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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名日本人12月9日走上首

都东京的街头，通过挥舞横幅和击

鼓等方式抗议定于10日生效的《特

定秘密保护法》。批评者认为,这一

法律侵犯民众的知情权，是“二战后

日本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

安倍政府去年 12 月不顾质疑

和批评，强行颁布旨在严惩泄露国

家机密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根据

这一法律，不仅与外交、国防、反恐、

反间谍相关的敏感信息可以界定为

“特定秘密”，内阁大臣等政府部门

主管官员也可以决定哪些是“特定

秘密”。

日本《特定秘密保护法》生效 民众聚集抗议

“日本民主面临最大威胁”

◀日本民众上街抗议

安倍政府声称,这一法律对于说服美国等盟友同意与日本共享情报至关重要。但批评者表示,在新保密法生
效后,揭露政府违法行为的人士会被噤声。

9日，约800名日本民众冒着寒风赶到国会所在地举行抗议活动。参加抗议的桧山友木(音译)表示,这项法
律将限制人们的知情权，而且内容含糊不清，将使得日本民众再次受到类似二战时期的控制。

非营利机构“日本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三木由纪子(音译)说，由于无法确定政府会将哪些信息确定为特
定秘密，许多博主已经开始担心他们的博客内容是否会触犯法律，是否需要删除。

60岁的退休教师上野久子(音译)参加了日前的抗议活动。“这真是太过分了”，上野说,“看起来，安
倍只要说句‘这是为了国家好’，就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真正在做什么。”

安倍“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日本记者会议9日发表抗议声明，指出《特定秘密保护法》极有可能遭政府恣意滥用，批判
政府“堵住国民的双眼、耳朵和嘴巴，剥夺了大家的言论自由”。日本新闻协会8日向政府递交
意见书，就《特定秘密保护法》实施提出四点担忧，强烈要求政府合理运用。

日本市民团体9日在各地举办集会，抗议《特定秘密保护法》侵犯知情权，要求废止该
法。“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有志学生联会”组织 500多名学生在首相官邸前示威，质问政府

“民主为何物”，呼吁民众“为保护自身权利而奋起”。在北海道札幌市，包括市长上田文雄
在内的250名市民和律师举着“STOP！秘密保护法”的标语在市中心游行。

长野短期大学助教濑畑源在东京都内举行的信息公开研讨会上说，信息不公开，公民
就无法对政策进行评判，《特定秘密保护法》断绝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京都大学教
授曾我部真裕在大阪演讲时表示，对泄露秘密的公务员处以刑罚加大了媒体采访的难
度，担忧《特定秘密保护法》会影响新闻自由。

去年12月6日，日本政府不顾国民强烈反对，强行在国会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
法》。“特定秘密”的保密期限为30年，并可在获得内阁批准后延长。该法强化了内
阁对军事、外交等国家机密事项的管理，加大了对公务员泄密的惩罚力度。

日媒体称“保密法”极可能被滥用

今年 10月 14日，日本内阁通过一项有关《特定秘密保护法》的政令，
公布特定秘密的界定和解除标准，并宣布这项法律定于今年12月10日正式
生效。

根据最新发布的《保密法》运用标准，可被指定为特定秘密的情报分
为外交、国防、反恐和反间谍四大类，细分则可分为55个项目。

其中，潜艇、飞机、武器弹药研发信息和性能、利用无线电波和卫
星搜集的情报及图像、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的信息等都可被列为
特定秘密。

运用标准中写道，政府将尽量缩小秘密范围并缩短保密时间。
但反对者批评说，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因为《保密法》中已规定,

“一旦泄密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情报”都可被指定为特
定秘密，将扩大入选情报范围。

运用标准中同时写道，日本政府将在内阁官房新设“内阁保
全监视委员会”，负责检验秘密是否得到妥善处理，委员会成员
为各府省厅事务次官级官员。

此外，内阁府还将设置检验监督特定秘密管理情况的
“独立公文书管理监”，并在其下设置“情报保全监察室”。

《特定秘密保护法》生效5年后，内阁将根据法律实施
情况修订运用标准。

这一法律规定，公务员等人员泄密将入狱至多 10
年；包括媒体记者在内，怂恿泄密的人将面临 5年监
禁；经内阁允许后，特定秘密可保密长达60年。

《特定秘密保护法》一直饱受批评和质疑。超过
3000名日本学者在反对《保密法》的联合声明中警
告，在限制和剥夺民众知情权后，《保密法》将开启
日本通往“秘密国家”、“军事国家”的道路。

《保密法》具体内容■链接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现在，奥塞福尔特一心想着在圣诞节之前赶回荷兰，拥抱自己10
个月大的女儿，随后开写一本儿童读物并筹备自己的纪录片电影。

被问及这次探险经历是否是她“拖拉机之旅”的终点时，奥塞福尔
特笑着回答:“是的，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次拖拉机探险经历。”

实现夙愿的同时，奥塞福尔特还沿途收集了数千人的梦想,把它们带到
南极点。在那里，奥塞福尔特打算堆个大雪人，把记录梦想的纸条和移动
存储设备等物品塞进雪人的肚子，冰封80年后让后代再开启。

奥塞福尔特说，恐惧总是阻碍人们追求梦想，许多人觉得实现梦想就像
开着拖拉机去南极点一样遥不可及。“这次拖拉机之旅对我而言意味着，如果
你想干点儿什么，或许不用多快去实现，但只要一直努力并保持幽默感，你就
会成功。”

沿途集梦想

荷兰女演员兼探险家马
农·奥塞福尔特历经16天长途
跋涉，12月9日风尘仆仆地抵
达南极点。到达南极点算不上
太稀奇的事儿，但奥塞福尔特

“拉风”的交通工具着实特别。没
错,就是一辆硕大的梅西·弗格森牌
红色拖拉机!

开着拖拉机

去南极

奥塞福尔特想开拖拉机去南极探险，
这个梦一做就是十年。

2005年,奥塞福尔特驾驶拖拉机从家乡
荷兰的村庄出发，途经欧洲、非洲，历时4
年抵达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然而紧赶慢赶,
命运还是让她错过了前往南极洲的船，最后一
段旅程没有开始便戛然而止。

奥塞福尔特沮丧至极。她随后又花了4年返
回荷兰，并写了本书，当起励志演说家，但仍然
心心念念着她的拖拉机探险之旅。

在梅西·弗格森等企业赞助下，奥塞福尔特的
梦终于在今年实现了。她登上向传奇探险家埃德蒙·
希拉里致敬的“南极洲2号”拖拉机，沿着昔日足迹
一路开到开普敦，从那里前往南极洲后再改换拖拉机
向南极点进发。这一次抵达南极大陆后，包括机械技师
在内的一行7人与奥塞福尔特同行，沿途为她提供技术
支持并拍摄纪录片素材。

奥塞福尔特9日抵达南极点后通过卫星电话告诉法新
社记者，在南极大陆为期16天、行程2500公里的旅程相
当艰辛。她坦言，以平均10公里的时速在冰原上行进十分
考验耐性，这样的“龟速”让自己一度想要放弃。

不过，抵达终点的喜悦彻底代替了这种煎熬。“我非常兴
奋，相当激动。”奥塞福尔特说,“这一切真的太神奇了!”

十年磨一剑

奥塞福尔特与同伴抵达南极奥塞福尔特与同伴抵达南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