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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继赞

6月 29日，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确认内政部此前公布的第 10 届

总统选举结果。此前，由于败选候选人对计票结果提出质疑。穆萨

维甚至指责选举严重违规，强烈要求重新选举。穆萨维的支持者上

街抗议，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近两周的全国骚乱。后在手握军政大权

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有力干预下，局势才勉强得以平静。

内贾德连任的主要原因

内贾德成功连任，当在意料之中。尽管改革派说，大选可能会有

违规和计票不实的现象，但内贾德毕竟以超出穆萨维一倍的得票率

胜出。内贾德所以会有如此压倒多数的优势，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强硬外交符合伊朗民族尊严。在 2005 年至 2009 年的第

一任期内，内贾德推行的对外政策，始终表现出“强硬”二字，敢于

对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说“不”。他多次谴责美国前总统布什对伊

拉克发动侵略战争，称其应该作为战犯出庭受审。对于欧盟，内贾

德批评它将人权问题与核能问题搅在一起，称欧盟应从象牙塔上下

来，不要站在远处骄傲地指手画脚。对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的抨击，

更是语出惊人，其典型的言论是“应该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抹掉”。

对联合国决议，内贾德也根本不予理会，称其不过是一堆“废纸”。

内贾德的“强硬”和“口无遮拦”，常常招致西方世界的愤怒和

国际社会的非议。然而，恰恰是内贾德这种强硬立场和不惧强权的

风格，体现了波斯文明传人伊朗民族的自尊，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拥

影响深远的伊朗大选

6 月 14 日，在伊朗首都德黑
兰，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的支持者欢呼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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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其次，发展核计划迎合选民强国梦。内贾德执政的 4 年，正是

伊朗核问题国际博弈最激烈的时期。这期间，为使伊朗弃核，联合

国安理会三次通过制裁决议；美国多艘航空母舰齐聚波斯湾，一度

对伊朗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威慑和重压；以色列一向把伊朗核计划视作

“现实存在的安全威胁”，多次扬言要对伊朗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

式打击。面对美以强大军事威慑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压力，内贾德政

府始终坚守“绝不放弃铀浓缩”的底线。不仅如此，还大大加快了核

开发力度。就是在这几年中，伊朗的核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用于铀浓缩的气体离心机已有 7000 多台投入运转，每年能够生产

40 吨核燃料的第一座核工厂建成并投产。这一切，标志着伊朗已经

掌握了从开采到浓缩的整套核燃料循环技术。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布莱尔的话说，伊朗已经拥有了生产核弹所需的科学技术以及工业

生产能力。据专家估计，伊朗在 2010 年至 2015 年之间就能制造出

第一枚核弹。

对于伊朗核计划取得的长足进展，美国和国际社会忧心忡忡，

而伊朗人民却为之扬眉吐气。他们坚定地认为这是民族的骄傲，是

国家在核科技领域的巨大进步。而这些成就，是内贾德政府顶住美

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自力更生取得的。因此，多数选民支持内贾德

连任，也在情理之中。

再次，亲民、廉洁形象深受选民追捧。内贾德以“平民总统”著

称，他亲民、廉洁的形象名副其实。在其第一任期中，内贾德一直保

持着平民的艰苦作风。上任后，他首先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不

挂自己的照片，只挂已故精神领袖霍梅尼和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

像；拒不使用前任订购的总统专机，并指示交通部长将其出售或改

为民用；他不愿脱离平民群众，拒绝搬进豪华的总统官邸，他和家

人继续住在闹市区的旧宅；他关心贫民疾苦，经常到边远穷困地区视

察并解决老百姓的具体困难。这一切，都赢得了占伊朗人口绝大多数

的广大平民的好评。

当然，内贾德在经济政策方面确有失误之处，整体经济形势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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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飞涨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不过，伊朗选民也许会认为，国际经济

制裁、世界金融危机，还有国际油价暴跌，那才是造成伊朗经济困

难的祸根。因此，他们愿意再给内贾德一次机会。

第四，主政者的优势。作为现任总统，内贾德手中握有别人无法

与其相比的宣传、行政和组织资源，尤其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明里

暗里的支持，更让别的候选人可望而不可及。

大选结果缘何酿成暴乱

照理说，任何国家的大选，都只能有一人胜出，选举违规也是常

见的现象，败选者提出异议也很正常。然而，伊朗大选结果却酿成了

一场罕见的纠纷。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政坛派系斗争的加剧是内因。在维护伊斯兰革命成果和

伊斯兰政体方面，伊朗各派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从执政理念角度讲，

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从对外政策角度看，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之

别。一般认为，在表现形式上，伊朗政坛主要有三大派，即保守派、

改革派和务实派（中间派），最高领袖一般在三派之间搞平衡。在此

次大选中，基于种种原因，务实派代表人物拉夫桑贾尼站在了改革派

穆萨维一边，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在选前和选后支持了内贾德。作

为保守派的强硬代表，内贾德的施政理念，得到了哈梅内伊的首肯，

却遭到了改革派和务实派的抨击和诟病。穆萨维就指责内贾德的外

交政策是“冒险主义”和“极端主义”。

选战不仅是保守派和改革派施政理念的交锋，更是两大派争权

夺利的角逐。大选失利后，穆萨维强烈要求取消选举结果，重新举

行大选。穆萨维的要求遭到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宪监会）的拒绝后，

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开展抗议示威活动，并与内贾德的支持者和警

察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近两周的全国动乱，酿成大量财物被毁、20

人死亡、457人被抓的悲剧。

第二，西方势力推波助澜是外因。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制造动乱，

利用大选煽动“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近年来惯用的伎俩，并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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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中亚国家得手。据伊朗电视台报道，在这次动乱中，英美等西方

国家政府通过谴责伊朗当局镇压“民主声音”，煽动人民的不满情绪；

西方媒体，特别是一些西方网站，广泛散播无政府主义，鼓动破坏

行为。伊朗电视台报道说，大选投票结束后，伊朗反政府组织“人民

圣战者组织”设在英国的指挥部派遣先前在伊拉克境内受训的成员

进入伊朗，焚烧汽车、加油站，袭击支持政府的武装人员。

外部势力和反政府组织混水摸鱼，对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西方报纸甚至认为，奥巴马的中东新政对诱发这次伊朗动乱也“功

不可没”。因为这种“巧实力外交”，比30年来的敌视和干涉更为有效。

伊朗大选的深远影响

对于伊朗这样一个 30 年来外来势力影响甚少的伊斯兰政权，此

次大选的冲击不可小觑，其后遗症不可低估。

第一，将长期影响伊朗社会。伊斯兰政体遭遇严重冲击并出现

裂痕，这将长期影响伊朗社会，甚至会动摇伊斯兰政权的根基。对

大选结果提出质疑的三位候选人，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圈内人物。

彼此在政见上虽有差异，但在维护伊朗根本利益方面，应该是一致的。

但此次动乱引发的两派斗争的加剧和结怨，尤其是出现了人员伤亡，

似乎超出了“圈内”性质。另外，据传在伊朗高层领导中，也不乏对

大选结果持异议者。很明显，铁板一块的伊朗伊斯兰政权已出现了裂

痕。目前，骚乱虽已平息，但伊朗社会并不平静。在宪监会宣布大选

盖棺定论后，穆萨维在其支持者的网站撰文称，绝不承认新政府的

合法性。还有消息说，穆萨维拟成立政党，继续捍卫“宪法留存的准

则”。看来，伊朗此次大选的后遗症不可低估。

第二，最高领袖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动

乱，哈梅内伊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前台。他首先指示宪监会彻查选举有

无违规行为，对部分存在疑问的选区重新计票。他还十分罕见地于 6

月19日主持了德黑兰星期五礼拜集会，呼吁选民保持平静，不要受

外国势力的煽动，强调大选不存在“舞弊”，并传达支持内贾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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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哈梅内伊明确反对穆萨维支

持者的街头抗议活动，也否决了

“废选”的可能性。然而，哈梅内

伊几次表态后，德黑兰骚乱并未

完全平息，最高领袖一言九鼎的

绝对权威显然受到了挑战。更有

甚者，一些示威群众第一次喊出

了“打倒哈梅内伊”的口号，有的

还焚烧了哈梅内伊的肖像。另外，

在此次大选纷争中，对哈梅内伊

有着任免权的 86人伊斯兰专家会

议主席拉夫桑贾尼站在穆萨维一

边，伊朗权威宗教团体——库姆

研究者和教师协会——也称大选

结果“非法”。从而把伊朗最高领

导层的分歧暴露出来，这无疑是对哈梅内伊权威的最严重挑战。

第三，中东地区核竞赛可能更难抑制。内贾德的连任，无疑会

进一步坚定伊朗坚持发展核计划的决心，从而使伊朗弃核变得更加

不可能。至少在内贾德第二个任期的 4 年中，围绕伊核问题的国际博

弈还会继续下去，而伊朗可能还会取得一个又一个“核突破”，甚至

成为“核国家”。在这样的前提下，中东地区的核竞赛可能更难抑制。

从中东地区的核现状看，以色列已经是“事实上”的核国家，据

传它至少已拥有 200 枚核弹；伊朗核计划已经取得重要突破，国际

社会普遍认为，伊朗拥核用不了几年就会成为现实。为了在中东地区

的核竞争中占得先机，其他“后进”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谁也不

甘落在以色列和伊朗的后面。据说，中东一些科技相对发达、资金

相对充裕的国家，早就采取了秘密行动，甚至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似可预见，中东地区的核竞赛已经无法抑制。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6 月 15 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伊
朗前总理穆萨维的支持者手持穆萨维的画
像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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