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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刊主编佩里 #安德森题为 5论阿拉伯世
界的级联性政治动荡 6 的社论, 全面论述了

阿拉伯世界一系列相互引爆的政治动荡的历

史和现实根源, 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左

翼应该采取的政治议程都做了阐述。作者从

多重视角独特地解剖了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

这一复杂问题, 值得参考。文章内容如下。

2011年阿拉伯地区的起义属于罕见的历

史事件:一连串的政治动乱, 一起引爆一起,

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此前只发生过三次

类似的事件: 1810年至 1825年的拉丁美洲解

放战争, 1848年至 1849年的欧洲革命, 1989

年至 1991年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解体。每次

事件对于当时当地都有其历史特殊性, 阿拉

伯地区的这次动乱也不例外。每次事件持续

的时间都在两年以上。这次动乱的导火线是

去年 12月在突尼斯点燃的,在不到三个月的

时间内, 烈火蔓延至埃及、巴林、也门、利比

亚、阿曼、约旦、叙利亚。任何关于这场风波

的预测都为时过早。此前的三次政治动荡

中,最激烈的那次却在 1852年以完败而告

终,另外两次取得了胜利,虽然结果总是很苦

涩:可以肯定,远不是玻利瓦尔或伯莱所希望

的结果。阿拉伯地区这次动乱的最终命运也

不外乎这两种,但必定有其独特性。

一

有两个特征造成中东和北非长期游离于

当代政治格局之外。第一个特征是, 在过去

的一个世纪, 西方帝国对该地区长期控制的

时间之久、程度之深, 是独一无二的。一战

前, 从摩洛哥至埃及, 整个北非都在法国、

意大利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海湾地区也

是英国的保护领地, 亚丁湾是英属殖民地印

度的前哨。一战后, 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落入英、法之手, 伊拉克、叙利亚、黎巴

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地区也落入欧洲列强

之手。后来, 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式进

入殖民统治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地中海

东部成为殖民地之前,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早就是欧洲殖民

地, 更不用说拉丁美洲了。然而, 与任何这

些地区不同的是, 在后殖民时期帝国主义实

质性的不间断的一系列战争和干预一直伴随

着这个地区的去殖民化进程。

二

这始于英国远征军于 1941年在伊拉克

重建傀儡政权。此前, 英国在 1938年至

1939年镇压了巴勒斯坦动乱, 后来在其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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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了一个犹太复国政权。从此以后, 英

国成为一股不断扩张的殖民势力, 时而作为

合作伙伴, 时而充当代理人, 更多的是作为

地区侵略活动的始作俑者出现。它与美国在

该地区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后者代替英国和

法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霸主。自二战以来,

每隔 10年就会发生一起宗主国或占领者引

发的暴力事件。上世纪 40年代, 以色列在

巴勒斯坦地区发动侵略战争。 50年代, 英

国、法国、以色列袭击埃及, 美国侵占黎巴

嫩。60年代, 以色列持续六天袭击埃及、叙

利亚和约旦。70年代, 埃及、叙利亚和巴勒

斯坦游击队发动赎罪日战争, 反击以色列,

美国最后掌控了局势。80年代, 以色列入侵

黎巴嫩, 并镇压了巴勒斯坦起义。 90年代,

爆发海湾战争。在本世纪之初, 美国侵占伊

拉克。这次, 也就是 2011年, 北约轰炸利

比亚。并不是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起源于华盛

顿、伦敦、巴黎或特拉维夫, 本地引发的军

事冲突也很常见: 60年代的也门内战, 70

年代摩洛哥侵占西撒哈拉, 80年代伊拉克袭

击伊朗, 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是在

这些军事行动中, 西方势力的插手或纵容总

是存在。该地区的任何微小变动都受到西方

势力的密切关注, 必要时后者还会动用财力

或武力予以干涉。

三

欧美对阿拉伯地区特别警惕, 插手也

多, 其原因很简单。一方面, 该地区石油储

备量最大, 这对西方能源密集型经济至关重

要, 鉴于此, 欧美建立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

义的基地,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基地弧, 东边

以伊拉克为前哨, 沿波斯湾建立了海军、空

军和情报基地, 往西深入至埃及、约旦、也

门和摩洛哥的安全机构。另一方面, 以色列

被安插在这个地区, 需要受到保护, 因为美

国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的大本营, 犹太移

民在美国的实力极强, 没有哪一位总统或党

派敢得罪他们, 而欧洲又一直对大屠杀心怀

愧疚。由于以色列在这个地区属于占领国,

同时还要依靠西方势力的保护, 其西方保护

者自然成为伊斯兰组织报复的对象, 就像当

年伊尔根和勒伊为光复犹太国在地下从事恐

怖活动一样, 这使得西方帝国对该地区的控

制越盯越紧。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像该地区

这样如此吸引西方列强的长期关注。

四

阿拉伯地区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 自从

去殖民化发展以来, 当地各种独裁统治不仅

持续时间长, 而且程度深。在过去的 30

年, " 自由之家 " 所倡导的民主制度在拉丁

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广泛

传播。在中东和北非, 类似的政体并没有出

现。在这里, 形形色色的暴君长期掌权, 并

不为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有什么变化。沙特

家族 ) ) ) 更合适地说是西西里家族, 自罗斯
福与其加强了联系之后, 一直是美国在这个

地区的战略要地 ) ) ) 已经统治该半岛近百
年, 而其权力不受任何监督。英国通过与海

湾国家签署休战条约扶助海湾小国和阿曼的

建立, 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认为没有必要听取

臣民的意见, 但有必要与相邻的华盛顿的伙

伴协商。约旦哈西姆王国及摩洛哥阿洛伊特

王国首先是英国的工具, 后来是法国殖民主

义的受惠者, 已经持续三代控制着皇帝的宝

座, 议会至多在表面上用手势做个表决而

已。酷刑和谋杀在这里很常见, 而这些政府

是西方国家在本地区最好的朋友。

五

这一时期的政权都打着共和国的名义,

实际上一个比一个独裁、专制, 大多数王朝

不比君主帝国好多少。而且, 这一地区的统

治者在位时间之长, 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

的: 卡扎菲在位 41年, 阿萨德父子 40年,

)30)

 国外理论动态# 2011年第 9期  



萨利赫 32年, 穆巴拉克 29年, 本阿里 23

年。唯有阿尔及利亚是像巴西一样由军队首

脑轮流执政, 但除此不同外, 其他处处都是

专制统治。从外表看, 这些政体对西方霸权

的屈从也表现出不完全一致。埃及的独裁政

府只是在美国的帮助下, 才从 1973年的军

事溃败中死里逃生, 自然就成为华盛顿的忠

实爪牙, 也没有沙特王国那样在行动上比较

独立。也门统治者之所以有讨价还价的能

力, 是因为在反恐战争中提供了服务。突尼

斯政府在欧洲, 主要是法国, 但不限于法

国, 培养自己的靠山。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

政府通过出口自然资源获取巨大收入, 如果

更加全面地屈从, 会有更大的自主空间, 例

如阿尔及利亚要求西方允许对伊斯兰反对派

实施屠杀, 利比亚要求免除过去的罪过并在

意大利投资。能够坚持不让步的国家只剩下

叙利亚, 因为以色列的阻拦, 叙利亚一直无

法收复戈兰高地, 也不情愿充满宝藏的黎巴

嫩被沙特收买或落入西方情报机构之手。然

而, 纵使叙利亚有些特殊, 也很容易被编

入 " 沙漠风暴行动 " 的队伍之列。

六

本地区长期受美帝国主义的支配, 长期

缺乏民主制度, 这两个特征一直是互相关联

的。这种关联并非简单的相互衍生关系。一

旦美国及其同盟认为民主可能威胁到他们的

利益,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民主, 正如摩

萨德、阿本斯、阿连德以及目前阿里斯蒂德

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反之, 当独裁制度重

要时, 必定会得到很好的维护。依赖部族施

舍和对外来劳动力的剥削建立的阿拉伯专制

统治, 是美国的战略齿轮, 为保护这种专制

统治, 美国五角大楼随时都将插手。无论是

帝制还是共和制形式的独裁政府, 是一种方

便的、策略性的制度。所有这些专制政体并

不是由美国建立或强制建立的, 美国主要是

援助和支持它们。不管华盛顿如何对它们百

般呵护, 它们仍然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专制

政府。

七

列宁有一句名言, 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

义理想的政治外壳。自 1945年以来, 西方

决策者或战略家无不同意这个观点。欧美帝

国原则上更愿意与阿拉伯民主派而不是独裁

者打交道, 只要他们同样尊重西方的霸主地

位。80年代以来新近成立的民主政体已经证

明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为何同样的过程在

中东和北非就行不通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 美国及其盟友有理由担心公众的情绪不

会让选举给他们带来令人安慰的结果, 因为

这个地区受帝国主义迫害的历史太长, 受以

色列的强征暴敛也太多。在刺刀威逼下通过

罗致选票选出一个代理政权, 如伊拉克, 是

一回事。而更加自由的选举完全是另一回

事, 如阿尔及利亚的将军政府和法塔赫强人

发现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一旦面对在西

方看来对自己不够驯服的伊斯兰力量将取得

民主胜利, 欧美就会鼓动取缔或予以压制。

帝国主义和独裁主义逻辑依然相互交织着。

八

这就是阿拉伯起义最终爆发的背景, 该

地区两大文化纽带 ) ) ) 语言和宗教 ) ) ) 使得
这次动乱一起接着一起, 形成级联效应。动

乱以大规模游行为主, 参加示威的人员都是

手无寸铁的平民, 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纪

律堪称楷模, 虽然处处都面临着催泪瓦斯、

水枪乃至子弹的打压。要求政府下台的呼声

从一个国家传向另一个国家。各个国家广场

上、街道上的示威人群无一例外都要求政治

自由, 消除暴政。尽管人们对民主这个词并

不陌生, 各国政府实际上也尽力利用它, 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没有体验过。民主很少

被看作是一套明确的制度形式, 它的魅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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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来自对现状的否定 ) ) ) 只要专制不是的
它就是。惩罚旧政府高层官员的腐败要比关

心新体制下的具体细节问题更有吸引力。起

义的动机已经很明确, 他们的目标是最古典

意义上的纯粹政治性的: 自由。

九

那么, 当局的可憎面孔顽固地坚持了几

十年, 一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政府暴乱,

为什么动乱发生在这个时候? 起义的时机不

能从起义的目的中去寻找, 也不能完全归结

为新的传媒方式: 半岛电视台、脸谱 ( Fa2
cebook) 和推特 ( Tw itter) 使公众沟通很方

便, 但不可能建立起新的起义精神。引发动

乱的导火索暗示了答案。这一切始于突尼斯

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上一位贫穷的菜贩在绝

望中的死亡。阿拉伯地区动荡的背后隐藏着

随时导致火山喷发的社会压力: 贫富两极分

化, 食品价格上涨, 住房紧缺, 在世界独一

无二的人口金字塔中青年人 (包括受过教育

和未受教育的青年 ) 的大批失业。没有其他

地区隐藏的社会危机像这里这样尖锐, 也没

有其他地区像这里这样如此明显缺乏令人信

服的发展模式, 因此未能成功地把新生代力

量融入社会之中。

十

然而, 至目前为止, 更深层的社会根源

和这次动乱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较大脱节,

这正部分反映出这次革命是以偶发事件为

主。在大城市里 (麦纳麦除外 ) , 总的看来,

涌向街头游行示威的人群并非穷人, 工人持

续的大规模的罢工仍然还没有出现, 也很少

有农民参加。这便是几十年来警察压制的结

果, 无产阶级的各种集体组织被消灭。重新

组建需要一段时间。但是, 这种脱节也是意

识形态退化的结果。在这里, 几十年来, 阿

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被信任, 激进的

忏悔主义被阉割, 只剩下褪色的伊斯兰教义

被奉为万能。在这种专政造成的环境中, 起

义的词汇只能集中于政治意义上的专政及其

倒台, 仅此而已。

十一

但是, 自由需要与平等重新结合起来。

如果不把二者结合起来, 动乱很容易退化成

旧秩序的议会化, 无法对社会矛盾和能量的

爆发作出反应, 最后只不过是下一次革命来

临前堕落的寡头统治而已。阿拉伯地区重新

组建新秩序的战略首先是消除革命者之间的

裂痕, 力争建立允许社会各派实现最佳表达

的政治自由。这意味着, 一方面, 要呼吁完

全废除各种紧急法令, 解散执政党或取缔家

族统治, 清除旧体制中各种无实效的国家机

构, 将旧政府中相关的领导人物绳之以法。

另一方面, 一旦旧体制被清除, 就意味着需

要面临新体制中新出现的许多问题, 需要认

真考虑各种细节, 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

这里一些要求至关重要: 任何公民或工会都

有言论和结社自由; 未被扭曲的选举制度,

即按比例而不是领先便获胜的选举制度; 避

免总统大权在握; 防止媒体垄断, 无论是国

家媒体还是私人媒体的垄断; 享有最低公共

福利的法定权利。只有在这种公开的制度框

架之下, 起义爆发时提出社会公正的请求才

可以在集体自由中呈现, 这些请求也需要集

体自由来找到实现的途径。

十二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动荡中还缺少另

一样东西。在所有的级联性起义中最著名的

1848年至 1849年的欧洲革命是三种最基本

要求, 而不仅仅是两种要求相互交织: 政治

的、社会的和民族的。这次阿拉伯世界的动

荡中, 民族要求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 今

年的群体运动还没有发生单一反美或反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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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示威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因为埃

及纳赛尔政策的失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历

史性地得不到信任。另一个原因是, 叙利

亚、伊朗、利比亚政府虽然随后一致抵制美

帝国主义, 但这些政府与那些亲美政府一

样, 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而且令人

惊奇的是, 反帝国主义是那只在帝国主义最

明显的地方一直没有或者还没有发出喊叫的

狗。会一直这样吗?

十三

到目前为止, 美国对这一系列事件完全

有资本持乐观态度。在海湾地区, 巴林起义

本来对美国海军总部构成一定威胁, 但这次

起义很快按 1849年的传统方式被武装镇压

下去, 王朝的统治反而得到了巩固。沙特和

约旦哈西姆王国政权已经很牢固。也门反对

沙拉菲主义的堡垒看上去遥遥欲坠, 但独裁

者也不一定非要当权。在埃及和突尼斯, 统

治者已经下台, 但开罗军方因为与美国五角

大楼关系密切, 至今没有任何损失。每个国

家注定要出现的一支最大的平民力量, 将是

本国的伊斯兰主义。早些时候, 穆斯林兄弟

会或者其地方分支机构有可能组建新政府,

这令华盛顿一度很警惕。但是, 西方国家目

前在土耳其已为阿拉伯地区的规划找到了一

份有说服力的蓝图, 这将提供令西方最满意

的世界政治版图。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AKP) 已经表明, 一个虔诚的民主政府,

同时摇晃着手中的棍棒和 5古兰经 6, 如何
对北约和新自由主义忠诚, 如何善于使用恫

吓和压制这两剂右派药方。如果在开罗和突

尼斯也能找到一个像埃尔多安这样的领导人

物, 华盛顿会有各种理由表示, 即便穆巴拉

克和本阿里下台也会感到满意。

十四

在如此前景之下, 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可

以被看作是蛋糕表面上的一层糖霜, 既擦亮

了西方的民主旗帜, 又消除了近期将它吸纳

入 " 国际社会 " 的尴尬。北约空袭来自法国

和英国的积极主动, 好像要重新开始苏伊士

运河的远征,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要参与

进来显得阵容太豪华, 所以没有这个必要。

巴黎再次引领其他国家, 既澄清了萨科奇政

府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亲密关系, 又消除

了导致他的民意巨幅下滑的根源; 伦敦一头

陷进去, 卡梅伦不断表示要仿效布莱尔; 海

湾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联盟为动乱提供支

持, 低调地效仿 1956年的以色列。但是卡

扎菲不是纳赛尔, 这一次奥巴马没有理由害

怕后果, 他可以放开手脚, 根据霸权协议的

要求, 美国是名义上的领袖, 协调最终的成

功, 允许比利时和瑞典那样的斗士展示自己

的航空实力和勇气。克林顿时期遗留下来的

人道主义干预, 在伊拉克屡遭挫折, 这次可

以重振, 这是一份额外的奖赏。可以预见,

法国媒体和情报部门为这次军事行动能够恢

复法国的声誉感到狂喜。然而, 即便是在美

国, 犬儒主义也很普遍: 适用于利比亚的规

则很显然不适用于巴林或其他地方。

十五

对世界霸主的警惕, 对民族问题的专

注, 对利比亚反对派的同情, 对早日结束动

荡的期盼, 各种情感交织, 面对西方国家最

近的空袭的反应, 却是无声状态。然而, 在

以后的动荡中, 民族因素不可能完全与政治

和社会因素隔离, 因为在这次动荡区域以东

的穆斯林世界, 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领土上的美国战争还没有最终赢得胜利, 伊

朗这块绊脚石要解决也是逻辑上必然之事;

在中心地带, 西岸的侵占和加沙的封锁依然

继续。即便是最温和的民主政体也很难与这

类帝国主义的横行和殖民主义的凶残摆脱

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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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在阿拉伯地区, 民族主义常常是被剪断

的流通货币。这个地区大多数国家 (埃及和

摩洛哥除外 ) 都是西方帝国主义人为创立

的。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之外的地区,

殖民地的历史并不妨碍后殖民时期身份沿着

殖民者人为划分的界限固定下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 当今的阿拉伯每一个国家与其他国

家一样, 都具有很真实和很难改变的集体认

同, 但也存在差别。在经书中捆绑在一起的

语言和宗教过去是、现在仍然很强大, 也有

不同点, 正如其他的共同文化标志一样, 并

不将一个阿拉伯统一民族 (其被认定为是唯

一的人类居住地 ) 这一过高理念额外地强加

给每一个特殊的阿拉伯民族国家。那种理念

导致了共同的阿拉伯 ) ) ) 并非埃及、伊拉克
或叙利亚的 ) ) ) 民族主义。

十七

紧接着出现了纳赛尔主义和巴斯主义,

它们兴起、堕落, 最后发展至失败。它们不

会在今天复活。但是, 如果动乱发展成革

命, 它们背后隐藏的冲力必将在阿拉伯世界

复苏。自由和平等必须结合起来。然而, 在

这样一个相互往来密切、却又普遍饱受折磨

的地区, 如果没有友爱, 没有兄弟情谊, 他

们会承担更多苦难。自 50年代以来, 为了

中东和北非的一点进步, 各个国家的单独行

动所付出的代价都很高。阿拉伯联盟保证的

小国稳定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 这个联盟的

腐败和背信弃义不亚于美洲国家组织, 当时

卡斯特罗称它为美国殖民部, 这是一个很公

道的称呼。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慷慨的阿拉伯

国际主义, 能够设想在不久的将来, 当最后

一个傀儡政权倒台之后, 整个阿拉伯地区的

石油财富是根据人口比例来平等分配, 而不

是现在这种少数权贵阶层富贵奢华, 绝大多

数平民贫穷落后。显然, 当下最重要的一件

事情是联合宣布萨达特与以色列签署的卑下

和约在法律上无效。这个和约甚至没有给予

埃及足够的主权, 埃及士兵在本国领土上都

没有随意活动的自由; 和约关于巴勒斯坦的

框架协定本身也是不公道的, 以色列甚至连

假装去遵守都做不到。恢复民主阿拉伯尊严

的试金石即在于此。 u

[李翔: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

(责任编辑  刘  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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