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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的密码

美西方的双标“密码”，再一次因“电报”而显现出来：

他们反对莫斯科对杜罗夫的批评，却反而在巴黎逮捕

了他。

社交媒体 Telegram（电报）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

8 月 24 日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乘私人飞机抵达巴黎郊外的

布尔歇机场，打算在巴黎晚餐并过夜，不料却在机场被法方

逮捕。影响很大的法国《世界报》不无揶揄地说，热门社交

平台的负责人被捕，堪称“世界首创”。

杜罗夫创办的“电报”，一直存在争议。它采用端到端

加密通信方式，承诺不审查平台上讨论内容，在拥有较高私

密性同时，也成为一些在其他平台受限活动的避风港。多国

政府对他不满，但痛下“杀手”的却是“自由”法国。

1984 年杜罗夫出生在苏联，4 岁时因父亲学术交流全家

搬到了意大利。苏联解体后他父亲回圣彼得堡大学当系主任，

他们家带回了一台 IBM PC/XT 机，这是第一台硬盘成为标准

配置的 PC 机。杜罗夫在这台机器上自学编程，2006 年创立

了社交网站 Vkontakte，并在 2013 年创立了即时通信软件“电

报”。“电报”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成为最主要社交平台之一，截至今年 7 月平台月活跃用户数

已达 9.5 亿。

由于“电报”端到端的加密通信方式，在受到用户欢迎

同时也给管理带来很多麻烦，与多国执法部门产生过冲突。

2018 年俄联邦安全局获悉有恐怖分子通过“电报”准备实施

恐怖袭击时，该平台拒绝提供允许访问用户通信的加密密钥，

导致“电报”一度在俄罗斯被封禁。此后“电报”开始就涉

恐信息与俄安全部门合作，美西方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则严

厉批评了俄政府。最终，“电报”2020 年在俄罗斯解禁。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电报”又成为俄乌及西方国家展

开舆论斗争的战场。传统媒体上的口诛笔伐，演变成社交媒

体上的“电报大战”。

闭口不谈“电报”故事的杜罗夫，今年 4 月罕见接受美

国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面对面采访，此前两个月卡尔森

刚采访了普京。杜罗夫在采访中，透露了不少“电报”与美

国的恩怨情仇。他在旧金山会见推特创始人之一杰克·多西后，

在街上遭到三个大汉袭击；在最近一次访问美国时，美情报

部门试图引诱同行的“电报”软件工程师在“电报”上留出“后

门”，以方便美方监视用户；每次他去美国，总会有两个联

邦调查局的人在机场等他并问他问题；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

“国会山骚乱”后，先是民主党议员、后来是共和党议员，

分别给他发来信件，前者要求他提供有关“起义”的数据，

后者则跟他说提供如此数据将是违法的。

尽管许多国家威胁封禁“电报”，但从未对杜罗夫等高

管采取行动。这次杜罗夫在布尔歇机场被捕后，很可能面临

恐怖主义、贩毒、洗钱、欺诈等多项指控。法国政府认为，

松懈的审核规则和加密技术，导致犯罪分子广泛使用“电报”

从事违法活动。

不少人认为，美国是法国逮捕杜罗夫的幕后指使。俄国

家杜马信息政策、技术和通信委员会副主席斯文佐夫认为，

杜罗夫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可能会被拘留几年，直至他出

售“电报”平台业务，或者至少让美国情报部门介入并掌握“电

报”后台信息的访问权限。

社交网络巨头 X 的 CEO 马斯克强烈批评法国的逮捕行

为，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侵犯。马斯克在 X 个人主页

上写道：“欧洲将迎来这样的 2030 年：发表情包当判死刑。”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很多国家对“电报”

平台提出过法律方面的诉讼，但杜罗夫一直是自由身，且在

继续发展自己的社交平台。提及当年“人权观察”组织、“无

国界记者”组织等 26 个非政府组织联名谴责俄罗斯法院封锁

“电报”的裁决，扎哈罗娃在“电报”频道上写道：“你们

怎么看 ? 这次它们是会向巴黎发出呼吁，要求释放杜罗夫，

还是把话烂在肚子里 ?”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表演，似乎让人看到了法国和西

方的“自由”，但杜罗夫事件显现的“密码”是：俄罗斯的“电

报”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