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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

樊小红

  [摘要]  历史上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黎巴嫩什叶派, 经过内战后十几年的发展,逐渐成为黎巴嫩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其

政治崛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内战结束到 2000 年以色列撤军; 2000 年至 2005 年拉非克# 哈里里遇刺; 2005 年至今。内战后黎巴

嫩什叶派的政治发展大致体现出以下特点:什叶派政党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成为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代表; 什叶派的政治发展受外

部势力影响较大;宗教学者继续在什叶派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什叶派的政治发展还将受到教派分权制度、真主党的政治

表现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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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战争使什叶派在中东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凸

显,人们在聚焦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什叶派大国的同时,

随着黎巴嫩真主党不断闯入人们的视线,黎巴嫩什叶派

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黎巴嫩是一个教派关系极

其复杂的国家,全国有 18个宗教派别, 而作为黎巴嫩三

个较大派别之一的什叶派, 历史上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地

位。20世纪 60年代的政治觉醒和之后内战的历练, 为

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基础。经过内战后十几

年的发展,什叶派成为能够左右黎政坛的力量。本文即

希望通过对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政治发展的阶段、特点

及影响其未来发展的因素等问题的粗浅分析,使人们对

这个中东小国有更深入、更丰富的认识。

一、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阶段

(一) 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的黎巴嫩什叶派

/什叶0即/ 追随者0之意,什叶派指承认穆罕默德

女婿阿里为哈里发, 并追随他的人。什叶派内又分为

众多派别, 包括宰德派、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等。

目前什叶派中人数最多的是十二伊玛目派, 黎巴嫩的

什叶派即属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最初在现在的黎巴

嫩境内出现可追溯到约 7 世纪。
112
自有什叶与逊尼之

分始,什叶派就长期受压迫,其较兴盛的时期主要是 10

~ 13世纪,出现了三个什叶派王朝,黎巴嫩的什叶派也

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从 13世纪开始,

黎巴嫩什叶派发展停滞, 什叶派人口和社团规模也逐

渐缩小。此后, 无论是马木路克王朝还是奥斯曼统治

时期,黎巴嫩什叶派都是被忽视的群体。在 20世纪 60

年代之前,黎巴嫩的什叶派各自发展, 并未形成统一的

社会、宗教和政治。传统家族成为本教派的政治代表,

垄断着什叶派的政治生活。20 世纪初, 虽然什叶派传

统家族为法国委任统治的确立提供了支持, 但法国随

后依靠基督教派和最初主张建立大叙利亚的逊尼派维

持统治,什叶派继续政治上无权的状况。独立后, 黎巴

嫩经济发展中心在贝鲁特, 基督教和逊尼派城市与西

方资本网络联系密切, 而什叶派多居住在农村, 被隔绝

在外,南黎巴嫩地区在独立时, 没有医院, 文化水平低,

生活贫穷。
122
直到最近,什叶派还是黎巴嫩宗教社团中

在政治上最沉默的。
132
20世纪下半期,随着什叶派中产

阶级的壮大,及受从伊朗、伊拉克等地返回黎巴嫩的宗

教学者的影响, 黎巴嫩什叶派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组

织,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大声疾呼,拉开了什叶派政治觉

醒的序幕。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更是给黎巴嫩什叶

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1975~ 1989年的内战成为黎巴

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的重要阶段, 内战中什叶派组建了

自己的政党和武装,为战后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基础。

(二) 内战后什叶派政治地位日益凸显的三个阶段

1. 1990~ 2000 年, 黎巴嫩国内政局相对稳定, 什

叶派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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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中东和平进程重启及奥斯陆协议的签

订使人们一度看到阿以和平的希望, 适当的国际环境

给黎巴嫩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机遇。1990~ 2000年是黎

巴嫩国内政治相对平稳的时期,也是什叶派改变边缘

化处境,政治地位逐步提升的时期。什叶派是塔伊夫

协议的受益者, 塔伊夫协议规定议会代表比例由原来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6: 5的比例改为 6: 6,什叶派担任的

议长一职由原来的一年一换改为 4 年一换, 议长有权

监督政府的行为,总统不能解散议会, 议员只能对议长

投一次不信任票。
142
1992年议会席位增加中, 什叶派席

位由原来的 19席增加到 27席, 比例从占 19% 提高到

22% 。但低于他们 40% 的人口比例。152这一时期,黎巴

嫩政坛由逊尼派居主导地位, 基督教派力求维持现状,

什叶派则不断斗争, 争取应得的政治权益。

战后什叶派主要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作为参与

政治的平台。阿迈勒运动主要代表什叶派中上层人

士,较早接受了黎巴嫩的教派分权制, 希望在现有体制

内为什叶派争取最大的政治利益。阿迈勒运动领导人

纳比 #贝里( Nabih Berri)从 1992年起占据议长一职,

有较深厚的政治基础,通过政府为本派别人员争取利

益。阿迈勒运动还控制政府出资的南部发展委员会。

真主党则主要代表什叶派下层贫苦阶层。内战初期,

真主党并未参加塔伊夫协议的签定, 也拒绝承认塔伊

夫协议, 1992 年哈桑 #纳斯鲁拉( Hasan Nasrallah)上

台后,真主党内实用主义占上风, 真主党同意参加议会

选举,但拒绝参加政府,成为黎巴嫩政治体制内的反对

派。真主党将抵抗以色列入侵作为第一要务, 通过抗

以斗争赢得民心,不仅在什叶派, 而且在其他派别中也

有较高威望,成为黎巴嫩内战后惟一拥有武装的政党。

真主党还通过建学校、医院等在下层群众中有深厚的

基础。真主党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灯塔电视台在黎巴

嫩全国电视收视率排名中跃居第三。这一时期, 真主

党在政治上渐趋成熟,由一个军事组织向政党转变, 政

治理念也有所调整, 由坚决反对现存政体到接受黎巴

嫩现状,认为在黎巴嫩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是不

现实的,希望在现存政体框架内进行改革。虽仍有强

烈的反美意识, 但绑架、爆炸等暴力行为在内战后大大

减少。在对待西方和以色列态度上, 阿迈勒运动和真

主党不同。

从 20世纪 90 年代起, 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关

系,就基本沿袭内战后期叙利亚和伊朗为两派调停所

划定的线路,黎巴嫩南部是阿迈勒运动的根基,真主党

占据贝卡谷地、贝鲁特南郊。两党虽仍是竞争对手, 但

能在一些关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合作,如真主党与阿

迈勒运动希望通过修改选举法, 使什叶派的人口优势

显现出来,两党联合要求将选举年龄从 21 岁降至 18

岁; 1998 年, 真主党反对哈里里, 拒绝在 1992 年和

1995年给哈里里政府投信任票;支持工人罢工等。
162
真

主党参与到黎巴嫩政治生活中, 及两党间适度的合作

壮大了什叶派的力量。

2. 2000~ 2005年,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使真主党

处境微妙,势力与压力同增。

2000年以来, 国际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2000

年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

进而局势恶化; 2001年/ 9 # 110事件改变了美国的中东
战略,美国将反恐放在首要位置;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使美叙、美伊关系紧张。这些变化影响着弱小的黎巴

嫩,其国内也酝酿积聚着不安定因素。什叶派中真主

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处境微妙。一方面,以色列的撤

军普遍认为是真主党斗争的结果,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

部撤军后的真空又迅速由真主党填补,因此, 真主党在

黎巴嫩国内的声望和势力大增; 另一方面,美国将反恐

作为首要任务, 上了美国黑名单的真主党不断受到美

国的指责。同时美国将黎巴嫩的民主化当作在中东推

行民主化的重要步骤, 布什在 2006年会见来访的萨阿

德 #哈里里( Saad Hariri)时说: /黎巴嫩的民主对地区

非常重要。0172
而什叶派则是黎巴嫩民主化的关键, 自

然受到美国更多关注。另外, 以色列军队的撤出, 使国

内外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的呼声此起彼伏, 黎巴嫩国

内一些派别对叙利亚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联合国于

2004年通过 1559号决议,要求叙利亚撤军,黎巴嫩国

内政治派别解除武装。真主党承受的国际国内压力不

断增大。

3. 2005年以来, 作为亲叙派主力, 什叶派成为黎

巴嫩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

2005年拉非克 #哈里里 ( Raf ik Hariri )总理遭遇

汽车炸弹遇害身亡, 成为黎巴嫩国内积聚的矛盾爆发

的导火索。2005 年至今, 黎巴嫩国内局势持续动荡。

哈里里遇害后,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叙利亚从黎

巴嫩撤军,与叙利亚关系密切的什叶派两党阿迈勒运

动和真主党因共同的危机感开始结成紧密联盟。2005

年议会选举,由哈里里之子领导的 3月 14日联盟获得

议会多数席位,真主党也获得 14席,并决定加入内阁,

两名成员担任内阁部长, 举起了亲叙派的大旗。2006

年 7月黎以冲突后,黎巴嫩国内政治斗争升级, 11月,

什叶派 6名部长辞职, 真主党联盟要求建立民族联合

政府,由此形成以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为主的什叶派

与奥恩将军为首的部分基督教派联合的亲叙派, 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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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及沙特支持的、以哈里里之子为首的逊尼派、基督

教马龙派、德鲁兹派等联合而成的反叙派之间的对抗。

什叶派成为黎巴嫩国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矛盾成为黎巴嫩国内政治的主要

矛盾。两派间就设立调查哈里里遇害案的国际法庭、

总统选举等问题分歧严重, 使政府几近瘫痪。双方因

新政府的组成、议会席位的分配及修改宪法等问题使

总统选举日期 19次推迟, 经过艰难协商,最终由武装

部队司令苏莱曼当选总统。总统选举风波虽尘埃落

地,但黎巴嫩政局的稳定依然脆弱。

纵观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 其地位上升的原

因可归为: ( 1) 黎巴嫩内战的影响。黎巴嫩内战中, 什

叶派形成了自己的武装, 并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 2) 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内战使叙利亚、伊朗等外部

力量得以渗透到黎巴嫩, 什叶派与伊 (朗 )、叙关系密

切,这使其内战后在政治上得到大力支持。( 3) 以色列

的入侵。以色列的入侵使居住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

深受其害,不少失去家园的什叶派涌入城市,但又得不

到好的安排, 生存环境恶劣, 生活困苦,使坚决抗以的

真主党在什叶派中深得民心。

目前,什叶派已发展成为能左右黎巴嫩政局的力

量,为争取应得的政治权利抗争; 什叶派内部两党间的

分歧也逐步减少,政治联盟加强; 真主党成为一支务实

的政党,虽在反美抗以上仍较激进, 但在国内政治上,

实用主义成为主流, 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为什叶派争

取更大的利益, 成为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的共识。

二、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政治发展的特点182

(一) 家族势力衰落, 政党成为内战后什叶派的政

治代表

家族政治是黎巴嫩政治的一个特点, 政治世家在

黎巴嫩各派都存在, 但内战后, 什叶派传统家族的政治

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奥斯曼统治时期到法国委任

统治再到 20世纪 60 年代, 什叶派在政治上基本由传

统家族垄断。由此形成几个较有影响的政治世家, 如

艾斯阿德 ( al2Aspad)、哈里勒 ( al2Khal il )、宰因 ( al2
Zayn)、欧赛兰 ( pUsayran )、海德尔 ( Haydar )、哈马达

( Hamadah)。192但自 20世纪中期起, 受什叶派中产阶级

壮大等因素影响, 传统家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受到

挑战, 至内战后逐渐衰落。究其原因, ( 1) 内战期间, 武

装力量的作用显现, 什叶派认识到建立自己武装的重

要性,萨德尔由此建立了武装组织/被剥夺者组织0。
真主党更是以秘密军事组织出现。这些军事组织在人

力、财力及组织上都是封建家族难以抗衡的。( 2) 内战

中及内战后叙利亚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

要,而传统家族并未得到叙利亚的支持。( 3) 内战后,

大部分较有声望的祖玛相继去世, 而其家族内其他成

员又难孚众望,难以在政治上与什叶派政党竞争, 战后

议会选举中, 传统政治家族纷纷落败。
1102
随着传统政治

世家在政治上的衰落, 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为主要

代表的政党成为什叶派民众发挥政治作用的平台。

(二) 什叶派深受外部势力影响

在黎巴嫩,各政治派别的背后都有外部支持者的

身影,故有此说法:黎巴嫩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间政治

僵局的解决不取决于选票箱, 而取决于华盛顿、利雅

得、德黑兰和大马士革。什叶派两党阿迈勒运动和真

主党,成了叙利亚和伊朗倚重的对象。内战使黎巴嫩

受到极大的创伤, 也使叙利亚得以介入黎巴嫩内部事

务,内战后黎叙/特殊关系0全面深化。1991年 5月,黎

叙签署5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6和5安全与防务条

约6,确定结盟和军事互助关系。1996年 1月,黎叙签

订经济一体化、取消双重税、推进和保证投资、建立联

合边界哨所和社会领域合作五项协定, 双边关系朝着

未来/合并0方向发展。阿迈勒运动与叙利亚的良好关
系使其内战后在政治上获益颇多, 如内战后一些议员

去世后的议会席位, 不少被叙利亚指定的阿迈勒运动

成员取代。相应的,阿迈勒运动的政策、主张也在一定

程度上维护了叙利亚的利益。

真主党与叙利亚和伊朗的关系则较复杂。真主党

的建立与伊朗密不可分, 伊朗从经济、政治等方面给予

真主党全面的支持。伊朗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资助真

主党建立广播网、学校、教育、医疗等, 贝卡的霍梅尼伊

玛目医院,南黎的慈善机构, 几乎伊朗的每个部在贝鲁

特都有办公室,伊朗还花费大量资金在黎巴嫩建桥梁、

道路、医院、学校。
1112
内战后真主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深

受伊朗影响。如伊朗拉夫桑贾尼上台后, 改变了输出

革命的策略,对暴力事件也予以谴责, 真主党的政策也

随之发生转变, 参加了 1992年的议会选举, 接受现存

的政治体制,减少了针对西方的暴力事件。真主党参

加选举是得到哈梅内伊的支持的。
1122
出于抗以需要,叙

利亚和伊朗在对待真主党问题上达成默契。叙利亚默

许伊朗通过叙利亚边境给真主党运送物资, 但对其针

对以色列占领黎巴嫩领土的武装行动严格限制。阿迈

勒运动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叙、伊(朗)的调解,

如贝里成为议会议长, 真主党被允许保留武装,
1132
两党

在选举中结成联盟等就是叙、伊(朗)斡旋的结果。

文化上,什叶派受伊朗和伊拉克的影响是显见的。

从 16世纪起,黎巴嫩的宗教地位就开始下降, 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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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多到伊朗的库姆、伊拉克的纳杰夫等什叶派宗

教圣地求学。不少真主党成员深受霍梅尼宗教思想的

影响,尊霍梅尼为精神领袖。还有一些学者受伊拉克的

影响较大。黎巴嫩较著名的宗教学者多从纳杰夫求学后

返回黎巴嫩,如穆萨#萨德尔( Musa Sadr)、穆罕默德 #
侯赛因#法德拉拉(Muhammad Hussein Fadlallah)等。

(三) 什叶派宗教学者在内战后继续在黎巴嫩政治

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什叶派信徒中,对于宗教学者与国家的关系, 有

主张积极参与的政治行动主义派别和主张远离政治的

政治无为主义派别。在黎巴嫩, 政治无为主义长期占

据主导地位,什叶派/乌莱玛直到 20 世纪 60年代整体

上是经济上衰落, 政治上无为。01142穆萨 #萨德尔的出
现改变了这种状况。萨德尔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 建

立了/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0, 成立阿迈勒运动, 成

为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领袖。政治行动主义在什叶派

中被广泛接受。萨德尔的政治行动主义使什叶派宗教

领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真主党的建立及壮大, 更加

速了政治行动主义的流行。真主党被认为是一个原教

旨主义的政党, 它的领导集团主要由宗教学者组成, 其

成员信奉教法学家执政的理念。1152 /自从萨德尔和真主
党兴起,许多什叶派乌莱玛放弃与政治保持的传统距

离,站在他们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沿。01162

内战后,黎巴嫩什叶派中较有威望的宗教学者穆

罕默德#侯赛因 #法德拉拉、穆罕默德 #马赫迪 #沙

姆斯丁(Muhammad Mahdi Shams al2Din)及哈桑 #纳
斯鲁拉等活跃在黎巴嫩政治舞台上。他们对宗教学者

在国家中的作用看法不一,法德拉拉主张伊斯兰运动

的黎巴嫩化,支持真主党加入议会;沙姆斯丁主张强化

黎巴嫩民族意识; 纳斯鲁拉则深得哈梅内伊的信任。

内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宗教学者在政治上的分

歧较前缩小。至今, 他们的思想仍对什叶派及黎巴嫩

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

三、影响什叶派未来政治发展的因素

考察什叶派的政治前景,教派问题、真主党的政治

表现及国际形势的发展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 教派分权制的考验

教派分权制成为黎巴嫩政治的痼疾。在教派分权

制下,各派在议会和政府中的代表比例被明确规定, 政

局的稳定依赖教派之间的力量平衡, 而这种脆弱的平

衡很容易被教派间人口、经济变化及外部力量的影响

打破, 造成矛盾激化。上世纪 70 年代的黎巴嫩内战即

缘于此。

教派分权制的另一个弊端是加重了教派间的裂

痕。在黎巴嫩拒绝一种宗教身份是不可能的。
1172
教派

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人们首要考虑的, 国家利益放在其

次,加上公民国家、民族概念淡泊, 宗派等其他认同往

往凌驾在黎巴嫩本土认同之上, 内战更加深了这种隔

阂。对许多黎巴嫩人包括不少什叶派人而言, 内战的

结果是教派认同被固定化了。
1182
教派间的历史怨仇导

致整个社会四分五裂。法德拉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黎巴嫩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01192

因此, 尽管什叶派的人口、力量不断增加, 塔伊夫

协议创制的平衡早被打破,但在教派分权制下, 什叶派

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满足, 且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

改变。另外,由于教派间的裂痕和互不信任, 教派矛盾

很容易尖锐起来, 这就使得如何在固有的分权体制和

四分五裂的社会环境中既赢得政治权利又避免国家滑

入战争的深渊, 成为什叶派及其他各派必须面对和解

决的难题。

(二) 真主党的政治发展

真主党组织上百万民众抗议示威, 可见其影响力

和号召力, 无疑真主党已成为什叶派的主要代表。但

真主党在内外政策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能否处理好,对

未来什叶派在黎巴嫩政坛的地位至关重要。

1. 新形势下的抗以斗争。

真主党成立之初, 是以一个秘密武装组织出现的。

内战后,真主党虽参加了议会, 但抗以仍是其首要任

务,在国内事务方面,真主党不断务实, 逐渐由一个军

事组织转变为拥有武装的政党。真主党是在抗以斗争

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以色列撤军后, 黎巴嫩国内要求

真主党解除武装的呼声高涨, 2006年黎以冲突,真主党

在威望提高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这些不同声

音有来自其他教派的,也有来自什叶派内部的。什叶

派反对的声音虽少, 但在伊朗和沙特的斗争中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在黎巴嫩人民厌倦战争, 以色列撤出

黎巴嫩的形势下,真主党应及时调整策略,处理好抗以

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以继续赢得民众的支持。

2. 真主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仍被其他一些派别

怀疑。

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孤军奋战, 对什叶派

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真主党希望争取更多的其他教派

的支持,但成效甚微。在黎巴嫩, 除了真主党, 其他政

党基本上都是世俗的。尽管近年真主党不断改变早期

的原教旨主义政党的形象, 但仍有不少其他教派的人

对其心存疑虑。有不少逊尼派年轻人表示: /如果什叶

派接管国家,真主党将掌权, 我们将成为一个什叶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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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01202真主党与奥恩结

成的联盟也并不稳定,一些前奥恩的支持者对奥恩的

安排持有异议, /奥恩失去了在基督教区的信任, 因为

真主党是所有国家问题的根源。0/他们(真主党)拒绝

解除武装,他们保留国中之国,这是不可接受的。01212

此外,尽管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近年来在政治上

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两党间的分歧并没有消失,两党关

系还将经受未来政治变化的考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什叶派在政治上的长期

边缘化造成什叶派地区经济落后, 贫困人口增多, 而经

济的落后又影响其政治地位。只有形成经济与政治间

的良性互动,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叶派的被动局面。

对真主党而言, 将重心放在国内政治上是其未来必然

的选择。

(三) 国际形势的影响

黎巴嫩内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受国际环境影

响,未来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发展仍难以摆脱国际大

环境的左右。其中美叙、美伊及叙以关系未来的发展

对黎巴嫩什叶派影响最直接。20世纪 90年代,叙利亚

和美国关系缓和,叙利亚对美国海湾战争的支持, 换取

了美国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特殊地位的认可。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9 # 110事件后, 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反

恐和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上,伊拉克战争后,美叙关系

恶化,招致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 黎巴嫩也成为美国压

制叙利亚的借口,要求叙利亚撤军,解除真主党武装等

联合国决议的出台, 美国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美叙

自 2003年以来,关系一直很冷淡, 而近两年,叙利亚和

伊朗的接近,又给叙美关系蒙上阴影。鉴于叙利亚对黎

巴嫩什叶派的影响力,未来美叙关系的发展不容忽视。

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则更危险。美、伊(朗)间因伊

朗发展核力量长期僵持,伊核问题的解决不排除武力

方式,与伊朗关系密切的真主党很难置身事外。

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发展还将受地区国际关系变

化的影响,其中包括叙利亚和以色列, 以及伊朗和伊拉

克这两个什叶派大国的关系走向。近期,叙利亚和以

色列有意重开和谈, 这势必影响黎以关系, 进而影响真

主党在黎巴嫩的地位。

饱偿战乱之苦的黎巴嫩目前又处在了十字路口,

考察黎巴嫩的政治僵局, 教派问题是内因, 外部势力在

黎巴嫩的角逐是外因。而对黎巴嫩国内各派, 包括什

叶派而言,抛开狭隘的教派利益,强化国家、民族认同,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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