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是, 利比亚作为一个典型的部落国家,国内有几百

个大大小小的部落。按照利比亚传统, 部落成员对

部落首领的忠诚度要远远大于对国家、军队的效忠。

卡扎菲能够在利比亚执政长达 40年,很大程度上就

是依赖其所在的利比亚第三大部落 ) ) ) 卡达法及其

联盟。这样来看, 利比亚内战实际上是部落之争。

此次利比亚由游行示威发展成内战, 就是由第一大

部落 (瓦法拉 )拉拢第二大部落 (图阿里 )反对卡达

法部落的统治而发起的。在此情况下, 利比亚内战

的最终结果可能有二: 一是利比亚反对派最终推翻

卡扎菲政权,并取得对全国的控制权;二是部落联盟

彻底瓦解,形成当前的 /索马里式0局面。第二种结

果是国际社会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有时事情的结果

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同样属于部落国家的也门也

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由此可见,在中东地区动荡中,除已身陷其中的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还有一些国家也很有可能步

其后尘。一些王室政权正加紧动作改善本国民生,

但能否顶住此波冲击仍是个未知数; 以伊朗为代表

的什叶派在各国动作明显,这样极端反美、反西方的

势力能走多远仍未可知; 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再度

参与其中,结果 /是福是祸 0,相信它们也同样迷惘;

极端与恐怖势力不甘寂寞,频繁发声,影响如何也难

下定论;再加上伊拉克与巴以冲突等问题,各方势力

在中东此次动荡中的激烈博弈, 使其走向的不确定

性与多样性十分明显。因此, 中东动荡只是开始而

不是结束,会否蔓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仍

要视情而定。

中东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饱受全球

金融危机摧残的各国经济, 很难再承受中东这个世

界能源库动荡的打击了。如果接下来沙特阿拉伯、

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陷入动荡冲突之中,那么国际原

油价格很可能要超过每桶 200美元。由此引发的全

球性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一系列连锁性社会问

题, 后果难以想象。再加之, 如果动荡之中极端与恐

怖势力乘机坐大, 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与危害就会

进一步加深。因此,对于中东乃至世界各种力量在

此的再度博弈,应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o

北非中东大动荡的地缘政治影响

林利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

  北非、中东这一轮动荡 /尘埃尚未落定 0, 其地

缘政治后果如何,还要看此次动荡下一步如何变化、

各方如何应对。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从三个层

次对其地缘政治后果做初步展望、评估。

首先,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将引起伊斯兰世界内

部力量布局出现新的改组。历史上, 大中东地区从

马格里布到利凡特再到海湾直到阿富汗, 向来被认

为是基于伊斯兰教认同、奥斯曼帝国遗产以及发展

阶段的同质性、相似性而相互联结、俱损俱荣、独特

的地缘政治区块。这片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活动向来相互影响, 其政治日程表存在某种神秘的

内在联动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欧洲

殖民者的倒行逆施, 先在安卡拉半岛激起了震惊欧

洲的基马尔革命,又在埃及激起华夫脱运动,以及在

马格里布地区激起了里夫起义、在利凡特地区激起

了德鲁兹人起义。差不多同一时期, 伊朗高原兴起

了吉兰共和国、阿富汗掀起了第二次抗英起义。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法意殖民势力衰退为背景,这

一大片地区从西到东,几乎同时掀起了以争取民族

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又一轮民族解放运动,叙利亚、黎

巴嫩、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科威特、卡塔尔、

阿联酋、阿曼等一大批新国家如春笋般建立,极大地

改变了大中东政治版图。

就政治日程表神秘的内在联动性而言,此次北

非、中东动荡引起持续的 /多米诺效应0只不过是该

地区一战后和二战后连锁动荡的翻版。同样, 该地

区的宗教及政治保守性、王权制甚至部落制或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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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其兴衰也具有内在联动性。正是大中东历史

上政治日程表一以贯之的联动性, 很可能预示此次

北非、中东动荡并未完结。

不过,政治日程表的联动性、宗教保守性的相对

一致,并不能保证该地区的政治选择一致性。如众

所知, 在宗教方面,以伊朗为主导的伊斯兰什叶派与

以沙特等为主导的伊斯兰逊尼派势不两立, 土耳其

则在 /欧化0和政教分离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历时 8

年的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对立的集中反映;

在阿拉伯世界范围内,因 1977年萨达特突然访问耶

路撒冷并与以色列媾和,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分裂,叙

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南也门等甚至成立 /拒

绝阵线 0,全面孤立埃及,从而促使后者靠向美国。

这一轮北非、中东动荡及其后续反响,势必引起

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力量的再度改组和重新配置,

其特点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

重心将进一步向地处大中东中央地带的安纳托内亚

高原和伊朗高原集中。伊朗和土耳其无疑是此次大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力量重新配置的大赢家。即使美

欧不武力介入北非, 即使埃及等国能较快地恢复稳

定,其在大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很难恢复。而

在海湾地区,沙特及海湾各王权国家,则将为防止成

为北非、中东动荡的下一批 /多米诺骨牌0苦苦挣

扎。尤要指出,这一轮北非、中东动荡有可能给伊斯

兰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时机和土

壤。若果如此,已经长期化的美国反恐战争还将进

一步拉长。

其次,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及伊斯兰世界地缘政

治力量对比和布局的新变化,必然要对阿以关系和

以色列的战略安全产生严重冲击。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 以色列之所以能获得长达

30多年的总体和平, 首先得益于埃及打累了, 倾向

于和平解决,其次得益于两伊战争消耗了伊朗和伊

拉克的实力,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以至反恐战争更是转移了中东的矛盾焦点。现在倡

导阿以和平的埃及陷入动荡,以及伊朗力量和影响

的扩张,显然恶化了以色列的战略环境。下一步,阿

以矛盾是否重新上升为中东的焦点矛盾, 取决于埃

及等国能否很快实现稳定并恢复其影响, 尤其取决

于埃及等国新政权的政治宗教色彩如何;也取决于

伊朗的实力与影响有多大增长; 还取决于以色列及

美欧等对中东动荡、阿以矛盾如何反应。总之,此次

北非、中东动荡增加了以色列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

而阿以矛盾是战后以来中东屡起战端的火药桶。

第三,此次北非、中东动荡不仅影响到大中东地

区的地缘力量配置和地缘政治稳定以及阿以关系,

更将对美欧及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严重冲击。

冷战结束后,美国因苏联解体、东欧 /西化 0, 已

开始考虑战略东移,增加在亚太的战略投入,把中国

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后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美乘

势发动海湾战争, 第一次战略东移受阻。 2001年,

小布什上台后,为应对中国快速崛起,美再次搞战略

东移,却因 / 9# 11事件 0不得不全力反恐, 投入伊拉

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战略东移第二次受阻。奥巴

马上台后,鉴于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

起不但加快,而且有了质变, 因而下决心贯彻几度受

阻的东移战略, 明确提出要 /重返亚太 0。恰在此

时, 又发生了北非、中东动荡, 不但严重冲击美国在

中东苦心经营多年的布局,还将从能源供应与价格、

以色列安全、移美难民潮、欧洲稳定、大中东伊斯兰

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可能增强等多方面冲击美国,

这是美国始料不及的。现在, 美国在是否武力介入

利比亚等动荡国家,是否在大中东再打一场局部战

争问题上举棋未定。即使美国这次学了个乖, 能克

制住战略冲动,下决心不再武力介入动荡国家,也很

难对这些国家的局势不闻不问。如何使埃及等已被

纳入美国中东战略轨道的国家恢复稳定以及阻止动

荡向海湾地区扩散,已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头等大

事, 也是最棘手的麻烦。美国不希望大中东动荡、力

避武力介入,显然是为了其战略东移不受过多影响,

而事实是北非、中东动荡已经对美国新一轮东移战

略产生了新的牵制。再考虑到日本新近发生的超级

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东移计划已

初步受挫,即使不改变, 也将大打折扣。

对欧洲而言, 北非、中东是其大周边地区, 也是

其昔日殖民地。北非、中东动荡对欧洲的冲击有虚

与实两方面。从实的方面讲,北非、中东动荡使欧洲

(转第 3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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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列宁曾经说过: /要举行革命, 单是被剥削被压

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 还是不

够的; 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

和统治下去。只有当 -下层 .不愿照旧生活, 而 -上

层 .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 革命才能

获得胜利。0¹
在阿拉伯世界,政权脱离民众、发展模

式陷入误区、对外依附西方,使这些国家的传统统治

模式积弊重重。突尼斯一起偶发的失业大学生自焚

事件, 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表明

阿拉伯现行统治模式已无法维系下去。突尼斯剧变

及网络煽动, 不过是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0。

这再次证明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赢得民众,

才能赢得政权;一旦脱离多数民众的意愿,政权终将

被人民抛弃。

进一步说,当前这场阿拉伯民众的抗议大潮,既

是一场自下而上反对当权者的民众革命, 同时也是

一次寻求国家复兴之路的新探索。近百年来, 阿拉

伯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已经尝试了宪政民主、威权

政治、国家资本主义、伊斯兰复兴等几乎所有意识形

态和政体形式,但始终未找到富民强国之路。其中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些探索和

斗争缺乏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作者看来, 这主

要指辩证唯物主义 ), 尤其缺乏阶级分析和生产关

系变革观念。即使是当年政治最进步的纳赛尔政

权, 奉行的也不过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想,结果最终不

由自主地走上了自我否定之路, 进而陷入新的政治

更替。这次中东剧变是否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将浴火

重生,能够摆脱弱势民主与强人政治交替的历史循

环, 归根到底, 还要看它到底采取何种理论, 与哪个

阶级结合。o

(责任编辑: 马燕冰 )

¹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0, 5列宁选集 6, 第 4

卷, 1960年版,第 239页。

(接第 29页 )的 /地中海联盟 0计划受挫,能源及经

贸利益直接受损,潜在的大量难民涌入潮将威胁欧

洲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从虚的方面讲, 欧洲对动荡

地区 /管还是不管? 0的问题并不比美国简单。如果

不管, 欧洲的国际影响力和威望将直落谷底,并很可

能再难恢复,国际社会将因欧洲对其 /大周边 0危机

不闻不问而更不把欧洲当 /大国 0; 如果要管, 欧洲

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像管东欧和巴尔干那样有决

心,欧洲各国更不可能齐心合力, 以一个声音说话。

在虚与实两方面,虚的方面可能更严重,它意味着欧

洲的 /大国0地位越来越虚。

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冲击利

弊兼有,极为复杂。中国在利比亚等动荡国家的投

资、商贸、能源利益损失不小,撤侨也要花钱,尤其是

大中东动荡引起国际油价攀升, 对中国影响更大。

但是, 从另一方面看, 美欧的关注点被重新拉回大中

东地区, 其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人权、民主、

涉台、涉藏等方面对中国施压的能力和意志削弱,美

国尤其不能不放缓其战略东移。不仅如此, 无论是

稳定中东局势,还是稳定国际油价以及稳定阿以关

系方面, 美欧都需要、也可能谋求中国支持。换言

之, 中东动荡给中国与美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

课题。在一定意义上,这甚至是中国进一步改善国

际战略环境的新机遇。

面对北非、中东动荡, 中国再一次需要 /冷静观

察, 沉着应对0,做好损益计算, 趋利避害。一方面,

中国应适度参与,力促中东动荡国家尽早恢复稳定,

并在恢复中东稳定、力避动荡扩散、稳定国际油价等

问题上与美欧合作,在中东问题上倡导新型大国合

作模式,以在大中东合作助推中国与美欧在其他领

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要通过此次从动荡国家

大规模撤侨、撤资所受损失中接受教益,检讨过去对

大中东以至对非洲、拉美的经贸投资政策和外交政

策, 即检讨 /走出去0政策的成败得失, 为今后更成

功地 /走出去 0以及为适应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

的前景,确立切实可行的地缘战略。此外,中国对大

中东地区也要有更全面、更系统、更超前的地缘政治

思考与安排。 o

(责任编辑:沈碧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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