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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1 年爆发的利比亚战争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严重失衡的必然产物。目前，这场战争

已经结束，但其影响和由之引发的问题逐步显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利比亚很可能成为西方体系中的附庸和

跟班，阿拉伯民族复兴之梦日趋渺茫。战争的非正义性使西方赢得眼前，却可能失掉长远。
［关键词］北非剧变 利比亚战争 北约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战略影响

［作者介绍］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民族宗教和第三世

界问题研究。

2011 年 10 月 31 日午夜，北约正式宣布结束利

比亚战事。① 这场战争是冷战后西方首次在非洲大

陆发动的地区战争，也是西方首次采取战争强行改

变西亚北非国家的政治进程。这场战争发生在当前

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下，反过来又将重塑

利比亚、阿拉伯世界乃至国际格局。因此，有必要对

这场战争的基本背景及战略影响进行评估。

一、利比亚战争是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失衡的结果

利比亚战争的爆发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

果。在很大程度上，它与近几十年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日趋失衡直接相关。首先，这场战争是当前国际

体系急剧转型的必然产物。20 世纪国际体系主要

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并促使体系内国家的行为发

生重大变化。二战结束后，以西方列强主宰世界为

主要特征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取而

代之的是“世界四警察”( 美、苏、英、中，主要是美、

苏两家) 共治世界的“雅尔塔体系”。但此后 50 多

年，设想中的“美苏合作”最终变成了“美苏冷战”现

实。换言之，冷战之“实”与“雅尔塔体系”之“名”

格格不入。这对美苏不是好事，但对“夹缝中生存”

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不然。一方面，美苏“核恐怖平

衡”反使世界维持了难得的和平状态，双方在第三

世界的争夺总体较为节制，甚少直接发动战争。另

一方面，美苏为获得竞争优势，都将争取第三世界的

支持作为制胜筹码，竞相为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这就为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外交余地。而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东阵营解体使西方势力一枝独大。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北约东扩、八国集团、意识

形态等纽带越绑越紧。世界权力结构失衡使雅尔塔

体系消亡，并逐渐形成了西方联手打压非西方国家

的“后雅尔塔体系”。这种国际体系与力量分布“名

实相副”，因此在该体系下，作为强者的西方更富于

侵略性，其对非西方国家( 弱者) 的干涉更加频繁。
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期，美欧忙于分享“冷战

红利”，通过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等方式瓜分前苏

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从而将东欧和部分前苏联

版图逐步纳为西方的外围地带。② 1999 年西方发动

科索沃战争就是因为南联盟阻挡了北约和欧盟东扩

的步伐。但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复兴，欧美东扩之路

遇到抵制和阻击，尤其是 2008 年 8 月俄罗斯出兵格

鲁吉亚，而美欧未能做出有效反击，标志其持续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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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东扩进程已成强弩之末。在这种背景下，欧美

扩张目标日趋转向中东、中亚、非洲等资源丰富或地

缘位置重要的“中间地带”。利比亚局势正好为美

欧发动利比亚战争提供了机会。
早在 1995 年，欧盟就与地中海沿岸 12 国启动

了旨在加强双方全面合作的“巴塞罗那进程”。美

国也加大在非洲的投入力度，美军甚至于 2007 年

10 月建立了非洲司令部。法国总统萨科齐在 2007
年竞选期间又提出“地中海联盟”设想，重点加强与

北非国家合作，以稳定来自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以及

苏丹、几内亚湾等重要产油区的能源供应。但这些

“重返非洲”举措遇到了利比亚的掣肘。利比亚卡

扎菲政权民族主义色彩甚浓，早期曾采取一系列保

护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的军

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外国公司

收归国有等。即便是在 2003 年投靠西方后，卡扎菲

并没有放弃其政策的独立性。2008 年 7 月首届地

中海峰会召开，卡扎菲仅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他

批评“地中海联盟”设想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

回归。①奉行坚定民族主义政策的利比亚成了欧洲

政治和资本力量南下扩张的主要绊脚石。
就像当年挡住北约和欧盟东扩的南联盟遭受西

方军事打击一样，利比亚因阻挡了西方( 欧洲) 新一

轮地缘政治 /经济扩张浪潮，而为其后来遭到西方的

军事打击埋下伏笔。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机

拖累的困境中执意发动利比亚战争，正是由于利比

亚阻碍了北约国家“重返非洲”战略规划的实施。②

此外，2011 年席卷西亚北非的“中东波”使西亚北非

地区对外防护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终于使西方获

得了下手机会。法国因支持突尼斯本·阿里外交失

分，随后又过早承认利比亚反对派而再次面临外交失

败的风险，因此尤其急于通过发动战争挽回面子。③

回顾冷战后发生的几场地区战争，前几场战争基

本是美国唱主角、欧洲唱配角，而在这次利比亚战争

中欧、美角色正好对调。这从侧面说明，欧美在对付

非西方国家时已形成互相“补位”的战略默契。而这

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后雅尔塔体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这场战争也是垄断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的

必然结果。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资本主义生

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迅速主宰全球。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为追求利润

最大化而恣意妄为。在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下，资本家为获得更高利润而日趋将资本从生产领

域转向金融领域，创建了脱离实体生产的金融资本。
进入 21 世纪，世界实体商品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

易量的 1% －2% 左右。④ 但金融领域本身不创造财

富。金融业的过度繁荣并不意味资本主义找到自我

救赎之路，而更像病情加重后的“虚胖和浮肿”。因

为它意味着由 1% －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

要由 100%的资本来分赃，由此使资本增值空间越

来越小，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而趋近于

零。在这种形势下，金融资本谋利主要靠金融炒作

和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变为“空手套白

狼”的“赌场资本主义”。⑤ 2008 年以来金融危机以

及欧美债务危机就是这样不断深化的，它表明资本

主义经济已到难以自我调节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制造灾难”就成了缓解经济危

机、获取利润的惯用手段。这里的“灾难”既包括由

大自然引发的海啸、飓风、地震、干旱，也包括政变、
战争、恐怖袭击等暴力事件。通过等待和制造灾难

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将灾难视为激动人心的

市场机会，资本主义已演变为“灾难资本主义”。⑥

其主要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

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

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⑦ 从缓

解经济危机的角度看，这些灾难的首要经济目的，就

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因此，西方武力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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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就是那些阻挡资本扩张、奉行民族主义 /国家主

义 /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以及市场体制落后、不肯

与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化外之邦”。在历史上，

“资本积累和殖民化过程如同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

工业化时代”。①

冷战结束后，西方发动的数场地区战争既是争

夺“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扩张，更是为了将对象国家

强行纳入西方经济体系的资本扩张。“经济绝非这些

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打

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②2003 年美国

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正面临多年未遇的经济衰

退。因此小布什政府一直在刻意寻找对伊拉克开战

的借口。小布什 2006 年坦承:“我这几年最困难的工

作之一，就是如何将伊拉克与反恐战争联系起来。”③

而正是在这场战争后，伊拉克的资源市场和资本市场

逐步向西方洞开。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

“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

齐全的喜士多( 7－Eleven) 超市可以打倒 30 家伊拉克

杂货店; 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④

近两年，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经济形势的严

峻程度远甚于 2001 年。而经济危机的程度历来与

“灾难资本主义”制造灾难的程度成正比。资本主

义经济危机越是严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绝望而诉诸

武力。⑤ 2011 年的利比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

方试图缓解国内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利比亚石油

储量位居非洲第一，而且油质好，开采成本低，但有

一多半未开发，西方如能获得这个“石油大蛋糕”，

无疑有助于提升经济信心。法国外长朱佩不加掩饰

地将法介入利比亚军事冲突称作是“对未来的投

资”。⑥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战争中，越是那些产

业空心化、金融资本膨胀的国家( 如英、法、美) 参战

越积极，而实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 如德国) 对战

争则明显不热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赌场资本

主义”更易演变为“灾难资本主义”。

二、利比亚战争加剧了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的失衡

利比亚战争是西方首次动用武力强行改变当

前“中东动荡波”国家的原有政治进程，也是冷战后

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陆发动的战争，对利比亚、阿拉伯

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可能沦为西方

体系中的跟班和附庸。二战后期，斯大林就曾说过:

“任何人都会把其社会制度强加给别人，他的军队

能走多远，强加的范围就有多远。”⑦这一观点凝结

着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智慧，同样适用于利比亚战争。

北约武力推翻执政 42 年的卡扎菲政权，其最终目的

就是通过改朝换代，将利比亚驯化为西方政治经济

体系中的附庸乃至西方挺进非洲的桥头堡。

问题在于，现在毕竟不同于殖民时代，西方可以

武力打败利比亚，却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亚政权。
怎样才能确保利比亚驯服于西方呢? 从历史经验

看，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控制的最有效办

法之一，就是使这些国家保持政治软弱和经济依附

性，从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国。以西方“经略中东”
为例。英、法和美国尽管主导中东的历史时代不同，

但其基本思路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励、扶植中东

国家内代表落后保守势力、执政基础不甚牢固的政

权，竭力使其免于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革命，避免代

表多数人利益的先进阶级上台掌权。“殖民国家为

了支持它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不

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

往往会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

殖民地的统治。”⑧这些统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

能维系统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维护西方在其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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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利益。这就使西方大国与当地统治人物形成

事实上的结盟关系。当年英国在挑选费萨尔当伊拉

克国王时，英国外交部官员说得非常直白: “我们所

要的是一位只满足于登基为王，而不打算励精图治

的国王。”“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参加、使

我们能放心地离开而同时又能控制它的政府机构;

……而且前提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将得到保

证。”①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东成了世界上传统君

主制国家最多的地区。即使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所

谓“自由阿拉伯时期”( 20 世纪 20－30 年代) ，阿拉

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

成为西方的奴仆”。②

2011 年利比亚战争的两大主谋———英国和法

国恰好在一战后曾在阿拉伯世界进行过“委任统

治”，而其统治“秘诀”之一，就是有意在各国培植代

表落后生产方式的王公贵族和部落酋长。英法这次

故伎重演，采取了挑拨、激化利比亚国内部落间矛盾

的做法。鉴往知今。为了确保对战后利比亚进行有

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许利比亚再出现“卡扎菲

式”的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式领导人，因此必然要剔

除导致利比亚保持独立性的势力和制度，同时大力

培植落后的依附性势力和政治制度。
目前，“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正在朝着这个

方向发展。从政治制度看，强制转型使利比亚面临

“软政权化”危险。据报道，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已制定长达数年的政治进程时间表，③似在向“民主

化”国家过渡。但利比亚本质上是一个部族国家，

境内有 140 多个部落。这次利比亚内战就具有浓厚

的“部落战争”色彩，民众对所谓“民主运动”的支持

率不到 2%，④因此该国今后的权力分配很难摆脱

“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实现所谓“包容性政治”，也

不过是“按部族实力分配权力”。这种情况很容易

导致利比亚最高权力“碎片化”，使国家陷入形式上

统一、事实上则“伊拉克化”状态( 部落 /军阀割据) 。
如 2011 年 11 月 22 日成立“过渡政府”后，南部费赞

地区的势力抱怨自身被边缘化，东部则有人抗议新

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绝承认新政

府。有学者早就预言: “后卡扎菲时代无论何时出

现，但有一点可以预见，那就是利比亚将陷入局势紧

张、危机四伏的状态，各种社会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

的大戏。”⑤在这种内讧不止的情况下，利比亚将不

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与西方为敌。
从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看，利比亚当下的统治

力量比卡扎菲统治集团更加落伍。利比亚“食租经

济”的特点决定了该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赚钱，

而是如何分配财富。因此，该国未来“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问题至关重要。而执政不久的全国

过渡委员会内部鱼龙混杂，⑥东部反叛部落高举的

大旗居然是 1969 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过的

旗帜。“过渡委”似不能代表利比亚的进步力量。
如果没有西方的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夺权上台。
事实上，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执政当局却要求北约继

续呆在利比亚，⑦这足以表明其执政地位和信心的

脆弱性。不言而喻，越是由落后势力掌控的国家越

是脆弱，就越是需要外界保护，从而越是愿意在资源

乃至主权问题上对西方做出大的让步。利比亚战争

期间，反对派为换取法国的支持曾承诺，战后法国可

控制利比亚 35% 的石油生产。2011 年 10 月中旬，

时任过渡委主席贾利勒宣称，利比亚新政府将“优

先考虑”让西方参战国进入利比亚商业领域。⑧ 换

句话说，利比亚未来的外交很可能是当年伊德里斯

王朝的翻版，很难保持独立性。这种依附性前景对

利比亚国民当然不是好事，却正中西方下怀。唯有

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该国，并借以实现企望中

的地缘利益和资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复兴梦更加渺茫。阿

拉伯世界共有 3 亿多人口、1400 多万平方公里领

42

《现代国际关系》 2011 年第 1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 581 页。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 64
“Libya after Qaddafi: A new timetable”，http: / /www． econo-

mist． com /node /21534813． ( 上网时间: 2011 年 10 月 25 日)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著，韩志斌译:《利比亚史》，

中国出版集团，2011 年，第 220 页。
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

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No． 12，http: / /www． cfr． org / libya /post
－qaddafi－instability－libya /p25612． ( 上网时间: 2011 年 11 月 21 日)

David D． 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28，2011．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in Libya”，http: / /www． 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
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 htm． ( 上网时间:2011 年11 月15 日)



土，还拥有世界上最大储量的石油资源，完全有潜质

成为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但是，近百年来，

阿拉伯世界却更多与战乱、争端、屈辱、落后、边缘化

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积贫积弱的根

源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乃是该地区地缘政治版图

碎片化。亨廷顿认为，文明集团往往要围绕一个“核

心国家”，它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核心国家的缺

失或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① 中东地区常

年动荡，外部势力频频插手，这与该地区缺乏核心国

家直接相关。一战后，英法依据 1916 年秘密签订的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

小国并实行“委任统治”，由此注定了中东地缘政治版

图碎片化的格局。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为阿拉伯世

界埋下羸弱、动荡和外部干涉的祸端。这些国家实力

相当，“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 加之彼此的

政体、意识形态、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很难建

立起行之有效的地区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都唯恐

地区局势不利于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
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既无力解决内部矛盾，也无

力阻挡外敌入侵，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介入。美国

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曾指出，西方国家只需要人数很

少的军队就能进入中东核心地带; 而要赶走这些西方

军队，则需要另外一个西方国家的军队。② 正是由于

这种地缘政治版图的碎片化格局，中东丰富的石油资

源非但未成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为惹来战争的

祸根。冷战结束至今，在西方发动的 5 场地区战争

中，4 场在伊斯兰世界，3 次针对阿拉伯国家，而伊拉

克和利比亚恰好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摆脱恶性

循环的厄运，最根本的就是要谋求阿拉伯各国的团

结统一。20 世纪 50－60 年代，以纳赛尔和阿拉伯复

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均强调阿拉伯

民族要走联合自强的道路。这种思潮虽然因 1967
年中东战争而走向衰落，却是阿拉伯世界实现复兴

的不二法门。卡扎菲 1969 年上台时深受阿拉伯民

族主义思潮感染，自视为纳赛尔的忠实追随者，倡导

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曾指出: “要想保护阿拉伯人

民不遭敌人侵犯，就少不了统一; 要想保护阿拉伯国

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统一; 要想保护自己和社会主

义，就少不了统一。”③执政以来，他先后试图同埃

及、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

实现联合或合并，可是都中途夭折，他还因此被埃及

前总统萨达特视为“危险的妄想症患者”。④ 此后这

些年来，卡扎菲外交政策的重点日趋转向非洲，并力

倡构建“非洲合众国”、“非洲联合政府”，⑤但其政

治话语中仍保留着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

阿拉伯联合等主张。可以说，卡扎菲几乎就是阿拉

伯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最后一位领导人。⑥

阿拉伯世界如果真像卡扎菲所说实现“联合自

强”，西方显然将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 如果维持分

裂、内讧局面，则更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由此不难

发现，这些年来，凡是主张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
视阿拉伯联合的阿拉伯领导人，总是被西方奉为座

上宾。相反，那些主张独立自主、谋求阿拉伯团结统

一的领导人，如纳赛尔、阿萨德、卡扎菲，乃至武力统

一者萨达姆等，总是被西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卡

扎菲是这批阿拉伯强人中的最后一位，西方巴不得

他早点消失。这次西方联手打击利比亚，既是阿拉

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使然，也包含着西方彻底埋

葬阿拉伯联合的战略企图; 卡扎菲之死则意味着阿

拉伯民族主义时代的彻底终结。⑦ 一些阿拉伯民族

主义者对此只能徒然愤慨，⑧还有人呼吁要举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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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反对卡塔尔及海湾国家参与北约空袭利比亚。①

2011 年席卷西亚北非的动荡潮，虽然重点是争

取政治尊严和经济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阿拉伯民

族复兴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来的利比亚战争显然

是一场西方肆意践踏阿拉伯国家主权的殖民战争，

战争最后又成了彻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复兴之路的唯

一途径。但是，面对这场事关阿拉伯世界尊严和民

族复兴大业的悲剧性事件，多数阿拉伯国家浑然不

觉，阿盟还充当了西方打击阿拉伯国家的传声筒，鼓

动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卡塔尔和阿联酋

等海湾小国甚至直接参加“围殴”卡扎菲 ( 11 月 12
日阿盟宣布停止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27 日又

宣称对叙进行政治和经济制裁) ，客观上起了激化

矛盾的作用。② 这种“兄弟阋于墙”的现象从侧面说

明，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希望更显渺茫。这场看似声

势浩大的中东剧变，最终必将虎头蛇尾，不可能产生

什么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成果。在失去一批具有

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之后，阿拉伯世界已很难形成合

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持久化，它将空有人

口、疆域和资源等潜在优势，并将长期难以走出战乱

和衰退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沦为西方大国政治

的牺牲品。
第三，西方赢得眼前，却可能失掉长远。西方是

利比亚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和受益者。在战争中出力

最多的英、法等国尤其有可能利用近水楼台，从利比

亚令人垂涎的石油资源以及其市场捞取更多好处。
2011 年 10 月下旬，法国和德国商务代表团纷纷到

访的黎波里，与利比亚当局的石油部长等官员闭门

会谈。英国也派出庞大商务代表团( 包括 BP 和壳

牌) 访问利比亚。③ 西方国家显然开始加速染指利

比亚战后利益分配。从地缘角度看，这场战事的暂

时成功将刺激西方继续进行军事冒险的胃口。利比

亚战争刚接近尾声，美国就开始炒作“伊朗暗杀门

事件”和伊朗研发核武报告，军事打击伊朗的调门

日高。④ 卡扎菲被打死刚两天，美国就宣布撤回驻

叙利亚大使，美国参议员麦卡恩公开叫嚣“现在是

可能使用军事行动保护叙利亚平民的时候了”。西

方智库也开始探讨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利弊。⑤ 11 月

下旬，欧美以“人权草案”谴责叙利亚，以金融制裁

打击伊朗，推倒伊叙同盟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然而，利比亚战争本质上是一场非正义战争。

它看似得到联合国授权，实际上既忽视了联合国安

理会 1973 号决议关于发挥区域组织或区域安排作

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因此是缺乏

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战争。⑥ 同时，北约

自称其空袭是“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但利比亚

战前国内伤亡不过数百人，而北约狂轰滥炸及由此

造成的战端扩大却导致 3 万多人死亡、5 万多人受

伤，使之成为缺乏实质合法性的“丑陋战争”。⑦ 这

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使西方虽然赢得眼前地缘和资源

利益，却可能因此而输掉长远利益。
一方面，伊斯兰激进势力借机坐大，成为西方新

的敌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兴起的伊斯兰复

兴运动强烈反对西方，因而成为西方的心头大患。
从根本上说，穆斯林之所以仇恨西方，正是因为西方

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同时，当年西方出于抗击苏

联等实用主义考虑，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

等伊斯兰极端势力，结果养虎遗患，面临被其反噬的

危险。此次利比亚战争仿佛是历史的重演。北约为

尽快将卡扎菲赶下台，主动武装该国反对派，以致该

国长期被压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乘机坐大。利比亚

执政当局目前两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都是伊斯兰势

力。的黎波里的实际掌控者、军事委员会主席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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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和东部城市德尔纳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哈萨迪，

均是前极端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领导人，

他们都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过渡委前主席贾利勒

也公开提到，可能恢复“沙里亚法”，建立“利比亚伊

斯兰共和国”。① 可以预计，未来利比亚伊斯兰色彩

将日益浓重，并可能出现阿富汗塔利班式政权。②

从更大范围看，伊斯兰复兴势力正借“阿拉伯之春”
强势归来，目前伊斯兰复兴党已在突尼斯大选中获

胜，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已胜选。伊斯兰复兴主义

回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西方在此敏感时刻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发动

侵略战争，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绪。
卡扎菲就将北约空袭视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并呼

吁对西方发动“圣战”。③ 卡扎菲还身体力行，血战

至死，成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

“阿拉伯之春”由国内层面的反独裁、反权贵，转向

外交层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担忧的“伊斯

兰与西方冲突”便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加深了国际政治的“丛林”

色彩，将使西方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主权国

家不容干预”原则本来是弱小国家生存的护身符。
但近年来，西方鼓吹“人道主义干预”、“人权高于主

权”、“保护的责任”等，不断挑战“不干涉内政”的基

本原则。西方发动战争的借口越来越“莫须有”。
这次西方发动的利比亚战争，起因是利比亚政府镇

压反对派抗议。而类似情况在不少国家时常可见，

如果“利比亚模式”成为惯例，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

西方军事打击的对象。这不禁让更多国家人人自

危。卡扎菲在投靠西方、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后遭受军事打击的事实，更是警醒其他国家领导

人: 西方国家在关键时刻靠不住，唯有发展自己的

“杀手锏”，才可能真正保全自己。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此前公开指称，卡扎菲在核问题上妥协的后

果表明，伊朗继续实行核计划是完全正确的。④ 最

近，伊朗核能力突进已成为热点话题。整个世界日

趋重返“丛林”状态，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可

能性空前增大，西方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挑战。

三、结论

俗话说，“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当前风起

云涌的中东剧变本来是一场以民权、民生、民族为主

要诉求的革命运动。但是，突如其来的利比亚战争

不仅改变了当地原有政治进程，也使“中东波”性质

日趋变味，更使国际力量对比日益失衡、国际体系转

换加快。权力与资本扩张日趋借助暴力手段，世界

由此变得更不太平。利比亚战争刚刚结束，西方军

事打击伊朗和叙利亚的喧嚣日渐高涨。不管未来叙

利亚和伊朗是否会遭遇西方的军事打击，但可以肯

定的是，利比亚战争绝不是最后一场殖民战争。
值得警醒的是，广大的“中间地带”尤其是中东

地区，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缓冲地带，以

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供应地。西方在这些

地区频繁进行军事干预，客观上压缩了中国崛起的

外围空间，危害到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⑤ 80
多年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已有结

论，即“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

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⑥ 在西方日趋联合、
战争力量一定程度增长的情况下，制止战争的唯一

办法就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只

有当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时，战争

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

展才会得到保障。○
( 责任编辑: 黄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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