无限的可能。有人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动荡，有一大部
分都是中情局行动的结果。
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在那一天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任务是
为了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搜集外国的信息，然后通过分析把这些信息转化为供行政当局参考的情报
，同时协调政府有关部门的对外情报活动。
1947 年 9 月 18 日，根据《国家安全法案》，中央情报局(CIA)正式挂牌成立。此后，杜鲁门总统每天
接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中情局局长。截至2009年奥巴马上台，中情局已经经历了21位局长。中央情报局
局长都是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还担任总统和国会的高级情报顾问，现任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常
被称为总统的“耳朵”。中情局积极地行动着，他们积极搜集全世界的情报信息，服务于美国国家安
全，向总统提供所需的战略情报。中情局的行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可谓无孔不入，享有“隐形政
府”之称。
1948年6月，杜鲁门总统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央情报局可以在国外从事各种秘密行动。这类行动是由美国
支持或领导的帮助友好政府或敌对政府的反对派的行动，这种行动的准备及执行方式必须保证美国政
府的责任只限于有关人员才能知道；而在一旦暴露时，美国政府能够否认其责任。秘密行动的方式包
括宣传、心理战、经济战、破坏、反破坏、颠覆政府、准军事行动、援助地下反叛运动、支持受到共
产主义威胁的西方国家内部的反共组织等等。总之，除了传统的大规模战争之外，到处都有中情局的
身影。
自中情局成立以来，其行动遍布全球，暗中操作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1948年，它策划的大规模
宣传攻势成功地阻止了共产党在意大利上台执政；1953年和1954年，它分别颠覆了伊朗和危地马拉的
左翼政府；它在古巴吉隆滩战役中声名狼藉；在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中，它提供的精确的情报在很
大程度上阻止了核大战的浩劫；它是搞垮智利的萨尔瓦杜·阿连德总统的幕后黑手；它参与组织了在
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老挝、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等地的秘密军事行动⋯⋯
中情局不仅会在敌对国家搞秘密行动，也会对友好国家搞秘密行动。在中情局看来，几乎没有一个国
家是彻底友好的，任何国家都可能变得反美，或者因其中的某些因素变得反美。中央情报局需要掌握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动态，然后酌情进行秘密行动。
由于中情局的成立太过于仓促，根基不稳。还没站稳脚跟，就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各项秘密行动了。
结果在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秘密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它费尽力气始终没有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最大的敌
人——苏联赶进地狱；它好不容易扶植了一个亲美政权，而这个亲美政权最终却把政权弄丢；它费劲
心机暗杀卡斯特罗，却又没让卡斯特罗命归黄泉；它很早就对越南跃跃欲试，却在越南之行的泥沼中
艰难前行；它与伊拉克的恩怨持续了十几年，直到现在都无法摆脱⋯⋯但是，在与恐怖组织的较量中
，中情局挽回了不少颜面，特别是活捉萨达姆，击毙拉登，这让美国中情局有了底气。
不管怎么说，中央情报局是当代美国社会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之一，美国早已不能没有中央情报局，它
需要通过它掌握其他国家的动向。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政府建立的中情局是美国政府控制世界，窃
听世界风吹草动的一个难得的工具。

2、《窃听世界的风声：中央情报局在行动》的笔记-第260页

        

3、《窃听世界的风声：中央情报局在行动》的笔记-第1页

        
第一章 挂牌——千呼万唤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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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多番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美国建国以
来，周边无强国，因此美国朝野上下普遍认为不存在直接的外来威胁。但是中央情报局之父——多诺
万，却极具先见之明，他多方奔走，奋力疾呼美国应该建立一个中央情报机构。经过多年的努力，中
央情报局终于在1947年9月18日成立了。从此开始了它窃听世界风云的秘密行动。

1. 中央情报局之父——多诺万

威廉多诺万是个典型的美国佬，精力充沛，才华出众，富有进取精神，是一个集浪漫主义、机智头脑
和敏锐思维于一身的天才。他对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但又能培养密切的人际关系。
他在华尔街开办律师事务所时，他的下属都对他忠心耿耿。多诺万与好几届总统的私交都不错，在政
府和国会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
1924年，多诺万由加尔文柯立芝总统任命，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助理，日后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
加胡佛当时是他的下属。
多诺万和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俩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在纽约州出生并长大
；都生性乐观，精力充沛，相信勇气能够创造奇迹；都崇尚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并希望把这一信
念传播到全世界。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但是对他们的私交从未有什么影响。多诺万是怎么和美国情
报机构扯上联系的呢？这源于当时的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不存在统一的情报机构。除了专管国内的联邦调查局外，美国没有从事国
外情报工作的统一的机构。国家的情报活动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各
个情报机构工作任务重叠，各自为政，收集的情报信息七零八落，缺乏整体性、协调性，人员素质低
下，技术手段和工作方法十分落后。
罗斯福上台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非常不满意，于是开始重用私人情报网。他跳开政府的规定，
直接挑选和使用一些对他极为忠实和可靠的人，这些人直接对他本人负责。这些人中间有外交官、军
方人士、记者、作家、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是他的私人朋友。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多诺万就是其
中之一。
1940年12月，罗斯福总统委派密友、社交广泛的华尔街律师威廉多诺万赴英国、巴尔干、北非和地中
海等战区考察谍报工作，学习经验。
在当时，情报工作较为出色的除了苏联就当属英国了，英国情报机构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英美从来都
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非常希望美国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情报机构。在那里多诺万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
。英国谍报机构首脑孟席斯向多诺万介绍了英国谍报工作的经验，并特别强调了美国组建统一情报机
构的迫切性。多诺万在伦敦期间，还受到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的接见。他们就谍报工作的重要
性不厌其烦地提醒多诺万，多诺万对此也深表认同。 
1941年3月，多诺万带着满腔的热情回到美国。多诺万向罗斯福总统提议，仿效英国的方法，建立一个
专门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搜集敌情，并为总统提供咨询的机构。罗斯福对这一提议非常动心，但是陆
、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多诺万的机构会侵越自己的权限，都拒绝与这个“随
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人共事。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多诺万的多方努力，和总统的一再坚持，1941年7月，美国情报协调局正式成立
，由多诺万出任局长。
情报协调局是美国最早的一个情报联合机构。当时，情报协调局主要从事对敌国的战略情报研究，收
集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供总统决策时参考。他们还承担了一些对外宣传活动，以配合政府的
对外政策。
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为公开和隐蔽两部分。公开活动主要是从事情报的分析和研究。招聘来的学者大
多在研究分析处，这里把学者的研究方式首次运用于情报工作领域。他们在华盛顿雾谷的几栋破烂不
堪的大楼里工作，监听轴心国的广播，钻研农业报告、工业统计、科技杂志和当地的报纸，了解德国
占领区发生的一切。
该局的隐蔽工作仿效了英国特别行动执委会的职能，主要在德国敌后从事破坏、游击战等活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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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情报部的“K”是管理密探的影子机构，后来被情报协调局接管，成为其秘密工作的主要部分。
情报协调局的人数不断增多，但是实质性的工作却没有起色。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但是情报协调局事先对日本突然袭击的意图竟然一无所知，多诺万
是在接到罗斯福电话之后才得知此事的。对此，多诺万很惭愧，罗斯福也有些生气，其他部门的指责
之声更是不断。
多诺万求胜心切，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提出了不少作战方案，比如建议轰炸日本火山，以便造成火山喷
发，将日本埋葬在熔岩和灰烬中，这个计划实在太离谱了，好在美国没有实施。
痛定思痛，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建立强大的对外情报机构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下令将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
结合，成立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是中
央情报局的前身。它的工作内容是破坏、谍报、反间谍和部署、实施秘密行动，这些工作成为后来中
央情报局的基本行动范围。
战略情报局集情报分析和秘密行动于一体。但是战略情报局只是为了应付战争而成立的临时部门。成
立之初，国会对其有诸多限制，比如，战略情报局不得查阅从日本和德国截获的最重要的通信资料。
这些要求和限制不利于多诺万全面地开展工作，因此，多诺万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应该成立一个
“中央情报”部门，以便能快速而准确地了解国外的意图和活动。其实，他是想把战略情报局这个临
时部门变成永久性的情报部门。
当时，罗斯福总统也正有此意，因为他太想了解苏联的意图了，当然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安于现
状的国家。于是，罗斯福命令白宫的工作人员对战略情报局进行调查，看战略情报局是否可以成为永
久性的“中央情报部门”。可遗憾的是，调查的结果还没有出来，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了。多
诺万的希望顿时变得渺茫了。
跟他预料的差不多，调查部门交给新上任的杜鲁门一份关于战略情报局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声称，战
略情报局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报告还说，多诺万是个非常不称职的情报领导，并列
举了一些事例。
对于这样的评价，多诺万很气愤，但是这种气愤又无处发泄。
多诺万知道自己的理想可能很难实现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不轻易认输的人，于是，他决定
试一试。1945年5月的一天，多诺万敲开了新总统杜鲁门的办公室门，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美国
现在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情报部门，这是很危险的。杜鲁门的回答很干脆，意思是成立的这样的部门完
全没有必要。多诺万只好带着遗憾走出了杜鲁门的办公室。
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杜鲁门把多诺万革
了职，1945年9月13日，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该局下属的情报研究分析处和行动处分别由国务
院和陆军部管辖，战略情报局的资产和人员顷刻之间一扫而光。
尽管多诺万被杜鲁门罢免，但是建立中央情报局的基本框架，以及由立法所确定的地位都没有超出当
初多诺万提出的构想范围。美国人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代特工对他推崇备至，他被公认为“中央
情报局之父”。
多诺万逝世后，中央情报局特地设立了“威廉多诺万奖”，以纪念这位建立美国统一情报基业的意识
鼻祖，而且每逢中央情报局及其老特工人员们搞庆典时，会场正面总要高悬他的画像。

4、《窃听世界的风声：中央情报局在行动》的笔记-第258页

        后记
  
        中情局多年以来，最善于搞秘密行动，但是“9·11事件”后，美国情报界充分认识到情报分享的
重要性，除加强国际合作外，美国情报界各机构之间以及各个机构内部都广泛开展了情报分享活动。
中情局积极配合联邦调查局，对最头痛的基地组织的调查加强了情报机构间合作的改革计划，并强调
要在中情局内部的情报分析和搜集部门间加强合作。
        “9·11事件”后，民众对情报界提出了严厉批评，民众普遍存在对情报界不信任危机，因为在当
时的不安全气氛中，人们谈论的只是通过改革提高情报界打击恐怖主义的效率，而对情报机构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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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保障却不信任。因此，美国总统布什重申设立国土安全部的重要性。布什表示，提出设立内阁
级别的国土安全部的建议，是要整合包括海岸防卫队、边防警察、海关、移民署、交通安全署以及联
邦紧急事故处理署等美国各重要机构，使这些新部门的员工“每天早上上班时，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
保护美国公民”。
    布什还说道，设立新部门是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大的政府结构重整行动：当时设立的国家安
全会议至今还在协助美国对外打击恐怖主义，但现在美国需要再次改革以保障国土和人民的安全。同
时，进一步完善中情局的职能机构、反恐怖体系，健全组织机构。中情局主要负责有关恐怖活动的情
报搜集和分析。该局设有研究恐怖分子劫持人质小组和反恐怖情报中心。
    根据有关法令，中情局的主要职责就是为总统的国家安全决策提供依据，其局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情报顾问，还是整个情报界的头，这就决定了中情局在美国情报界的地位，它是最接近国家安全决
策程序的情报机构。但中情局局长并不拥有对其他情报机构发号施令的权力，只起说服、协调作用，
美国情报界的各个机构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为加强情报分享，中情局设立了一个情报办公室，
由中情局派员管理，并由其派出专家帮助联邦调查局搜集和分析情报。为了获得第一手情报，美国中
央情报局派特工打入了“基地”内部。
        据说，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美国的确截获了组织此事的“基地”高层通信资料，但
由于当时分析人员对拉登手下日益复杂的“暗语”不知所云，从而根本无法确定对手的具体行动方针
是什么。尽管如此，当时来自阿富汗的种种谣言仍暗示着某种大行动可能发生，但这些并没有引起中
情局高层的足够重视，这引起了国会调查人员的强烈批评。针对如此情况，布什在2004年7月24日发表
的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笼统地表示，自己领导的政府在今后开展反恐行动时将参考调查委员提出的建
议。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不久就来到中情局总部视察并发表讲话，他这次视察的目的是鼓舞中情局
员工的士气。他对该部门的员工表示，对美国公众，尤其是情报部门来说，如今是向前看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可能犯了一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教训，引以为鉴。不过，我们能够
勇于承认这些过错，然后继续迈步向前。这一点，让我作为美国总统，从内心感到骄傲；这一点，也
应该让中央情报局的各位员工，从内心感到骄傲。”奥巴马的信心和姿态，让中情局长舒一口气，有
了总统的支持与信任，他们又开始了新的窃听世界风声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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