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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受审
,

热热闹闹出书
,

冷

冷清清过生日

—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的狱中生活也算
“

丰富多彩
” 。

5 月底
,

法庭又一次提审萨达姆
。

自被捕后
,

他一次次在法庭上
“

慷慨陈

词
” ,

外界对此已经麻木了
。

反倒是他

的新书在日本出版的消息
,

吸引了不少

眼球
。

萨达姆新书 日文版的译名叫 《恶魔

之舞》
,

5 月 19 日上市
。

这是他被捕前

写的最后一部小说
,

书中虚构了一个部

落顽强抵抗外族入侵并最终获胜的故

事
。

虽然故事发生在 巧oo 年前
,

但明

显有
“

借古写今
”

的意思
。

萨达姆的长

女拉加德曾透露
,

此书完稿于 200 3 年

3 月 18 日
,

正好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

前 夕
。

拉加德把书稿当成宝贝
,

揣着它

到处找出版商
。

现在
,

日本人
“

慧眼识

金
” ,

觉得书稿中潜藏着商机
,

因此大

张旗鼓地炒作
“

全球首发
” 。

不过
,

就算此事被炒得再热
,

也改

变不了萨达姆牢狱生活的寂爽凄凉
。

这

些日子
,

他看起来特别郁闷
,

恐怕并非

因为 12 平方米的牢房太小
,

也不是因

为马桶上满是黄色斑迹
、

洗脸盆和毛巾

又旧又脏
。

这些他 已经都习惯了
,

更何

况狱方刚给了他一双新的塑料拖鞋
,

还

有卫生间除臭剂
。

他感到懊恼
,

是因为

屋子里又安了新的摄像头
。

当狱卒通知萨达姆要装摄像监视装

置时
,

他就不同意
,

因为摄像装置已经

有了
。

萨达姆的牢房外面
,

有一个用铁

丝网隔成的种有花草的小院
,

铁丝网上

装着长明不息的探照灯
;

再往外
,

一个

架在高处的广角摄像头时时刻刻对着萨

达姆的房间
。

萨达姆认为没有必要再装摄像头
,

但狱卒却很坚决
,

说这是特别法庭的决

间
,

生日是法定的国家节 日
,

万众祝寿
,

总统府和他的提克里特家乡
,

几乎成了

鲜花和歌声的海洋
。

然而今天
,

他孑然

一人
,

形单影只
,

而且受尽屈辱
。

两相

对比
,

处境真是判若云泥
。

其实
,

萨达姆应该还不知道
,

就在

他所在的
“

克罗拍战俘所
”

外面 巧 公

里处
,

巴格达驻伊美军总部已经下达命

令
,

要求各地驻军在这一天加强安全戒

备
,

以防止武装分子在萨达姆生 日之际

制造爆炸或袭击事件
。

不过
,

4 月 28 日这一天根本没出

什么大动静
。

在伊拉克
,

除 了逊尼派

穆斯林聚居的萨马拉市张贴了几张画

着萨达姆像的宣传画外
,

没有人像战

前那样走上街头
,

为
“

尊敬的领袖
”

过生 日
。

在伊拉克人心中
,

萨达姆的

影子正 渐行渐远
,

他的生 日仿佛 已成

为遥远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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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前总统

埃斯特拉达大摆寿筵

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与萨达姆

同龄
,

都是 69 岁
。

跟萨达姆相比
,

他

的日子过得真是惬意
。

说是
“

囚徒总统
” ,

其实埃斯特拉达几经争取
,

当局已允许

他住在自家的别墅里
。

老埃的软禁生活

不仅衣食优裕
,

有时甚至还能大宴亲友
。

一个多月前
,

老埃的生日宴会就是高朋

满座
,

风风光光
。

老埃只比萨达姆大 9 天
,

生日为 4

月 19 日
。

此前
,

为采访这位已被幽禁

5 年的 政 要
,

记者曾通过几

位当地媒体朋

友与老埃身边

的律师
、

发言

人等联系
,

但

由于反贪法庭

禁止其接受媒

体采访
,

无法

实现
。

后来
,

一位朋友策划

让记者冒充商

人
,

化名参加

老埃的生 日宴

会
,

该方案也

获得了老埃儿

子的支持
,

但

风险太大
。

因

为警方要对参

加宴会的客人

逐一摸底
,

一

旦查出有记者

混入其中
,

可

能 会 惹 出 麻

烦
。

不过
,

记

者还是找到 了

近距离观察老

埃的机会
。

他生 日当天一早在教堂做

弥撒
,

然后作为证人出庭
,

记者都得

以 目睹
。

放埃拉普
”

等字样的橙色布带
,

高喊
“

埃

拉普
” ,

高唱
“

生 日快乐
” 。

记者问身边

的人
: “

几点来的 ?
”

对方答道
: “

昨天

晚上就来了
。 ”

8 点差 5 分
, “

寿星
’

终 于到 了
。

在荷枪实弹的警察的押送下
,

老埃乘坐

一辆枣红色面包车疾驶而至
。

车还未停

稳
,

已被人群团团围住
。

在欢呼声
、

掌

声
、

爆竹声及乐队演奏声中
,

戴着茶色

宽边眼镜的埃斯特拉达刚将脑袋探出车

「1
,

就兴奋地向支持者们挥手致意
。

在 5 年的幽禁生活中
,

老埃每年都

要举行生 日弥撒
,

但今年的弥撒似乎让

他更加激动
。

这不仅因为教堂外 2 (X) 0

多名支持者及众多政客 朋友前来祝寿
,

更重要的是
,

主持此次弥撒的安东尼奥
·

托比亚斯主教亲口 向老埃道歉
,

请

求他原谅教会 200 1 年 l 月 2 0 日对其采

取的行动
。

当时
,

教会对推翻埃斯特拉

达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

埃斯特拉达在弥

撒中说
: “

许多人问我生 日愿望是什么
,

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
—

我什 么都不

要
,

只要还我一个清白⋯ ⋯我同时希望

菲律宾人摆脱贫困
,

希望人们没有恐惧

和压迫
,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人们无

条件地寻求正义与真理
。 ”

听证会上 的吞枪舌列

幽 蔡不误过生 日

4 月 19 日早上 6 点多钟
,

记者驱

车来到教堂时
,

这里已聚集了 2侧X) 多

名老埃的支持者
。

不少人头扎写有
“

埃

拉普 (埃斯特拉达的昵称 ) 无罪
”

、 “

释

弥撒结束后
,

埃斯特拉达与亲友们

在教堂的地下餐厅举行了生 日早餐会
。

因此
,

原计划 9 点 30 分开始的听证会被

推迟到了 10 点
。

由于听证会现场只能容

纳不足 100 人
,

旁听人数受到严格限制
。

好在记者早早递交了采访申请
,

才没有

被挡在门外
。

跟前几次听证会一样
,

老

埃继续驳斥对他的指控
。

他被控的主要

罪名是收取
“

保护费
” ,

庇护非法赌博
,

并把高额烟草税回 扣揣进腰包
,

等等
。

老埃气呼呼地说
: “

这是谎言
,

我没接受

过非法赌博一分钱⋯⋯我从未与任何人
,

特别是
‘

花档
’

老板串通一气
。 ”

今年晚些时候
,

陪审团将宣判老埃

是否有罪
。

有分析人士认为
,

即使反贪

法庭调查出埃斯特拉达确实有罪
,

但现

任总统阿 罗约为了摆脱 目前的政治困

境
,

也有可能与老埃达成某种妥协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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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释放

“

电影奇 才
”

平 步音 云

埃斯特拉达 19 3 7 年出生于一个平

民家庭
,

在 10 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
。

他的父亲是工程师
,

母亲是家庭主妇
。

埃斯特拉达的少年时代在贫穷中度过
。

19 5 5 年
,

他突然对表演产生 了兴趣
,

不顾母亲的强烈劝阻
,

辍学走进演艺圈
。

在此后的 10 年间
,

埃斯特拉达共出演

了 100 多部电影
,

曾连续 5 年被评为
“

最

佳 男主角
“ ;

影迷们把他誉为
“

电影奇

才
” 、 “

银幕罗宾汉
” 。

19 69 年
,

埃斯特

拉达弃影从政
,

先后当选圣胡安市长
、

参议员
、

副总统
,

并被评为菲律宾
“

公

共管理十大杰出青年
”

等
。

在 19 98 年

5 月 11 日的总统选举中
,

61 岁的埃斯

特拉达 当选菲律宾第 13 任总统
,

得票

率近 4 00/0
,

成为该国历史上得票率最高

的总统
。

埃斯特拉达上台后
,

正赶 上菲律宾

等东南亚国家努力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

大选前
,

菲律宾人非常希望他能带领人

民走出经济困境
,

缩小贫富差距
。

然而
,

埃斯特拉达执政能力有限
,

加上他把影

星的一套生话方式带入总统府
,

生话腐

化
,

妻妾成群
,

整 日生活在纸醉金迷
、

胶筹交错之中
。

因此
,

他执政两年多就

陷入了政治危机
。

2 (洲) 年 10 月 3 日
,

南伊罗戈斯省

省长辛森突然 召开新闻发布会
。

他声称
,

19 9 5 年 11 月至 2 0C旧年 8 月
,

埃斯特

拉达从全国的非法赌博
“

花档
’

经营者

手中收取了约合 8 00 万美元的贿赂
,

并

从南伊罗戈斯省的烟草税中抽取了 200

多万美元的回扣
。

辛森的指控立即引起

了轩然大波
,

成为埃斯特拉达倒台的导

火线
。

2 00 1 年 1 月 20 日
,

在军警首长

l在阵倒戈的情况下
,

副总统阿罗约在天

主教会的支持下
,

将执政 只有 32 个月

的埃斯特拉达赶下了台
。

3 个月后
,

反

贪法庭以
“

经济掠夺罪
’

逮捕了埃斯特

拉达
,

关押在国家警察总部克莱梅军

营
。

几天后
,

执政当局为防止出现意外
,

又将其转移到郊外的黎刹省军营
。

2仪抖

年 7 月
,

反贪法庭批准埃斯特拉达的请

求
,

允许他呆在位于黎刹省的私人别墅

内等待法庭审判
。

虽然埃斯特拉达像笼中鸟一样被软

禁
,

但他在菲律宾的政治影响依然很大
。

他一直是反对派的灵魂人物
,

其妻子路

易莎
、

儿子金戈伊都是参议员
,

另一个

儿子约瑟 目前是圣胡安市长
。

埃斯特拉

达被捕后
,

阿罗约总统曾在一个月内两

度前往探望
,

嘘寒问暖
。

每年的圣诞节
、

母亲生日
、

其本人生 日等特殊 日子
,

法

庭也往往准许他和亲友团聚⋯⋯ 由此可

见
,

埃斯特拉达在菲律宾政坛仍有不可

估量的影响
。

利比里亚前总统

泰勒可能还想逃

自 4 月初利 比里亚前总统查 尔

斯
·

泰勒首次出庭受审
,

已经过去了两

个月
。

对许许多多的受害者来说
,

这些

天是度日如年
。

泰勒不得到公正的判决
,

他们的心灵就不会平静
。

好在已经把这

分仙送上了法庭
,

关进了监狱
,

做到这

一步也不容易
。

选地老手落入法网

自 200 3 年 8 月倒 台 以 来
,

泰勒一直流亡尼 日利亚
.

2《X陌

年 3 月 17 日
,

利比里亚新政府

向尼日利亚正式提出了引渡泰勒

的要求
。

3 月 2 5 日
,

尼 日利亚

政府流露出把他交出受审之意
。

两天后
,

泰勒就不见了踪影
。

尼

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一怒之下
,

下令将负责监视他的 22 名警察

全部逮起来
。

泰勒会逃向哪里?

人们担心
,

他从此人间燕发
。

这

家伙可是个逃跑的老手
,

早在

21 年前
,

就实现过一次电影情

节般的越狱行动
。

当时他还不是

5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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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总统
,

因故在美国被关押
。

泰

勒生性暴躁
,

哪肯乖乖待着
。

他跟 4 个

狱友到处寻找机会
,

最后生生锯断了洗

衣间窗户上的钢筋
,

又拽着用床单结成

的绳索
,

从高墙上滑下
,

安然着地
。

事

隔 2 0 多年
,

还能又让泰勒给跑了? 联

合国秘书长安南闻讯也着急起来
。

还好
,

这次泰勒没逍遥多久
。

3 月 29 日
,

在

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交界
,

海关人员拦下

这样的学生也拿到 了学位
。

泰勒从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本特利大学毕业时
,

已经是经济学学士了
。

19 50 年
.

仍在

美国的泰勒听说国内出了事一一时任利
比里亚军士长的多伊发动政变

,

夺取了

政权
。

泰勒立即启程回国
,

并迅速给自

己搞了个官儿当
。

一天清晨
,

泰勒溜进

财政预算机构总务管理局负责人的办公

室
,

宜布自己成了这儿的一把手
。

谁想

199 5 年
,

利比里亚各派签署和平

协议
,

两年后该国举行大选
。

泰勒如愿

当选总统
。

对于当年的选举
,

有观察家

称其
“

自由
”

、
“
公正

” 。

但也有专家认为
,

大多数民众之所以选泰勒
,

是出于恐惧
.

因为他声称
,

如果自己落选就意味着利

比里亚要重开内战
。

而他的竞选口号竟

然是
: “

他杀了我妈妈
,

他杀了我爸爸
,

但我还是要选他
。 ”

例行透施 枚支下 台

了一辆灰色吉普
。

一搜查
,

发现车内有

成捆的美元
。

再一查
,

车内的白袍男子

正是泰勒
。

消息传到安南耳朵里
,

他当天就表

示
,

对此
“

感到欣慰
” 。

安南还说
,

不

能让泰勒这样的人逍遥法外
。

让日理万机的联合国秘书长如此关

注
,

泰勒这些年到底干过些什么事?

欢琅老爸劫拳头

194 8 年
,

泰勒生在一个美裔利 比

里亚家庭
,

年青时就因嚣张的个性臭

名远扬
。

由于家里未能及时给他交学

费
,

泰勒竟对父亲施以拳头
。

因为竞

选学生会干部失利
,

他又扬言要将学

校付之一炬
。

到
,

多伊竟然认可 了他自封的这个官
。

但没多久
,

两人就开始针锋相对
。

多伊

控告泰勒挪用了 100 万美元的公款
。

泰

勒不得已又逃回美国
。

在那里
.

他仍未

能摆脱被捕的命运
。

接着出现了上文所

说的那一幕
,

泰勒在美国成功越狱
。

也

有人说
,

这是美国人故意放泰勒一马
。

重获自由后
,

泰勒没有直接回到利比里

亚
,

而是到 了加纳
、

布基纳法索和科特

迪瓦等西非国家活动
,

并在利比亚接受

了游击训练
。

198 9 年 12 月
,

泰勒率领他在国外

创立的
“

全国爱国阵线
’

武装打回国内
。

第二年
,

总统多伊被叛军处死
。

但叛军

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

利比里亚陷人无政

府状态
。

泰勒则借机混水摸鱼
,

拉拢一

切值得利用的力量
。

一旦大权在握
,

泰勒立即将他的政

府变成了敛钱机器
。

他给邻国塞拉利昂

的反叛武装提供资金
、

军火和培训
,

甚

至还派遣自己的部队前往助战
,

致使塞

拉利昂的内战久久难以平息
。

战乱中
,

从白头老妇
,

到天真幼

女
,

都难逃被蹂摘的厄运
:

数千人被残

忍地砍掉肢体
,

数万人失去了生命
。

震

天的哭声中
,

沽满受害者鲜血的钻石被

塞拉利昂叛军首领源源不断地运往利比

里亚
。

泰勒则继续给他们提供武器
。

研

究走私的专家认为
,

当时的利比里亚几

乎成了各种武器的集散地
。

甚至有人怀

疑
,

泰勒和
“

基地
”

组织也建立了联系
。

一个欧洲调查机构曾声称
,

掌握了泰勒

庇护一名
“

基地
”

组织成员的证据
。

泰勒就这样为所欲为地当了 6 年总

统
。

20 03 年 6 月
,

联合国指控他犯下

了战争罪
。

泰勒立即予以否认
,

称外界

根本不了解自己
。

然而
,

此时的他
,

大

势已去
。

反政府武装兵临城下
,

要求泰

勒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
。

同年 7 月
,

美

国总统布什两次发出声明
,

要求以泰勒

下台作为美国派遗维和部队的前提
。

8

月 10 日
,

泰勒发表全国 电视演说
,

说

美国要其离开利比里亚的
“

愚鑫政策
”

会害了这个国家
。

听起来嘴还挺硬
,

可

第二天
,

他就宣布下台
,

随后流亡尼 日

利亚
。

套华的 流亡生 活 到头 了

说是流亡
,

其实泰勒的生活舒服

得很
。

尼 日利亚政府在东南邻的港 口

城市卡拉巴尔为他准备 了一栋豪华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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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派系
“

为了未来联盟
” ,

在秘香

大选中
,

竟得国会 12 0 个议席中的 15 个
,

成为秘鲁第四大政治派系
。

藤森跟前妻

所生的女儿藤森庆子以秘香历史上最高

票数当选国会议员
。

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获议会的绝

对多数席位
,

无论哪一派执政都需要藤森

派 巧 席的支持
。

目前
,

得票第二位的总

统候选人加西亚已经主动向藤森派表示联

合的意图
。

慈森派政治行情看涨
,

使得蔽

森面临引渡
、

起诉的可能性明显下降
。

回过头来看
,

藤森为什么要在面临

国际通缉令的情况下
,

执意离开日本前

往智利? 当然不是自投罗网
,

而是他不

甘心政治寂爽
,

为了推动秘普国内的支

持者
,

不惜孤注一掷
。

前段时间
,

藤森

力
,

原 因在于
,

不少秘鲁民众怀念他

执政时的表现
。

19 00 年
,

藤森以第二

代移民
、

一介文人的身份参加秘鲁大

选
,

击败各个传统大党
,

一举当选总统
。

此前
,

秘鲁政治腐败
,

经济浙于崩债
,

199 0 年通货膨胀率高达 76( X更/0
。

藤森

执政后积极推行改革
,

经济进人稳定发

展阶段
。

1995 年
,

藤森再次参选并轻

松获得连任
。

使藤森底得国际声誉的是一起人质

事件
。

1996 年 12 月 18 日
,

日本驻秘

鲁大使官邸正在举行日本天皇诞辰庆祝

活动时
,

秘鲁反政府组织
“
图帕克

·

阿

马鲁革命运动
”

的武装分子突然冲入使

馆
,

扣押了在场的秘鲁政界要人和外国

使节共 4(X) 余人
。

该组织提出以人质交

2(X X) 年
,

藤森借着自己的声望第三

次当选总统
。

这一时期
,

秘鲁政界的许

多政治派系已经联合站在藤森的对立面
,

立志要把他赶下台
。

同时
,

藤森政府内

部的腐败问题也逐步暴落
。

同年 9 月 14

日
,

反对派公布了一段国家情报局长蒙

特西诺斯向议员行贿的录像
,

引发政坛

地震
。

由干蒙特西诺斯一直是藤森的亲

信密友
,

这段录像使藤森的政治信誉大

受打击
。

此后
,

藤森处魔日益艰难
。

2 00 0 年 11 月 19 日
,

藤森赴文莱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八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
,

然后以看病为名前往 日本
,

并突然宜布辞去秘鲁总统职务
,

留在

日本
。

次 日
,

秘鲁国会罢免藤森
。

而后
,

秘鲁政府又向 日本提出引渡藤森
。

日

本政府则确认藤森拥有 日本国籍
,

不

能被引渡
。

仍有超过 15 % 的支特率

虽然被监禁
,

但他与家人之间的联系却

很方便
。

4 月 13 日
,

庆 子在获得选举

胜利后还再次赴智利与藤森商讨政治形

势
。

可以说
,

藤森起到了遥控指挥本派

系竞选
、

为本派系拉抬声势的作用
。

从成功 总晚到流亡他乡

藤森之所以在流亡多年后仍有号召

换 4 6 0 名被关在监狱里的
“

战友
” ,

但

秘鲁政府拒绝接受
。

双方健持 了 126

天
。

19 97 年 4 月 22 日
,

秘鲁特种部队

约 200 多名士兵
,

在藤森的直接指挥下
,

从地道冲入 日本驻秘鲁大使馆
,

在 38

分钟内迅速解决了人质事件
。

此次行动

被誉为处理人质事件的
“

典范
” ,

藤森

身穿防弹背心在现场指挥的照片也因此

传迫了全世界
。

从 2 (X) 0 年 1 1 月到 2 0() 5 年 1 1 月
,

总共 5 年的时间
,

藤森一直居住在 日本
。

这段时期
,

不少媒体都认为藤森的政治

生命已经结束
,

许多报道中也都说他晚

景凄凉
。

但实际上
,

藤森一方面有富裕

女友片冈都美相伴
,

一方面并没有真正

放弃政治图谋
。

他在 2 00 3 时就宣布要

再次参加秘鲁总统大选
,

此后又多次重

申要赴秘鲁参选
。

秘鲁国内形势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

一些有利于藤森的因素
。

一是对藤森腐

败的指控至今没有找到具体证据
,

不少

人相信
,

许多腐败事情是蒙特西诺斯所

为
。

二是秘鲁经济形势不佳
,

社会问题

丛生
,

有人开始怀念藤森执政时期的
“

好

时光
”。

据去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

藤森仍然拥有超过 15% 的支持率
。

藤森曾把自己的执政风格称为
“

推

土机式
” ,

也就是认准 目标以后强力推

行
、

决 不妥协
。

他曾发动 自我政变
,

解散最高法院
,

解散议会等
,

把不听

命于自己的政客一个个赶下台
。

如今
,

这个
“

推土机
”

被放出高墙
。

他在政

治上是否还会有什 么作为
,

人们拭 目

以待
。

.

(责任编样
:

李 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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