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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分析X

范鸿达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1摘  要21979 的伊斯兰革命对伊朗外交产生重大影响。革命后伊朗外交的突出特征是极端反美、意识

形态色彩较浓、执行积极中立外交路线等,这些特征在霍梅尼时期表现的非常明显。伊朗革命性质的外交造

成它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 为了摆脱国内外困境,伊朗的温和势力曾进行了努力,但因为激进派的阻挠, 在霍

梅尼时期伊朗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1关键词2伊朗; 外交;霍梅尼; 伊斯兰革命;中东

1中图分类号2 K373. 6  1文献标识码2 A  1文章编号2 1671- 0215( 2006) 05- 0014- 06

  1979年伊斯兰革命对伊朗的影响是全方位

的。因为国家发展方向和立国理论的变化, 伊朗各

个领域的政策大都进行了较为明显地调整。在外交

方面,基于革命的精神与热情,转变尤为突出, 特别

是在霍梅尼时期,由于他本人强烈的伊斯兰主义情

结以及对西方深深的厌恶, 伊朗外交与国王时代相

比有重大差异。直到现在, 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对伊

朗外交仍然有很大影响。

  一、伊斯兰革命与伊朗外交

  二战后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外交支柱是与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同盟。苏联是伊美接

近的主要动因, 对伊朗来说,北方的大国、邻国俄罗

斯永远都是它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二战结束前后

苏联的对伊政策让伊朗人难以安心。¹ 在冷战时期,

遏制苏联是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而伊朗恰恰可以

作为一个遏制苏联的理想工具,基于此,二战后伊美

互有所求, 结成亲密盟友。仰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支持和与日剧增的石油财富, 巴列维国王从 60年代

中期始雄心渐起, 称霸海湾成了他的一个目标。

1969年尼克松主义的出炉对巴列维国王的称霸之

心是一个大大的鼓舞, 因为美国的这一政策主旨是

扶植友好的地区国家来推行有利于自己的各种安全

计划,伊朗正是美国所需要的那类国家。因此, 美伊

两国政府间的交往更加紧密,伊朗也成为美国中东

/双柱0政策的关键/一柱0(美国所仰仗的另一支柱

是沙特阿拉伯)。但是 1979年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伊

朗的外交方向,伊朗的对外政策与以往相比发生显

著变化,概括地讲,革命后特别是霍梅尼时期伊朗外

交有四大特征:

第一,伊斯兰色彩浓厚。伊朗革命是在伊斯兰

教的旗帜下取得成功的, 宗教势力在新生的伊斯兰

共和国中占据领导地位, 这势必会对国家的外交政

策产生较大影响。霍梅尼在革命后的伊朗享有绝对

权威,他是一位坚定的泛伊斯兰主义者,具有浓重的

伊斯兰情结,因此,革命后的伊朗外交自然会带有伊

斯兰教和霍梅尼思想的痕迹。在霍梅尼的思想中主

要存在四大主张: 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

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反殖反帝反西方化和反世俗

化;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 112( P270- 274)除此

之外还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等。他的这些思想对伊朗

外交定下了基调, 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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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为伊朗外交公开追逐的目标。革命后伊朗领导

人对伊斯兰教推崇备至, 认为它是使世界重现光明

的唯一法宝,霍梅尼曾说: / , ,除非我们回归伊斯

兰,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国家和政府
只有回归伊斯兰才能解决其困难。0/如果穆斯林国

家精英,,遵从伊斯兰的教诲, 他们就可轻易地削

弱一切对立面。穆斯林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们

有世间所存最伟大的伊斯兰, ,如果穆斯林遇到了
难题, 那 是 因 为 他 们 没 有 按 照 伊 斯 兰 行

事。0122( P24- 26)霍梅尼在 1989年写给戈尔巴乔夫的

信中还呼吁苏联领导人抛弃/虚伪的0共产主义原

则,也不要选择虚伪的资本主义原则,建议戈尔巴乔

夫走伊斯兰路线,向伊斯兰神秘主义者及其哲学家

学习治国方略。132( P 248)

在伊朗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并不只是伊斯兰势

力怀有输出革命之心,许多世俗人士也主张这样做,

在伊斯兰共和国刚刚成立之后, 输出革命不仅能弘

扬伊斯兰精神, 而且也能起到巩固新政权、维护国家

安全的作用,大多数国家都想身处具有相近思想的

国家群中间,这样可以减少因世界观的差异而导致

冲突的机会。

第二,心理因素在外交政策制订过程中起到较

大作用。之所以会如此, 原因之一是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是一个神权国家, 其指导思想与世界上大多数

国家有较大差异,这就导致了其对外交往的困难, 从

而使得外交活动骤减, 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可利用的

现实经验也就相应地减少, 伊朗领导人不得不从过

去的经历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历史上伊朗

既曾经是一个大国、强国, 也曾是一个遭受其他民

族、国家侵略、占领的弱国,特别是近代以来, 英、俄、

美等国对伊朗的干涉、主宰给伊朗国民留下了深深

的心理创伤,这种辉煌与屈辱反差极大的经历深刻

影响了伊朗精英们的思维, 对外部特别是西方大国

保有强烈的戒备心。在制订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西

方及苏俄政策时,如果过于密切,一般都会受到国民

的强烈反对,直到 1999 年,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依

还在呼吁要对美国等世界傲慢大国充满戒心, 切不

可受敌人的一时蒙骗, 因为敌人长期以来从未停止

诋毁、削弱伊朗的阴谋。

第三,执行/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0
的中立外交路线。伊朗的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它就成为大国的角逐场。二

战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曾单独控制过伊

朗,在面临列强共同侵略的情况下,伊朗通常的做法

是保持谨慎的中立,或运用/第三国策略0。º二战后
伊朗放弃了中立立场倒向美国, 霍梅尼等人对此并

不认同,所以在 1979年革命成功后就抛弃了亲美路

线,重返/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0的中立
外交,不过与先前的消极中立外交不同,革命后伊朗

执行的是积极中立外交路线,这一路线含义丰富:它

既反对西方的/自由0、/民主0及资本主义制度, 也反

对东方的无神论及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还有反对美

苏霸权的成份,它追求的是伊斯兰的完美,表达了要

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立场。142但是这一政策的推

行给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造成很大困难,使它

不得不在急需战争援助及国家巩固之时直面美苏

/两超0的压力,在国际上也陷于空前孤立,这种情况

直到两伊战争结束后才有所改观。

第四,注重/人民与人民0之间的交往, 而对/政
府与政府0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其实这也是革

命发展早期阶段的一个普遍特征, 它源于革命者对

自己思想优越性的朴素信仰,认为只要能以某种方

式让他人了解自己, 自己就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与仿

效。这也是革命后伊朗大肆向周边国家及整个穆斯

林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一个原因, 伊朗领导人企

图通过激起各国穆斯林大众的革命热情, 或推翻各

国的/腐朽统治者0, 或迫使各国统治者进行伊朗式

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决策者的争取目标和希望

自然会落在各国普通大众的身上。但是当今世界呈

逐渐整合之势,各国政府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

流,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必需,伊朗的这一对外政策注

定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 到 80 年代中期, 伊朗领导

人对政府间关系的重视程度已有了很大提高。

  二、过渡时期的伊朗外交

  所谓过渡时期, 是指革命后巴扎尔甘和巴尼萨

德尔任政府首脑之时( 1979- 1981)。革命虽然很快

取得成功,但局势仍非常混乱,为了更好的控制事态

发展,霍梅尼接连把自由派的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

尔推向前台, 而以他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则静观局

势发展,在幕后运筹帷幄。

巴扎尔甘怀有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 他曾在

摩萨台政府中任过职。他的外交哲学根置于伊朗的

世俗主义传统,他对与大国结盟不感兴趣,推崇不结

盟外交,认为这可以避免过度依附某一个大国, 可以

远离大国间的竞争, 而且会获得较为广阔的外交空

间。像许多民族主义者一样,巴扎尔甘也非常担心

苏联的威胁, 因此他想通过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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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衡苏联,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他对伊斯兰激进势

力输出革命、诋毁西方的做法深表遗憾。他还反对

几乎全由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会议0起草的伊斯兰

宪法。在 1979 年 3月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

约后,他并无意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只是由于霍梅

尼的强大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更让激进势力不能

忍受的是, 巴扎尔甘竟然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布热津斯基会晤。由于巴扎尔甘的思想和举措不合

霍梅尼及其支持者之意, 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些措施

阻挠其政策的实施,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占领美国驻

伊大使馆并扣押美国外交官, 事件发生后,霍梅尼立

即把这一新阶段称作/第二次革命0,这不仅导致了
美伊关系的急剧恶化, 而且也使整个西方对伊朗产

生普遍的憎恶。除此之外, 激进势力还大肆向阿拉

伯等伊斯兰国家输出革命, 造成这些国家局势的动

荡,自然也就招致这些国家的敌视。外交上的困境

和内政方面的混乱迫使巴扎尔甘辞职, 随后巴尼萨

德尔被推向前台。

巴尼萨德尔深受欧洲尤其是法国左翼思想的影

响, 152( P110)同巴扎尔甘一样, 他也希望与西方保持

某种程度的关系以抵制苏联的威胁。巴尼萨德尔在

美国大使馆被占领后不久就明确表示不赞成扣留人

质。但是在霍梅尼的默许和领导下,激进势力输出

革命和反对美国的步伐迈的更大,从而制约了巴尼

萨德尔的外交选择,也加剧了巴尼萨德尔和霍梅尼

之间的矛盾, 1980年 7月 21日,霍梅尼说: /现任部
长没有一个是革命者,,假如下届政府还是这样的

话,我们就可以认为伊斯兰共和国是完蛋了, 因为我

们将会被打败。0162
在巴尼萨德尔时期, 有四大难题

困扰伊朗外交: 一是美国人质危机,这个事件不仅招

致美国的愤怒, 而且还在伊朗领导层内部引起分歧,

巴尼萨德尔主张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却做不

了主;二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革命的伊朗对此立即给

以了谴责,结果使得苏伊(朗)关系恶化;三是两伊战

争,战争使刚刚经历了革命而且还没有恢复稳定的

伊朗雪上加霜, 更严峻的是在战争中它几乎得不到

任何有力的外部支持;四是内部权力斗争,当时的权

力斗争非常激烈,就连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样对伊朗

安全大有影响的事件也没使其停止,被各派力量利

用的美国人质危机直到两伊开战后才得以解决, 不

过伊朗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 ) ) 西方对伊朗实施

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 致使伊朗的战争能

力大大受限。在巴尼萨德尔时期,伊斯兰势力对权

力的渴望更加急迫, 到 1981年,他们认为自己走向

前台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就把巴尼萨德尔赶下台,

伊斯兰势力终掌大权。

  三、伊朗外交的困境

  伊斯兰势力走上权力前台后, 伊朗政局并没有

趋向团结。霍梅尼时期, 派别斗争在伊朗政治中非

常明显。在伊斯兰势力内部,存在着激进的和温和

的两大派力量, 激进派以阿亚图拉
»
蒙塔泽里为代

表,这一派对美国毫不妥协,坚决主张大规模地输出

革命,为此不惜向黎巴嫩等地派出人员积极鼓动当

地的穆斯林进行伊斯兰革命。温和派以哈梅内依和

拉夫桑贾尼为代表, 他们主张在输出革命时要谨慎

行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政权,应付与伊拉克

的战争, 为此在国际社会不能树敌太多。激进派与

温和派纷争不休, 给伊朗的对外政策造成很大困难。

不过这一时期派别斗争虽然较为突出, 但很少有某

一派别能取得绝对优势, 因为霍梅尼在两派之间总

是扮演/调节器0的角色,以防某一派独享大权, 他的

这一策略使得伊朗的内政外交都深受其害:混乱且

缺乏连贯。而且由于政治斗争十分激烈, 伊朗出现

了政出多门的情况, 例如在对待美国人质危机问题

上,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尔的态度是倾向尽快和平

的解决,但霍梅尼及一些激进势力却不愿如此; 1982

年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后, 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儿子

鼓动了一些伊朗人进入黎巴嫩与以色列作战,但政

府却无意这样做。毫无休止的内部纷争使伊朗本因

革命和战争而造成的外交危机趋向尖锐化。

首先看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因为输出革

命和两伊战争的影响, 伊朗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

系多有龌龊。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两伊关系。70

年代末,两大政治强人霍梅尼、萨达姆在伊朗、伊拉

克相继登台执政, 霍、萨是两个思想完全不同的人。

霍梅尼是位热情的泛伊斯兰主义者, 他强烈反对民

族主义, 坚决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旗帜

下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实体,实现伊斯兰世

界秩序;萨达姆则对民族主义情有独钟,在他看来,

各阿拉伯国家只有以民族为纽带联合成一个国家,

阿拉伯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地保障。双方思想上

的对立自然会造成实践上的冲突。在这一时期, 两

伊同具地区称霸之心, 这也是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

重要原因。长期以来, 伊朗一直自视为海湾领袖,到

巴列维国王当政后期, 随着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强,

伊朗又开始向/地区警察0的地位挺进, 在这一思想

的支配下,巴列维国王强占了海湾原属阿拉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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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岛屿,干涉了阿曼内乱,并且还与伊拉克展开了

持续纷争。霍梅尼上台后,他大力输出革命, 企图建

立伊斯兰世界秩序,这是伊朗霸权的另一种表现形

式。伊朗的这种种举动让伊拉克非常不满, 1968年

复兴党执政后, 伊拉克一直宣称自己是阿拉伯世界

的领袖,是阿拉伯事业的保护伞,把阿拉伯人的命运

与自己牵连在一起。这样,在同一地区,一个要当霸

主,一个要做领袖,对权力不可遏制地追求把两国推

向了对抗的境地,并最终酿成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两

伊战争。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和沙特的关系也遇到很大的

困难。沙特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公认的盟主, 但

霍梅尼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 沙特的一切事务,

当然也包括宗教事务,都受到了美国的干涉, 沙特信

奉的已不再是/真正的、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0,而是
/美国牌号的伊斯兰教0,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政权披

着穆斯林的外衣,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一种奢侈、

轻浮和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 他们从人民手中榨取

财富后又肆意挥霍, 他们整日沉湎于赌博、豪饮和狂

欢作乐。0172( P24)为了解救沙特穆斯林, 霍梅尼认为

必须向沙特输出革命。在两伊战争中沙特和科威特

等海湾君主国向伊拉克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或

赠款,而且还帮助伊拉克出口石油和进口货物,这更

加剧了伊朗与海湾诸国特别是与沙特的关系劣度。

这一时期伊朗与埃及的关系也不理想。伊斯兰

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的外交方向,反西方成为它的

一个外交原则, 这样,亲近西方的埃及就被霍梅尼指

责为/穆斯林事业的背叛者0。伊朗革命成功后萨达

特欢迎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到埃及也让霍梅尼十分不

满。另外,埃及历来是宗教行动主义的温床, 由伊朗

伊斯兰革命引发的席卷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

伊斯兰潮在埃及也得了响应, 引起许多伊斯兰学者

的共鸣。
122( P166- 169)

萨达特政府对局势的发展深感

不安,指责伊朗要把霍梅尼塑造为/假伊斯兰教和邪

恶0的鼓吹者,伊朗则呼吁亲美的萨达特下台。伊埃

交恶日甚,最终于 1979年 4月断交。两伊战争又加

剧了伊朗与埃及的不和。

与以色列在 1979年签订了和约后,埃及在阿拉

伯世界处于孤立地位,为了重返阿拉伯大家庭,摆脱

外交的孤立,埃及必须要顺应大多阿拉伯国家的意

志,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这不可避免的会恶化

它与伊朗的关系。

再看伊朗与西方、苏联的关系。因为伊斯兰共

和国鼓吹伊斯兰革命和强烈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

革命后的伊朗不仅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视, 而

且也引起苏联的憎恶, 因为在苏联南部有大量不十

分稳定的穆斯林居民, 苏联担心伊朗革命浪潮会在

他们中间引起反响,从而引发苏联的动荡。苏联对

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的不满还有一个原因:伊朗革

命领导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提出严厉谴责。对美苏

而言,如果伊朗在两伊战争中获胜,势必会威胁到自

己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若伊朗取胜也很可

能会引起其它伊斯兰国家走伊朗革命的道路,因此,

遏制伊朗,不仅仅是为了打压伊朗本身,也有警告其

他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意图。182( preface)在两伊战争中,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援助伊拉克的同时对伊朗实施了

武器禁运,对伊朗更为不力的是,美国军事力量还直

接进入海湾地区, 不仅为帮助伊拉克的科威特船只

保驾护航,而且还针对伊朗的一些目标采取军事行

动。美国的军事介入彻底打消了伊朗的胜战念头。

战争的困难以及各国普遍的敌视使得伊朗步履

艰难,最终不得不在 1988年接受两伊停火协议。不

过停火后伊朗统治阶层的分歧扩大了, /由于未能打
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损耗,生

活质量的总体下降, 以及愈益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

) ) )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政府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
出革命问题的思想分歧而加剧。0172( P150)统治阶层

内的派别斗争在/ 拉什迪事件0¼ 中再次突现, 霍梅

尼对拉什迪下达死亡令与其说是出于宗教感情的受

辱,倒不如说是为平衡国内派别力量,其根本用意在

于抑制温和的务实派, 提升日渐失势的激进派, 以此

来恢复因两伊战争受挫而遭到损害的个人威望及重

振出现动摇的伊斯兰革命精神。

  四、伊朗外交的逐步调整

  国内外的困境迫使伊朗当权者对激进的外交政

策做出一些调整。霍梅尼不仅是位教士, 而且也是

一位政治家,在面临困境时,霍梅尼也能因势做出一

些政策调整。1984年 10月, 在温和派的推动下,霍

梅尼针对外交问题做了一些新的指示, 批评了先前

与其它政府发展关系力度的不足, 强调了与世界各

国(以色列、美国、南非三国除外)保持外交关系的必

要,他说若不如此,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只会自绝生

路。在霍梅尼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当时的总统哈梅

内依、议长拉夫桑贾尼、外长韦拉亚提等领导人在

1984 ) 1988年间造访日本、中国、非洲、东欧、西南

欧等国家和地区, 开创了伊朗外交的所谓/开放0阶

段。
152( P115)

霍梅尼的灵活性还表现在 1988 年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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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 598 号决议,宣布与伊拉克停

火。

接受 598号决议为伊朗开启了与邻国改善关系

的大门。停火伊始,伊朗就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展开

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与科威特建立了外交联系,接待

了到访的阿曼外长,并与阿曼建立了一个联合经济

委员会以拓宽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到 1988年底, 伊

朗已经和除沙特、伊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

了正常关系。伊朗与沙特的关系也有了松动的迹

象。1988年 11月 14日,伊朗副外长贝萨拉提说伊

朗愿意与沙特协商以消除 1987 年朝圣悲剧½ 引发

的/大误解0。沙特对此也做出积极响应, 据报道法
赫德国王曾下令让沙特电台、报纸停止攻击伊朗, 并

希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一切重大争端。192( P156)停战

后两伊也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虽然进展缓慢, 但两国终归走到了谈判桌前。

在停战之后, 伊朗与苏联的关系也有所改善。

1989年 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伊朗并不

同寻常的受到霍梅尼的接见, 这至少证明霍梅尼对

苏联还是抱有一些希望的。不过由于苏联事实上的

分裂和衰落,它已不能向伊朗提供重建所需的足够

资金和技术。这时伊朗温和派的外交重点是西欧。

战后因为与美国改善关系无望, 也由于国家重建的

压力以及苏联的不可依靠, 所以温和派对西欧国家

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而对西欧国家来说, 伊朗

也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可以提

供相当多的投资机会,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又是

西欧各国急需的商品, 而且中东大多数国家都被纳

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0, 西欧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
进入反美的伊朗市场。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

中,伊朗向西欧投资者提供了数个石油、天然气项

目,每年对欧洲的出口额达 170 亿美元, 进口则有

120亿美元, 从中不难看出伊朗与西欧的密切联系。

不过伊欧间良好关系的发展被拉什迪事件所延缓,

这一事件是伊斯兰激进派不满温和派得势的一种体

现,它对温和派把伊朗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是一个

极大的打击。不过这一后果到霍梅尼逝世后才显现

出来。

  五、结语

  总体而言, 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意识形态色

彩比较浓厚的, 也是比较混乱、困难的, 这给新生的

伊斯兰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增加了许多障碍。霍梅

尼时期的伊朗外交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 主要有

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宗教因素。1979年伊朗革命是在伊斯兰

教的旗帜下取得成功的。虽然古今中外打着宗教旗

号进行起义、革命的事例有很多,但伊斯兰革命与它

们有明显的不同: 它不仅以宗教为旗号,而且还要建

立伊斯兰政府, 实现宗教人士对国家的治理。在当

时的伊朗,教士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而入世的伊

斯兰教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救世良方, 伊斯兰神权政

体的建立也就不可避免。在教士眼中, 异族的统治

是绝对难以接受的,近代以来西方的侵略、二战后美

国的大规模卷入都被教士视为是对伊斯兰教、对伊

朗国家的侮辱,这也注定了革命成功后伊朗与西方

关系的困难。在霍梅尼时期,伊斯兰势力中的温和

派曾努力使伊朗外交走上正轨, 但由于激进派的阻

挠和霍梅尼本人的思想倾向,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

从本质上讲, 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和策略是较为激进

的。这也符合革命的发展规律, 大多数的革命刚刚

过后,内外政策往往表现的比较激进,与革命前相比

有很大的跳跃性发展; 然后因为内部的需要和外部

的要求,激进的政策再慢慢缓和下来, 逐渐步入正

轨。伊朗革命也是如此,在霍梅尼之后,伊朗外交就

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务实色彩。

第二,国内因素。1979年革命的成功是伊朗各

界在反国王的共同目标下取得的。巴列维国王的所

谓现代化改革并不成功,受益群体很小,主要是王室

成员、官员、与西方做生意的企业和商人以及一些投

机商,而广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大多

数的教士都没有得到什么利益, 不仅如此,他们还受

到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苦,因此,他们都聚集在伊斯兰

教的旗帜下反对国王。但是在推翻国王政权后, 他

们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 对权力的争夺也就

不可避免,从而造成了伊朗政局的动荡不安,阻碍了

伊朗外交的良性发展。在革命之后, 伊朗政坛出现

了/政出多门0现象, 高高在上的霍梅尼在各派力量

间的平衡措施也削弱了伊朗政治的连贯性,致使无

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决策群体,这也制约了政府的施

政能力, 使得伊斯兰温和势力把伊朗融入国际社会

的努力一再受挫。

第三,国际因素。在霍梅尼时期,伊朗的国际处

境是相当恶劣的。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然

在很多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是在打压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一事上却找到了共同语言, 作为一个新生的

第三世界政权,伊斯兰共和国不得不直面两个超级

大国的一致敌视, 困难可想而知。而且,在伊斯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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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的敌视者中,还有绝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以色

列以及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

中,饱受革命的动荡和战争的摧残的伊斯兰共和国

当然会举步维艰,不管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

  1注释2

¹ 在二战结束之际及其后,苏联让伊朗的不安之举有制造阿

塞拜疆危机、扶植伊朗的分裂势力对抗伊政府、不按时间

表从伊朗撤军等。

º近代以来 ,伊朗常常是面临两个国家的同时侵略, 比如从

19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期的英、俄(苏) , 为了在两个国家

的夹击下获得一定的活动自由,伊朗统治者时常再与另外

一个强国加强联系 ,以使得那两个侵略国不得不考虑伊朗

的要求, 这就是伊朗外交的/ 第三国策略0。德国、美国都

曾被伊朗当作第三国而交好。

»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一个高级头衔,拥有这个头衔的是学

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

¼ 这一事件由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5撒旦诗篇6引起, 各地

穆斯林认为这本书侮辱了伊斯兰教及其先知,强烈呼吁禁

止销售并销毁此书。1989 年初, 霍梅尼发布了判处拉什

迪死刑且号召各地穆斯林追杀他的/宗教敕令0 ,从而引发

了一场伊朗和英国及整个西欧的外交危机。

½ 在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一事上,霍梅尼与沙特方面有不同意

见。霍梅尼等伊朗宗教人士认为朝圣是穆斯林的大聚会,

可以谈论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一切有关伊斯兰的问题, 他

们认为朝圣本身也是一个政治行动。但是沙特方面认为

朝圣仅仅是宗教行为, 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在 1987 年的

朝圣中,伊朗朝圣者在麦加举行反对美国、以色列的大游

行,沙特出动警察部队进行了镇压, 造成数百名伊朗朝圣

者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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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plomacy Study of Khomeini. s Iran

FAN Hong- da

( School o f Public A ffairs, Xiamen Universit 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e Islamic Revolut ion of Ira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ran. s diplomacy . After the revolu2
t ion, Iran w as intensively host ile to the U nited States, performed the neutralism , and canonized the Islam in the

life of country. The radical diplomacy isolate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from the outer w orld and made many

difficult ies for the Khomeini. s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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