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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侧〕真主党
、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扭一) 经多年发展
,

X 主党不但成为黎巴嫩国内皿要政治力t
,

而且形成地区性影响
。

它背靠

外部势力支持
,

坚持原教旨主义理念
,

试圈在挑战黎国内权力分配格局的同时
,

实现更大的政治

和宗教抱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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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以 冲突催生黎回内政治危机
,

真主党作 用 凸 显

从 2仪拓 年 7 月以来至今
,

黎以边境紧张局势

演变为黎国内政治危机
。

其实质是
:
美欧企图根除

叙利亚和伊朗在黎影响
,

叙伊借重真主党和其他力

t 欲重控黎
。

黎已成为美欧与叙伊在中东较量的舞

台之一
。

在此过程中
,

真主党的坐大及地区性影

响
,

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

2 (X 巧 年 7 月上旬
,

真主党为缓解伊朗在核问

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
,

同时试图为处在以色列
“

夏

雨
”

行动打击下的哈马斯解围
,

主动袭击以军哨

所
,

劫持两名以军士兵
。

这一事件引发以对黎实施

一个多月的军事打击
。

以方目的是挫败真主党为伊

朗转移国际视线的图谋
,

同时消灭真主党有生力

量
。

由于真主党以民房为
“

盾牌
” ,

着百姓服装
,

使以军难辨真伪
,

对大量
“

疑似目标
”

实施打击
,

扩大了军事行动的盲目性
,

造成黎百姓大量伤亡
,

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

政治上陷人被动
,

但并未罢手
。

后期
,

以军调整策略
,

轰炸黎基础设施
,

向黎政府施

压
,

企图迫黎政府出兵制止真主党
,

同样未果
。

此次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较量
,

以前

者政治与军事双胜利告终
。

伊朗和叙利亚高度赞

赏
。

在 9 月 22 日贝鲁特南郊胜利大聚会上
,

真主

党总书记哈桑
·

纳斯鲁拉宣布
: “

伊斯兰革命与圣

战的目标正在提前实现
,

改造黎巴嫩的历史时代已

经到来
” 。
川 在此背景下

,

黎政局突变
。

亲叙和反

叙力量的争斗升级
。

从 11 月 11 一13 日
,

在真主党

策动和
“

阿迈勒运动
”闭 配合下

,

黎政府中 6 位亲

真主党部长辞职
,

揭开
“

倒阁
”

序幕
。

黎现政府以
“

未来阵线
” ‘3] 为主干

,

其领导人是已故总理哈里

里的儿子萨阿德
·

哈里里
。

现总理西尼乌拉由
“

未

来阵线
”

推举上台
,

有反叙倾向
。

在这场政治较

量中
,

总统拉胡德和议长贝里站到了真主党一边
。

11 月 1 3 日
,

西尼乌拉政府做出执行安理会决

议
、

批准设立哈里里案国际法庭的决议
。

美
、

法
、

联合国及欧盟表态支持
。

真主党
、 “

阿迈勒运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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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和议长指责政府决议
“

非法
” 。

n 月 21 日
,

工业部长皮埃尔
·

杰马耶勒遇刺身亡
。

20 万基督徒

和逊尼派穆斯林举行反叙游行
,

要求摆脱叙控制
,

实现国家
“

真正独立
” 。

真主党针锋相对
,

从 12 月

1 日起组织了 ro 万什叶派民众示威
,

要求政府下

台并举行大选
。

贝鲁特及其他城市发生逊尼与什叶

两派暴力冲突
。

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发表演说
,

鼓励什叶派把示威进行到底
,

直至政府垮台
。

纳斯

鲁拉扬言
: “

真主党希望政府 自动解散
,

否则
,

将

以伊斯兰圣战来解决问题
” 。 l’l

面对黎乱局
,

美
、

法继续在经济
、

政治
、

军事

和外交领域为西尼乌拉政府撑腰
,

美国务卿和法外

长赴黎斡旋
,

同时鼓励埃及
、

约旦
、

沙特等盟友为

化解危机出力
。

阿盟秘书长穆萨数次赴黎调解
,

与

议长贝里和各派接触
,

并推动贝里与小哈里里展开

对话
。

在多方撮合下
,

亲叙与反叙势力就总统选举

日期达成妥协
,

定于 200 7 年 9 月 25 日
。

现任总统

拉胡德 1 998 年 11 月当选
,

任期 6 年
。

2(x” 年 9

月
,

拉在叙支持下
,

延长总统任期 3 年
。

即便如

此
,

拉也应在今年 11 月 23 日下台
。

根据宪法规

定
,

总统应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
。

真主党根据形势发展
,

调整方略
,

发挥出独特

作用
,

主要表现在
:

(l) 不反对总统选举
,

努力

争取亲叙人士当选
。

为此
,

真主党与基督教马龙派

政治家奥恩领导的
“

自由爱国运动
”

达成暂时联

合
,

与反叙的基督教长枪党
、

自由国民党和
“

黎巴

嫩力量
”

相抗衡
,

允许支持奥恩或其心腹竞选总

统
。

200 7 年 8 月 6 日
,

基督教社区内部选举总统

候选人
。

亲叙人士夏米勒
·

胡里获胜
,

反叙人士阿

明
·

杰马耶勒以 4 18 票的微弱落差败北
。

该结果得

到真主党等亲叙力量的欢呼
,

奥恩也欢迎
,

只是他

本人的总统梦一时难圆
。

反叙力量指责选举
“

存在

问题
” ,

因为夏米勒
·

胡里的获胜票中含有亚美尼亚

东正教徒投的票
。

(2) 继续逼政府下台
,

成立
“

民族团结政府
” 。

此举既得到什叶派和逊尼派穷人

拥护
,

亦得到基督教亲叙力量支持
,

有很强的社会

基础
。

(3) 高举
“

收复失地
”

和
“

支持巴勒斯坦

事业
”

旗帜
,

为扩编武装确立
“

合法
”

理由
。

因理

由
“

正当
”

且军事实力强
,

黎政府军不敢解除真主

党武装
。

目前
,

黎国内政治危机还在发展
。

二
、

真主党产生 与 生大厉程

真主党 (山沙 H izb u 一l肠h )的诞生
,

是中东地

区基本矛盾难解之产物
,

构成
“

中东问题
”

的组成部

分
。

中东地区基本矛盾在黎均有体现
,

包括
:

(1) 地区国家与外部大国的矛盾
。

外部势力

从未停止角逐中东
,

包括在黎角逐
。

黎与外部大国

有矛盾
。

19 58 年美武力干预黎局势
,

就遭遇反抗
。

真主党精神领袖法德拉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认

为
,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伊斯兰

世界的掠夺
, “

是包括什叶派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蒙

受苦难的根源
” ,

【习 因此
,

什叶派必须
“

在伊斯兰

的旗帜下组织起来
” , “

将西方肮脏影响逐出去
” 。网

《2) 阿以之间的民族矛盾
。

自犹太复国主义

运动兴起以来
,

阿以矛盾愈演愈烈
,

主要围绕生存

空间而展开
,

至今未决
。

黎什叶派属于阿拉伯民

族
,

具有阿民族感情
。

一些人曾参加过四次中东战

争
,

目睹包括南黎在内的阿土地被以占领
,

进而萌

生复仇意识
。

当
“

阿迈勒运动
”

难有作为时
,

成立

一个以
“

反抗占领
、

收复失地
”

为 目标的武装政治

集团
,

便成为宗教领袖们渐趋一致的看法
。

他们认

为
,

无论斗争多么曲折
,

都应为阿民族和伊斯兰教

的尊严而
“

战斗到底
” 。 门

《3) 宗教和教派矛盾
。

这类矛盾在中东地区

普遍存在
,

只是在不同国家中
,

尖锐程度不一
。

黎

情况具代表性
。

1943 年
,

在法国撮合下
,

黎各教

派签订 《民族宪章》
,
‘“ 依据人 口和教派比例分摊

国家权力
。

《民族宪章》曾在 20 世纪 5。一石0 年代

缓解了宗教和教派矛盾
,

但未治本
,

原因是
:
首

先
,

什叶派长期受压
,

经济上贫穷
,

政治上没地

位
。

他们认为
,

如任凭基督徒主导国家的政治和经

济生活
,

穆斯林则
“

永远难脱苦运
” ,

因此
, “

须

通过斗争来确立尊严
” 。 ‘刃 而基督徒依托同法国及

西方世界的历史联系
,

不肯拱让既得政治与经济利

益
。

其次
,

在穆斯林两派中
,

逊尼派占有更多财富

和资源
,

有一批富商和名门望族
,

在国家政治和经

济生活中呼风唤雨
。

20 世纪 5仓一石0 年代
,

两个教

. 曰. 赞赞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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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就发生过暴力冲突
,

内战时期
,

兵戎相见
。

第

三
,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
,

什叶派人 口超过逊尼

派
,

遂要求改变国家权力与财富分配格局
。

为迫基

督徒让步
,

什叶与逊尼派达成阶段性联合
,

开展武

装斗争
,

以
“

反对镇压巴解
”

为名
,

行争权分财之

实
。

1976 年叙军进驻后
,

什叶与逊尼派的矛盾再

度激化
。

伊朗
“

伊斯兰革命
”

后
,

叙调整了对黎什

叶派的政策
,

至今未变
。

目前看
,

逊尼派成为反叙

力t
,

什叶派成为亲叙力盆
。

(4) 世俗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矛盾
。

黎自20

世纪 阅 年代起就成为这两股力量进行角逐的舞台
。

这一斗争延续至今
。

什叶派宗教领袖们对民众利益

诉求和宗教情绪进行了长期考察
,

从中发现了普遍

规律及特点
,

经多年努力
,

终于培育出带有黎特色

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

这些宗教领袖认为
,

世俗主义

政治和生活方式解决不了黎面临的重大问题
,

包括

结束以色列对伊斯兰土地和耶路撤冷的占领
,

消除

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
“

腐朽影响
” ,

重振什叶派

教义并使之成为
“

决定性的意识形态
” ,

〔网 保障什

叶派权益
,

铲除腐败
,

建立廉洁高效政府
,

匡扶社

会正义
,

救助穷人等
,

故须从伊斯兰教的
“

返璞归

真
”

中找到救民真谛
, “

实现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

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
” 。 11 11 19 78 年

,

当
“

阿迈

勒运动
”

转变为世俗主义武装政治集团后
,

什叶派

宗教领袖们感到
“

成立一个伊斯兰组织
”

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
。

Ilq 在伊朗帮助下
,

真主党于 1 9 8 2

年应运而生
,

19 85 年发表 《真主党宜言》
,

拉开

了
“

伊斯兰圣战
”

的大幕
,

介人
“

反以斗争
”

和

黎内战
。

真主党自诞生起
,

就是一个组织严密
、

战斗力

顽韧的原教旨主义武装政治集团
。

真主党具有政党

的一般特征
,

但其功能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

党
。

不但有政治功能 (包括参加大选 )
,

还有宗教

功能
、

社会管理功能和文化功能
,

有社会资源分配

权力
。

不但有政治机构和宗教机构
,

还有强大武

装
。

在真主党统治区域内
,

甚至表现出
“

国家
”

特

征
,

例如真主党各级官员履行政府管理职能
,

又例

如真主党设立伊斯兰执法机构和检察起诉机构
,

一

旦发现真主党成员违反伊斯兰法
,

就可治罪
。

2 5 . . . . . . . . . . .

从领导结构看
,

在真主党官方网站上
,

霍梅尼

和哈梅内伊分别被列为第一和第二精神领袖
。

Iln 因

霍梅尼已作古
,

哈梅内伊远在伊朗
,

故真主党精神

领袖是法德拉
。

法德拉表示
,

只对真主党
“

提供精

神鼓励和思想指导
” , “

不介人具体事务
” 。

在精神

领袖之下
,

设有总书记领导下的 12 人决策机构
,

称为
“

协商会议 Majl is al 一
Sh ou ra

” 。

总书记是最高

行政首长和军事统帅
。

真主党历任总书记分别是
:

图费里 (Sub hi al - T山re ili) 198 2一 199 1 年
,

穆萨维

(Sayy ed Ab b as al 一Mus州 )199 1一 199 2 年
,

纳斯鲁

拉(s ayy ed H as s
an Nas rull ah ”99 2 年一至今

。

真主党理论基石是霍梅尼宗教思想
,

包括霍对

《古兰经》和四大圣训经 〔l4] 的诊释
,

对穆斯林心灵

净化
、

伊斯兰社会与政府的论述
,

对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世界的批判
,

对伊斯兰世界前景的展望
,

对异

端社会制度和伊斯兰教
“

叛徒
”

的斥责
,

以及对
“

伊斯兰圣战
”

范围和原则的界定等
。

在霍思想之

下
,

哈梅内伊
、

法德拉
、

纳斯普拉的宗教思想
,

同

样构成理论源泉的组成部分
。

他们均称自己为霍的
“

学生
” ,

并得到认同
。

需要指出的是
,

纳斯鲁拉在

理论创新方面的贡献
,

系他人无法替代
。

纳
“

理论创新
”

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
(1)

“

小

圣战高于大圣战
”

说
。 “

圣战‘
~

一
ji h别

”

分为
“

大圣战
”

和
“

小圣战
” 。 “

大圣战
”

指完善道德

和心灵净化过程
,

是战胜内心邪念的自我心灵战

争
。 “

小圣战
”

指与异教徒和
“

伊斯兰教叛徒
”

之

间的搏杀
。 “

圣战
”

的形式不拘一格
,

言论
、

文

字
、

声像
、

沉默
、

暴力或非暴力行为等
,

都可以用

于圣战
。

其中
,

暴力行为只能用于
“

小圣战
” 。

教

法学家的言论
、

文字
、

声像
、

沉默和行为
,

具有权

威示范意义
。

纳认为
,

伊斯兰教的敌人和叛徒对穆

斯林的腐蚀和伤害
,

构成心灵净化的最大障碍
,

若

不消灭他们
,

就难以完成尽善尽美的
“

大圣战
” ,

因此
, “

小圣战
”

是
“

大圣战
”

的前提
,

前者高于

后者
。 【均 (2)

“

不断奋斗与奋斗阶段
”

说
。

纳对

《古兰经》中
“

战争是穆斯林的定制
”

论点进行了

延伸解读
,

认为伊斯兰革命处于永恒奋斗之中
,

斗

争是奋斗的主要形式
,

斗争包括战争 ; 伊斯兰革命

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最高目标
,

敌人和叛徒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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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次战争就全部消灭
,

原有敌人被消灭了
,

还

会产生新的敌人
,

掌握暴力手段的敌人被消灭了
,

掌握非暴力手段的敌人依然存在
。

此外
,

敌人之间

也有利害冲突
,

伊斯兰革命者要加以利用 ; 敌人可

分为凶残之敌和非凶残之敌
,

面前之敌和远方之

敌
,

现实之敌和潜在之敌 ; 不应在奋斗的低级阶段

把各类敌人一律列为战斗对象
,

相反
,

应促成敌人

之间的斗争与消耗
,

一些敌人甚至可以暂时视为盟

友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伊斯兰革命应
“

划分出阶

段
” 。

llq (3)
“

主动进攻
”

说
。

纳认为
,

敌人和叛

徒不可能 自行消灭
,

特别是在敌人力量十分强大的

时候 ; 主动进攻是保存伊斯兰革命力量的最有效手

段
,

因为免除 了被动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

(4)
“

暴力反抗
”

说
。

纳认为
,

反抗敌人的手段与方式

可以多种多样
,

但是
,

在以色列占领伊斯兰土地和

美祖以情况下
,

暴力反抗具有首要和不可替代的意

义
,

因为历史经验证明
, “

暴力是敌人惟一能听懂

的语言
” 。

llq (5)
“

精神震慑
”

说
。

纳承认
“

伊斯

兰的敌人是强大的
” ,

但不能因为敌强
,

就不敢斗

争
,

即使
“

圣战
”

壮举是以卵击石
,

也要毅然决然

地
“

与敌同归于尽
” 。

只有这样
,

才能
“

产生精神

展摄
” ,

造成敌意志崩溃
, “

最后胜利便属于伊斯

兰革命
” 。

纳说
: “

我们是霍梅尼的孩子
,

死亡是

正常的
,

作烈士是真主赐予我们的尊严
” 。

l1q

就奋斗目标而言
,

真主党有最低和最高 目标
,

两者均划分了
“

阶段
” 。

最低 目标包括
:

第一阶段
,

结束以对黎土地的占领
,

迫以释放所有黎囚
。

确认

标准由真主党把握
, “

少一项都不行
” 。

真主党可

永远认为
, “

还有失地未被收复
” , “

还有黎囚被

关押
” 。

坚持这两条要求
,

构成真主党生存和发展

的理由之一
。

第二阶段
,

结束以对所有阿拉伯土地

的占领
,

收复耶路撤冷
,

迫使以释放所有被关押的

阿拉伯人
。

这是更大的两项条件
,

标准同样由真主

党把握
。

就最高目标而言
,

与霍梅尼确立的伊斯兰

革命目标完全一致
。

第一阶段
,

在黎建立政教合一

的伊斯兰国家
。

第二阶段
,

在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

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统治
。

第三阶段
,

用伊斯兰教
“

改造世界
” ,

让全人类
“

板依伊斯兰教
’, 。

llq

真主党为原教旨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历程艰辛曲

折
,

充满血与火
。

19 82 年至 19 85 年
,

属秘密活动

时期
。

此间
,

真主党以
“

伊斯兰圣战
”

组织
、 “

伊

斯兰抵抗运动
” 、 “

伊斯兰正义组织
”

等多种招牌

开展活动
,

将大量资源用于群众工作
,

招兵买马
,

组建军事力量
,

另一方面在
“

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

的旗号下
,

与黎境内各路巴勒斯坦武装达成策略性

联合
,

借助后者力量
,

抵御来自政府军
、

基督教武

装
、

逊尼派武装
、 “

阿迈勒运动
” 、

德鲁兹民兵
、

驻黎叙军等各方向的打压
。

枪杆子是真主党立足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

真主

党自组建伊始就高度重视建立 自己的武装力量
。

最

早的真主党武装
,

由潜人黎的伊朗
“

伊斯兰革命卫

队
”

教官帮助建立和培训
,

继而又组建了别动队和

情报网
。

真主党武装的雏形是民兵
,

以后才有了
“

准正规军
”

和精锐突击队
。

19 85 年
,

真主党公开

打出旗号后
,

第一个交锋对手是以军和
“

南黎军
” 。

以
“

真主党
”

的名义向以
“

宣战
” ,

可以获得在黎

生存的
“

合法性
” 。

第二个对手是
“

阿迈勒运动
”

民兵
,

目的是争夺对什叶派社区的控制权
。 “

阿迈

勒运动
”

民兵越打越弱
,

由一万人打到了不足五千

人
。

真主党武装越战越强
,

由不足三千人壮大到近

万人
。

什叶派大多数
,

成为真主党的拥护者
。

真主党在贝替特和南黎的扩张
,

损害了其他武

装派别的利益
,

必然引来群起而攻
。

从 1986 年开

始
,

真主党相继与逊尼派民兵
、

基督教长枪党民

兵
、 “

黎巴嫩力量
”

民兵
、

政府军基督教派各旅

爆发大规模混战
,

争夺贝鲁特及周边地盘
。

围绕舒

夫山区的控制权
,

真主党还与德鲁兹民兵交战
。

直

至内战结束
,

谁也未能吃掉谁
。

但是
,

真主党展现

的顽韧战斗力以及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能力
,

令各

路武装不敢小视
,

通常在与真主党大战几番后
,

便

收兵
。

真主党依靠正确的战略与战术以及伊朗支持
,

终于在内战结束后获得
“

特殊
”

地位
。

从 199 1 年

开始
,

各派武装均被勒令解散
,

重武器被悉数收

缴
,

只能私藏轻武器用于自保
。

拒绝解除武装的党

派惟有真主党
。

对此
,

政府军不敢幸真主党
“

开

刀
” ,

其他派别无可奈何
。

黎政府出于稳定国内局

势的考虑
,

数次请求叙解除真主党武装
,

遭到训斥

. . . . . . . . . .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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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恫吓
。

实践
“

伊斯兰 民主
” ,

参与黎国内政治进程
,

是真主党实现
“

建立伊斯兰国家
”

目标的过渡阶

段
。

真主党从 19 92 年起开始角逐大选
,

当年夺得

议会 128 席中的 12 席
。

199 6 年大选夺得 10 席
。

20( X) 年大选夺得 8 席
。

200 5 年大选夺得 14 席
。

在

199 8 年的地方市政机构选举中
,

真主党在 巧% 的

市镇获胜
,

2以抖 年则在 21 %的市镇获胜
。

在 2005

年组成的西尼乌拉政府中
,

真主党占据两个部长职

位
,

并争取到近 113 部长采取同情真主党的政治立

场
。

目前
,

真主党成为影响黎国内政局走向的重要

力t
。

三
、

真主党伪地 巨性作 用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

真主党不仅成为黎国内

举足轻重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

而且上升为具有地区

性影响的激进力量
,

主要表现在
:

(l) 真主党是伊朗实现地区构思的重要工具
。

真主党的诞生
,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伊朗输出
“

伊斯兰革命
”

的直接结果之一
。

真主党的发展与

壮大
,

一直得到伊全面支持
。

没有伊支持
,

就没有

真主党的今天
。

首先
,

真主党是伊朗介人阿以冲突

的工具
。

以色列被霍梅尼称为
“

撒旦
” 。

伊朗多次

宜示要把以
“

从地球上抹去
” 。

灭以构成伊国家战

略的组成部分
。

作为对应
,

20 世纪 oo 年代后
,

以

将伊列为
“

威胁犹太民族生存的头号敌人
” 。

伊朗

与以为敌
,

除一般意义上
“

穆斯林感情
”

外
,

主要

是借高举反以大旗
,

为输出
“

伊斯兰革命
”

正名
,

同时
,

也有借插手阿以冲突而在中东坐大的意图
。

推动真主党的建立
,

使伊朗得以直接介人黎以冲

突
。

2(X X) 年
,

伊朗促成真主党与哈马斯结盟
。

从

此
,

真主党与哈马斯相互配合
,

搞得以色列疲于应

对安全困局
。

第二
,

真主党是伊朗分散美国压力的

工具
。

197 9 年伊朗确立原教旨主义统治后
,

美将

伊列为遏制对象
,

并一直企图推翻伊政权
。

在两伊

战争中
,

美在政治和
“

道义上
”

支持萨达姆
,

经济

和军事上提供援助
,

希望借萨达姆之手削弱伊朗
,

阻止
“

伊斯兰革命输出
” 。

1990 年海湾危机爆发

2 0 . . . . . . . . . . . . .

后
,

美改变政策
,

发动海湾战争
,

迫萨放弃科威

特
。

此后
,

美推行
“

东遏两伊
、

西促和谈
”

战略
。

伊拉克战争后
,

美将伊拉克乱局与伊朗坐大联系起

来
,

加大了对伊朗的战略压力
,

包括炒热伊核问

题
,

推动对伊朗制裁
,

增强驻海湾军力
,

收集伊朗

破坏地区稳定的
“

证据
”

等
。

面对美压力
,

伊朗动

用各种资源予以抗衡
,

包括动用真主党制造重大突

发事件
,

迫使美国应对
,

以达到转移国际视线之目

的
。
2仪拓 年夏季黎以冲突就是实例之一

。

多年来
,

每当伊朗需要转移国际视线时
,

真主党都能挺身而

出
,

通过在黎国内或黎以边界制造事端
,

服务于伊

朗以及 自身利益需要
。

(2) 真主党是凝聚伊叙
“

特殊关系
”

的重要

力量
。

长期以来
,

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不睦
。

绝

大多数阿国对伊
“

地区野心
”

保持警觉
,

尤其是海

湾合作委员会 6 国
,

以及埃及
、

伊拉克等地区大

国
。

利比亚
、

苏丹
、

也门等少数国家曾出于顶住美

压力的策略需要
,

与伊建立过阶段性的合作关系
,

后又拉开距离
。

惟有叙利亚与伊朗保持了长期和
“

全天候
”

的战略协调与合作
,

这种关系被称为伊

叙
“

特殊关系
” 。

伊叙
“

特殊关系
”

的早期动力
,

源于叙利亚与伊拉克争夺对阿拉伯复兴运动的领导

权
,

导致国家关系恶化
。

叙因在阿世界处境孤立
,

遂与伊朗靠近
,

欲借伊朗之力
,

牵制伊拉克坐大
。

伊朗为向阿世界渗透
,

插手阿以冲突
,

并染指中东

其他事务
,

遂积极提升与叙关系
。

伊叙
“

特殊关

系
”

的后期动力
,

源于二者都需要顶住美压力
。

197 9 年伊朗
“

伊斯兰革命
” ,

打乱中东地缘政治格

局
,

加之叙成为
“

拒绝阵线
”

闰 首领
,

并在两伊战

争期间站在伊朗一边
,

刺激美对伊叙实施遏制
。

黎

内战结束后
,

叙调整对真主党的政策
,

变压制为纵

容
,

希望借此夯实叙伊
“

特殊关系
”

的基础
。

在这

个大背景下
,

真主党起到了凝聚伊叙
“

特殊关系
”

的重要作用
,

包括斡旋伊叙之间的矛盾
,

配合伊叙

的地区战略等
。

(3) 真主党坐大
,

产生地区性示范作用
。

真

主党既依靠伊叙支持
,

配合伊叙地区战略
,

又有自

己的坐大战略
,

创造了具有 自身特点且又符合黎国

情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模式
.

对中东乃至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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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产生示范作用
。

第

一
,

提供了依靠地区强国而崛起的示范
。

哈马斯
、

塔利班等
,

参照真主党的经验
,

采取了相似的生存

战略
。

哈马斯先是背靠叙支持
,

后来背靠伊叙
,

现

在
,

又不拒绝从沙特获取金钱援助
。

塔利班成立初

期背靠巴基斯坦
,

继而从沙特和阿联酋获取大笔资

金援助
。

阿富汗战争结束至今
,

塔利班虽失去了巴

基斯坦
、

沙特和阿联酋的直接支持
,

但当初获得的

援助
,

为塔利班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
。

第二
,

提供

了从不同教派和民族获取支持的范例
。

哈马斯
、

塔

利班
、 “

基地
”

组织
、

车臣伊斯兰武装
、 “

乌兹别

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 、 “

伊扎布特
”

等势力
,

都曾

经过自身的
“

伊斯兰 民间外交
” ,

争取到了不同教

派和民族的财力
、

人力和智力支持
。

第三
,

提供了

一手抓武装斗争
、

一手抓政治参与
、

政治与军事双

胜利的典范
。

受真主党参与黎国内政治进程得手之

启迪
,

哈马斯利用美
“

民主改造大中东
”

提供的机

遇
,

通过参与巴勒斯坦大选取得政权
。

遍布大部分

阿国的
“

穆兄会
” ,

从真主党参政中
,

看到了逐步

蚕食国家权力的希望
。

阿尔及利亚
、

约旦
、

摩洛

哥
、

也门的
“

穆兄会
” ,

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
,

被

允许以政党身份参加选举
。

沙特
、

巴林
、

埃及
、

约

旦的
“

穆兄会
”

成员
,

被允许以
“

独立人士
”

的身

份参选
。

第四
,

提供了以
“

街头革命
”

为手段
、

以

武装实力为后盾的政治施压模式
。

从 2侧)6 年 11 月

开始
,

真主党发起
“

倒阁
”

风潮
,

先是策动内阁中

6 名部长辞职
,

继而掀起十几万人的街头抗议活

动
,

逼政府解散
。

中东地区的其他原教旨主义势

力
,

关注着真主党的斗争效果
,

也在尝试规模不等

的
“

街头革命
” 。

第五
,

提供了以点带面创建
“

伊

斯兰社区
”

的示范
。

真主党在秘密活动时期
,

就开

始了这方面的务实工作
。

通过在清真寺传经布道努

力
,

逐步把影响渗透到群众心间
。

加之妥善运用慈

善机构资源
,

帮助群众改善生活
,

修正生活方式
,

实现
“

精神变物质
”

的社会过渡
。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
,

埃及
“

伊斯兰集团
” ,

突尼斯
“

纳哈达
”

运动
,

菲

律宾
“

阿布
·

萨亚夫
”

集团
,

印尼
“

伊斯兰团
” ,

巴基斯

坦
“

先知军
”

等
,

都在 自身的宗教影响范围内
,

从事了

创建
“

伊斯兰社区
”

的相关活动
。

综全文所述
,

真主党立足于黎巴嫩
,

求生存
,

谋发展
,

一步步朝着最高奋斗目标努力
,

对黎政治

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
,

终将挑战权力分配格局
。

真

主党彰显的地区作用正在印证如下趋势
:

(l) 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与运动将长久存在
,

并对当代

国际关系
、

世界力量对比 (包括穆斯林世界的内部

力量对 比 )
、

国际秩序的演变
,

产生重要影响
。

(2) 只要伊叙现政权不被更迭
,

真主党的活动就恐

难进人低潮
。

即使伊叙出现亲西方政权
,

真主党也

将调整斗争方略
,

长久立足
。

当然
,

作用会削弱
。

(3) 真主党无论坚持还是改变现今斗争方略
,

都会

对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
,

产

生示范作用
。

当然
,

二者之间也会相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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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阿迈勒运动
”

(Am al M ove me
n t) 成立 于 一9 74 年

,

前奢为
“

被剥夺者运动
” ,

系攀 巴嫩老牌什叶派武装政治组织
,

创始人为

穆萨
·

萨德尔
,

甘拥有民兵约 民朋〕人
。

197 7 年 8 月
,

穆萨
·

萨德尔

在利比亚
“

失稼
” ,

纳比
·

贝里成为领导人
,

他 自 199 2 年以来一1 担

任攀议长至今
。

内战结束后
, “

阿迈勒运动
”

作为政党胜续存在
,

民兵

武装大部解散
。

[3 ]
“

未来阵线
, ’

(F
u t u 二 M o v e

me
n t)

:由黎前总理哈1 1 创建
。

2(X) 5 年 2 月哈遇刹后
,

其子萨阿德
·

哈里里接任
“

未来阵践
”

顿

袖
。

同年 6 月
,

萨领导的竟选联里在议会选举中盛得近 以】书议庸
,

“

未来阵线
”

跃升为攀欢坛和议会第一大党派
。

仁4] ht tP 刃

www
J 以闷

~
.

。

喇
e

喀is知乞
ame n2 22

.

曲p ?m e

~
2(X 巧

1 2 1 3 1 75 25 5 126
.

[5 ] sh
e ikh Muh

anUna
d H u 8 8 ayn Fa 山吐ha 早期言论

,

参见 htt p刃

e

心 ish. ha ”m at. 吨
.

u“te x L aS Po

〔6] 参见 h ttP , 儿n
.

袱ki 州妇ia
.

。
喇w ik姗比助哑以t H u

峨ill ee Fad lal
-

lah
o

17 ] 参 见 氏m a司 肠衍
s , “

仆
e R et u m of I. lam

, ”

Co ~
川. 了

(N
ew york )

,

p
.

6 2
,

(Jan 啊
1 9 76)

,

还可参见
“

饭
M
耐

1刀巨
e of

拓山目b山
, ”

in W al te r R ei ch
,

ed
. ,

口城梦。 of Te , 山二 几”彻奴户 ,,

油
。
奴少

, ,

2触
。
顿户

s ,

s‘.
:
of Mi nd (C

a n 山rid 岁 C助山ri如 Uni ve 卜

si ty P比朋
,

l望泊)
,

PP
.

1 3 1 一 15 7
。

[8] 194 3 年《民族宪章 ‘撇响 ‘ 甲‘蒯》规定
:
总眺由基专教

马龙派出任
,

总理由伊斯兰教进尼派出任
,

议长 由伊斯兰教什叶派出

任
,

基专徒与穆斯林议员之比为 6: 5
。

19 89 年
“

堪伊夫协议
”

将议

员比例均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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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际政 治专击

相应给予法制与政策上的保证
。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

称
, “

我们必得从根本上重新起步
,

否则联盟就会

崩溃
” 。

欧盟面临的各种挑战中两个根本性问题是
:

(一 )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

联盟内政治

目标混浊不清

二战后
,

在两超夹击的强大压力下
,

为数不多

的西欧国家在具有战略眼光的法
、

德两国率领下奋

而联合自强
,

争取经济繁荣与政治自立
。

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说
“

欧洲一体化的进步是被形势逼出来

的
” 。

今天
,

欧洲处境与几十年前相比已有河东河

西的改变
,

尽管应对全球化等一系列挑战仍需欧盟

国家集体努力
,

但推动一体化的压力已弱于以往
,

新成员
,

包括一些老成员对一体化的政治追求已今

非昔比
。

捷克甚至毫不掩饰地要求以
“

削减欧盟的

权力
”

作为制订改革条约的原则
。

‘

因此
,

卢森堡首

相哀叹
,

联盟的
“

危机特别严重
,

因为多数欧洲人

不再希望有更多的欧洲 (因素 )
” 。

美国学者库普钱

尖锐地指出
,

由于缺乏明确
、

一致的指导思想
,

“

欧盟正漫无 目的地随波逐流
” , “

欧洲国家就政治

联盟的革命性试验摇摇欲坠
” 。

能否坚持
“

政治欧

洲
” ,

成员国是否普遍具有推进一体化的政治意愿

将关系到欧盟发展有无基本的动力
。

(二》联盟运转基本格式受到挑战

欧盟在主权国家间的一体化建设以
“

一致性与

多样性间的平衡
”

为基本模式
,

相互矛盾的两个对

立面的结合本非易事
,

欧盟靠的是比较集中的政治

意愿和高度智慧的利益互换的安排
,

在不断变化的

形势中
,

寻求两者间的平衡
,

推动一体化的发展
。

这种平衡是动态的
,

常处于被打破又再建立的状

态
。

在成员由 6 国发展到 巧 国
,

又一举扩充到彼

此差异更大的 27 国后
,

联盟内部意见与相互矛盾

纵横交错
,

摩擦与争端频频发生
。

在空前膨胀的多

样性中寻求一致性的难度大为增加
。 “

多种速度
”

在此种形势下被推举为出路
,

但这种办法实质上是

一种无奈
,

过分的
“

多种速度
”

将使一体化面目全

非
,

失去意义
。

欧盟意图通过制订宪法条约改革版

指导完成机构改革
,

以保证一致性与多样性间的平

衡
,

有效地推动一体化的发展
,

但前景莫测
。

联盟

内利益与立场多元化的剧增
,

今后将更为经常与严

重地使多样性与一致性间失衡
,

阻碍一体化的运转

与发展
。

欧盟建设五十年积存下深厚基础
,

有克服各种

困难的主观意志与客观能力
,

可以相信经过反思与

整顿后的欧盟将继续前进
,

但深刻变化中的形势提

出的以上述两个问题为核心的挑战
,

也定会给欧盟

发展方向
、

方式与速度打上新的烙印
,

欧盟未来几

年怎样应对
,

走势如何特别值得关注
。

进而言之
,

由于欧洲一体化为全球区域合作所敬重与借鉴
,

以

务实
、

客观的精神研究欧盟的演变以及经验与教训

更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

(上接第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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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什叶派四 大圣训经指 的走序拉尼的 《宗教学大全》
、

序来

的 《教法自通》
、

图西的 《圣训并异》和 《教法修正》
。

这些是这

三位教法学家根据伊玛姆传迷
,

于 10 一 11 世纪汇撰而成
,

系仅次

于 《古兰经》的权威经典
。

其内容无论是有关教法
、

教义
,

还是

杜会问翅的论证
,

都被认为是不容1 提的
“

胶示天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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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97 7 年 11 月
,

在灸国释旋和支持下
,

埃及总统萨达特

提 出中东
“

和平福议
” ,

并帝赴那路撒冷
,

与 以色列总理贝京会I.
,

导致 197 9 年 3 月 31 日 《城雄管协议 ) 的签署
,

埃以琳和
。

197 7

年 12 月
,

叙利 亚
、

利比亚
、

阿 尔及利 亚
、

民主也门与 巴解四 国五

方组成
“

拒绝阵线
” ,

健青萨达特
“

背板阿拉伯事业
” ,

决定在阿拉

伯世界和国际开台停止与埃及交往
。 “

拒绝阵践
”

同时推动阿且开

除埃及
。

1 987 年 n 月
,

阿里安受首脑会议决定
,

任柯一个阿且成

员国都可以根据本国宪法作出与埃及复交的决定
。

此后
,

大 多数阿

拉伯 国家相继与埃及 1 交
。

1989 年 5 月
,

阿且卡萨布兰卡首脑会

议通过了全面恢复埃及阿里成员地位的决议
。 “

拒绝阵线
”

也固内

钾矛后而 瓦解
。

. 叫.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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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著评析

实现的
。

丛书所述这些事实穿透历史迷雾
,

使人们对

中美关系的恩怨情仇
、

是是非非一目了然
。

这套丛书从内容到形式
,

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

是一流的
。

如果说作者在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方面

是匠心独具
,

那么在挖掘素材方面更是苦心孤诣
,

下足了功夫
。

为了搜集到尽可能多和有价值
、

经看

和耐看的资料
,

作者不仅披览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

中外有关报刊文章
、

回忆录和专著
,

查阅了中外大

量原始档案
,

还走访了众多中外当事人包括许多高

层人士或其亲属
。

作者索隐探微之细
、

素材开掘之

深
,

资料收集之多
、

之广
、

之全
,

在大量有关中国

外交的中外著述中罕有其匹
。

因此
,

这套丛书的另

一个突出特色是内容材料极其丰富翔实
、

新颖别

致
、

精彩感人
。

其中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

包括许

多高层决策内幕
,

和不少少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高

层政治外交秘闻
,

使本套丛书频添传奇
、

神秘色彩

和趣味性
。

这里仅举三例
。

(一 ) 罗斯福下过除蒋密令
。

二战期间
,

美国

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坚持积极反共
、

消极抗 日
,

严

重干扰其在太平洋战线抗日战略部署深恶痛绝
,

一

度萌发过除蒋换马的想法
,

并对美国中国战区参谋

长史迪威将军下达了暗杀蒋介石的绝密口令
。

他对

史说
: “

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
,

又不能把他撤换
,

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
。

你明白我指的是什

么
。

选派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
” 。

史即

遵令让其助手多恩将军制定了一个代号为
“

蓝箭
”

的暗杀蒋介石的行动计划
。

后由于罗斯福顾虑除蒋

风险和代价太大而取消了该行动
。

如果罗斯福实施

了已定的灭蒋计划
,

中国现代史和中美关系史有可

能改写
。

其二
,

毛泽东
‘.

嫌
”

苏联对华巨额贷款利息过

低
。

新中国成立前夕
,

斯大林答应给新中国提供 3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
。

当时苏联给东欧国家贷款的年

利息是 2 %
,

考虑到当时中国面临的困难 比东欧国

家大
,

苏联决定将其对华贷款利息定为 1%
。

如此

低的贷款利息在国际上是少见的
。

斯大林在 194 9

年 7 月在同访苏的刘少奇的密谈中披露
,

毛泽东在

致他的电报中说
: “

1% 的贷款年利率太低
,

应当

提高
” 。

这种受贷方认为其得到的贷款利息太低而

应提高的情况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

斯大林也从未遇

到过
。

斯大林笑着对刘少奇说
: “

当然
,

要是你们

坚持要提高一些贷款年利率
,

那就是你们的事情

了
,

我们可以接受
” 。

当然
,

中方并没有这样坚持
,

苏方还是以 1% 的年息提供这笔贷款
。

这说明当时

斯大林对中国的援助是真诚无私的
。

这可能是后来

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
,

而坚持认为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

其三
,

陈毅当外长的早期铺垫
。

陈总外交才略

早在战争年代就已显耳
,

并为毛泽东所激赏
。

194 4 年 12 月 1 日
,

正当毛泽东对美蒋在国
、

共
、

美三方就中国未来前途的谈判中提出的一个包

藏祸心的提案苦思对策
、

举棋难定之时
,

收到陈总

送来一封论时局及与美蒋斗法的长信
。

陈总站在历

史的高度
,

透彻而精辟地分析了形势
,

提出
“

不喝

急酒
、

就汤下面
”

的对策和
“

拖
”

字诀
,

主张对美

蒋提案暂不置理
,

撤回谈判代表周恩来
、

董必武
,

以我为主
,

静观待变
,

同时潜心壮大 自己力量
,

最

后达到
“

拖死蒋
” , “

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
”

和
“

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

之 目的
。

陈总的信使毛主

席的思路豁然开朗
,

主席当即采纳了陈的建议
,

在

战略上掌握了主动
。

毛主席在极其兴奋和高兴之

余
,

给陈总回信说
: “

来示读悉
,

启示良多
,

十分

感谢 ! 今 日已电渝不交复案
,

周
、

董均回
,

拖一个

时期
,

再议下着
。

至于基本方针
,

如你所说那样
,

除此再无二道
” 。

毛主席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上
,

这样高度评价和完全采纳一

个下属的建议并亲笔致谢
,

是十分罕见的
。

从此
,

主席对陈总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外交长才留下极深刻

的印象
。

作者引用一些老外交家的看法说
,

毛主席

后来遴选陈毅接替周总理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
,

与

这次陈毅处理国
、

共
、

美三方关系的卓越表现有很

大关系
。

丛书中这样的高层内幕
、

秘闻举不胜举
,

读来

使人感发兴起
,

浮想联翩
,

既兴味盎然
,

又大受教

益与启迪
。

这套丛书是外交纪实类文学作品
,

不同于纯文

学作品
,

也不同于外交编年史
。

它比纯文学作品还

要
“

文学
” ,

因为它所表现的外交风 (下转第 47 页 )

梢攫娜. . . . .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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