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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林

埃及的“二次革命”与“革命后遗症”

在西亚北非狂飙激进式的政治变革

中，埃及政局演进最为惹人关注。6月

28 ～ 29 曰，在曾举行反穆巴拉克抗议

的开罗解放广场，数万名示威人群与安

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 l000 多人受伤。

这场冲突表明当前埃及政局依然充满危

机，甚至有不少媒体报道说，目前埃及

革命还没有成功，必须进行“二次革命”。

政治狂欢留下“一地鸡毛”

埃及民众当初起来“闹革命”，直

接原因是穆巴拉克统治导致积弊丛生，

尤其是经济衰退、民生艰难。然而，在

长达数月的政治狂热后，那些困扰朝野

的经济和民生难题，非但没有缓解，反

而日趋凸显和激化。

据埃及有关方面统计，政局动荡给

埃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己高达700多亿美

元。其中，埃及的主要经济支柱——旅游

业受损最明显，今年4月埃及游客数量

比去年同期减少40％，损失超过20亿美

元。与此同时，加上直接投资减少，直

接导致埃及外汇储备锐减。据埃及央行

发表的报告说，去年12月底埃及外汇储

备为361亿美元，到今年5月底只剩272

亿美元，短短五个月锐减90亿美元，已

接近“非常危险的程度”。

同时，埃及宏观经济也深受牵连。

4月 19 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埃及

银行业评级展望由“稳定级”下调为

“负面级”，由此使埃及对外贸易深受影

响。而且，目前形势下埃及银行不愿为

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民众消费能力也在

不断下降，由此造成埃及供需萎缩，经

济前景黯淡。到 6月底结束的本财年，

埃及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比预期

有所上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埃及过渡政府将本财年经济增长率，从

年初时预期的 6％调低至 1％左右，为

1992 年以来最低值。埃及财政部预计，

201l ～ 2012 财年，埃及经济仅将增长

3.2％。此外，政治动荡还加剧通货膨胀，

各种基本生活品价格持续上涨，民众生

活状况更趋艰难。

过渡政府总理谢拉夫在 6月 23 日

就任百天讲话中坦承，他的政府“从前

政权那里继承过来的深层次问题太多”，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根源入手。换言之，

由于种种因素制约，这些问题难以在短

期内解决。许多普通埃及人因看不到“革

命”的切实成果，更是失望和迷茫。

“革命”能量仍未耗尽

当前埃及这场政治剧变几十年不遇，

实际带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是旧政

权各种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

是对穆巴拉克既有统治的全面否定；另

一方面，这种对旧模式的彻底否定，也

暗含着对埃及民族复兴新道路的探索。

就目前而言，推翻穆巴拉克统治仅

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我们知道，

埃及的“革命”是一场无明确领导者、

无主要反对派、无明确政治主张的“三

无运动”。换言之，这场政治运动自发

性多于自觉性，各方齐心协力，仅仅是

因为他们共同反对什么，而不是共同赞

同支持什么。旧政权被推翻，潜藏的深

层问题逐渐暴露：未来应由谁来掌权 ?

将来应采取何种政治体制和内外政策 ?

>>法国向俄罗斯出售“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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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没有先进理论指导，尤其没有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任何看似“凯歌行进”

的政治变革，最后都难免落入窠臼，使许多人的热切期待最终变成一场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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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埃及多数民众的“革命能量”仍未耗尽，未来仍有继续抗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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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力量脱胎于旧政权，但又身处“后革

命时代”，因此竭力推行“中间路线”，

力图在保持稳定和现行秩序情况下，推

行有利于中下层的政治经济变革，力图

凝聚共识，弥合各方政治分歧。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埃及贫富分化严重，阶

级对立明显，过渡政府的中间道路“骑

墙”色彩十足，容易左右不落好。况且，

过渡政府确实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发

展规划，因此深层变革不可避免。

长远看，埃及政局演变可能不得不

面临“选边站”的问题：一种是走民粹

路线，用有限财富重点补贴穷人，以赢

取多数民众支持，但这种政策容易导致

损害、剥夺少数富人权益，并走上反西

方道路，因此极易引发富人阶层反抗，

美国也会竭力阻挠；另一种是金钱主宰

政治，使民主化成为更好地服务富人阶

级的统治，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政

治变革，很难被已经动员起来的中下层

民众接受，社会将重新出现动荡。

不过，不管出现哪种结果，都要经

历一个长期、激烈的斗争过程。有埃及

媒体认为，现在埃及仍处于敏感时期，

革命虽然像列车那样过去了，但革命果

实却并未被革命者完全品尝。所以，必

须行动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一些当

地资深学者认为，埃及爆发二次革命几

乎是“肯定的事情”，只是时间早晚和

规模大小而已。

谁会笑到最后

历史是个曲折迂回的过程。以史为

鉴不难发现，目前阿拉伯国家的政治

变革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其未来政治前

景，同样不是线性发展过程。回顾近百

年来的中东政治变迁史，最后能扩大影

响乃至掌握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往

往主要是两种力量：

一种是军队。在中东等第三世界国

家，军队差不多是组织化程度最高、阶

级属性最为模糊的集团，因此很适合担

当政治争端的调整者，乃至幕后操纵者

的角色。自 1952 年后的埃及历任领导

人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离职前任命

的总理沙菲克、副总统苏莱曼，以及目

前掌握实权的国防部长坦塔维、参谋长

安南也都是军方精英。在终结了穆巴拉

克的强人统治之后，埃及很可能迎来一

个弱势民主的新阶段。未来，由于政坛

不稳定因素增多，动荡冲突不可避免，

因此无论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环境，都需

要军队幕后操纵，甚至直接走上前台。

届时，埃及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强人政

治”时代。

另一种是伊斯兰势力。在历史上，

中东每逢内忧外患或重大变革，伊斯兰

复兴运动总会借机兴起。当前，阿拉伯

国家集权多年，国内不存在现代意义上

的政治反对派，唯有各种伊斯兰组织凭

借“伊斯兰教”神圣外衣，成为最主要

反对派。而成立于 l928 年的埃及穆斯

林兄弟会，树大根深，组织化程度高，

且已建立起较完备的社会救助和福利

体系，在中下层人气颇高。现在穆斯林

兄弟会已经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宣

称要夺取议会 45% ～ 50％的席位。由

于穆斯林兄弟会一直没有给出详细的

政策纲领，世俗派力量担心其一旦掌

权，将会在埃及推行伊斯兰化道路。因

此，自 2月份以来，世俗派坚持认为应

先制定民主宪法，推迟 9月的议会选举，

以便为世俗力量增长留出时间。而穆斯

林兄弟会自恃胜券在握，坚决主张如期

进行议会选举，反对更改权力过渡时间

表。这种政治较量从侧面说明，穆斯林

兄弟会等伊斯兰势力已经成为埃及政

坛变革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回顾历史，中东政治变迁就像“翻

烙饼”一样，不停地在“强人政治”与

“弱势民主”之间转换徘徊。至于这种

转换带来多大进步意义，则鲜有人关

切。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没有先进理

论指导，尤其没有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

下，任何看似“凯歌行进”的政治变革，

最后都难免落入窠臼，使许多人的热切

期待最终变成一场空欢喜。

要不要进行生产关系变革 ?所有这些都

是未知数。

而这场剧变的最大后果有两个：一

个是在旧政权被推翻后，埃及最高权力

暂时成了“无主财产”，使掌控政权的

政治竞争迅速提上日程；二是解除政治

禁锢后，埃及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粉墨登

场，都试图引导局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

向发展。这既是权力之争，也是政治理

念之争，一定程度还是阶级斗争，因此

斗争空前激烈。当前埃及政坛大体存在

三种政治力量：

一种是“革命派”。这派力量成分

很杂，既有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宗教反

对派，也有长期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的新老世俗反对派。不过，这派力量真

正的中坚，是那些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的

普通民众。由于“革命”后没有获得实

质性好处，反而面临更大生存危机，这

些人对当权者极不信任，既担心革命成

果被既得利益者篡夺，更渴望立竿见影

的胜利成果，因此希望继续变革，切实

改善自身生存地位。这次中东乱局持续

发酵，尤其埃及变革成功，彻底打破阿

拉伯民众对威权的迷信和敬畏，对现实

不满的力量被充分动员。可以说，目前

埃及多数民众的“革命能量”仍未耗尽，

未来仍有继续抗争的可能性。

第二种是复辟力量。穆巴拉克执政

多年，培植起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

团，掌握着多数财富和权力 (包括过渡

政府中仍有很多穆巴拉克势力 )，穆巴

拉克倒台后，这些人也就成了被清算的

对象，如穆巴拉克家族面临审判，多名

政府部长被判刑，昔日的执政党“民族

民主党”被强行解散，全国 1750 家地

方议会也被解散。目前，这派势力受打

压最狠，反弹可能性也最大。这次开罗

解放广场流血事件，正好发生在地方议

会被解散后几个小时，因此很可能是穆

巴拉克势力借机发难。

第三种是稳健派。该派主要代表是

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看

守内阁总理谢拉夫为首的过渡政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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