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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底阿拉伯大变局发生以

来，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媒体将这场以

推翻现政权为目标、以民众抗议浪潮和

反对派夺权为表现形式的地区性运动定

性为“民主革命”，并冠以“阿拉伯之

春”的美誉，同时认为这场革命正在终

结中东不适合民主发展的“阿拉伯例外

论”，其历史意义可与 20年前东欧剧变

和柏林墙倒塌相媲美。

但是，随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

等国的政治与经济重建陷入困境，叙利

亚危机和伊朗危机久拖不决，伴随着无

法控制的暴力、动荡抑或还有日益迫近

的战争，以发展民主、改善民生为主题

的“阿拉伯之春”似乎已渐行渐远。从

某种程度上说，“阿拉伯之春”已经蜕

变为各种势力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舞

台。不管新一幕中东地缘政治厮杀的结

局如何，浪漫开场的“阿拉伯之春”注

定难逃悲剧收场的中东政治宿命。

权力碎片化困扰“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蜕变为地缘政治博

弈的最重要标志是，中东碎片化的地缘

政治痼疾频频发作，并使“阿拉伯之春”

变成“新瓶装旧酒”的地缘政治斗争。

阿拉伯世界虽然在民族、语言、宗

教等方面分享共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

化，但是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典型的碎片

化特点。从地缘的角度看，阿拉伯世界

主要由三大板块组成，分别是：海湾六

国所在的阿拉伯半岛，由伊拉克、约

降。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2003年伊拉

克战争，再到去年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和

卡扎菲政权崩溃，叙利亚政权已经成为

惟一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权。如果以此

来看待由沙特和卡塔尔主导

的阿盟和海合会对利比亚和

叙利亚问题的深度介入，其

最根本目的无疑是彻底铲除

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

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

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

的领导权。

从宗教、教派、族裔矛

盾的角度看，阿拉伯国家内

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如叙

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国家

内部的基督徒）的矛盾、逊

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不仅

影响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权力

斗争，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

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

格局。什叶派伊斯兰神权国

家伊朗，通过输出革命和教

派渗透撬动阿拉伯世界的团

结（如伊朗对叙利亚、伊拉

克、黎巴嫩什叶派的影响），

又使教派矛盾和阿拉伯民族

与波斯民族的矛盾交织在一

起。作为阿拉伯民族的叙利

亚什叶派政权，是两伊战争

中惟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

家，并选择长期与伊朗结盟，

引起了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尤

旦、叙利亚、黎巴嫩构成的“肥沃的新

月地带”，以及埃及、利比亚、突尼斯、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组成

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其中，海湾六国

为能源富集的产油国，经济实力较为雄

厚，采取君主制和家族统治相结合的政

教合一制度；而北非和“新月地带”的

阿拉伯国家多为在民族独立后通过“军

官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国家，世俗化程

度相对较高，但多数为非产油国，经济

实力明显弱于海湾产油国。

从民族、宗教文化的角度看，逊尼

派的瓦哈比派在海湾国家占据主导地

位，尤其是沙特构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

大本营，倡导以泛伊斯兰主义加强阿拉

伯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北非国家多为逊

尼派国家，同时也是“政治伊斯兰”——

穆斯林兄弟会势力较为集中的地区，

“新月地带”则多为逊尼派和什叶派混

居的国家。由于近代以来与西方的接触

密切，北非和“新月地带”是阿拉伯民

族主义发育较早、较成熟的地区，多倡

导以泛阿拉伯主义统一阿拉伯世界。

长期以来，以埃及、叙利亚、伊拉

克、利比亚为代表的奉行泛阿拉伯民

族主义的共和制国家为一方，以沙特为

主导、由海湾阿拉伯国家构成的奉行泛

伊斯兰主义的君主制国家为另一方，围

绕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进行争斗，同时

泛阿拉伯阵营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埃及

曾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所在，但

在 1979 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以及

与美国结盟后，埃及的领导作用不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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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浪漫开场，如何收尾

无论是长期主导中东的西方大国，还是中东地区的各大力量，都尚未写好、当然也更难导演好
“阿拉伯之春”的下一幕剧本。浪漫开场的“阿拉伯之春”注定难逃悲剧收场的中东政治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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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海湾国家的不满。由此看来，当前

沙特、卡塔尔等国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

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无疑有利于其实

现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

“阿拉伯之春”已走上“歧途”

从整个阿拉伯变局来看，突尼斯和

埃及的和平变革色彩较为浓厚，外部势

力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两个国家长期受

欧洲影响，市民社会和中产阶层相对成

熟，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能够保障国家避

免在政治变革中走向内战或分裂，进而

也使外部尤其是西方难以找到军事干

预的理由，因此西方采取了顺水推舟的

国内部的政治博弈。

从地区格局看，当前阿拉伯世界整

体地位下降，以色列安全环境持续恶

化，以色列不断发出军事打击伊朗的威

胁，甚至扬言不排除采取单边行动的可

能，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此向美国和

西方施压，通过核安全问题强化美国对

以色列的重视，扭转受阿拉伯变局影响

战略地位不断下降的态势。

在加入欧盟的战略失败后，土耳

其积极回归中东，试图确立对中东乃

至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奥

斯曼帝国统治阿拉伯民族数百年的历

史，以及土耳其模式的世俗主义本质，

都将在未来引起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宗

教意识的觉醒，并导致反土意识的强

烈反弹；而一旦叙利亚政权崩溃，库

尔德民族分离运动一旦高涨，将对土

耳其产生致命冲击。

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伊朗不

断举行军事演习，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

峡，高调宣示核开发进展成就，对欧盟

石油禁运采取“先发制人”的反制措施，

进而导致国际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国际

原油价格走高的影响甚至已波及美欧

等大国的国内政治，美国舆论指出，如

油价持续飙升将会导致奥巴马连任失

败。而美欧在调动日韩等盟友减少进口

伊朗石油的同时，不断向中国、俄罗斯、

印度等新兴国家施压，进而加剧了大国

间的能源政治博弈，而俄罗斯在国际能

源政治中的优势则不断上升。

作为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角逐

的风暴眼，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危机

不仅都有因局势失控引发地区大乱的

可能，同时也使大国矛盾渐趋紧张，

大国博弈更加复杂。与此同时，巴以

冲突的战火重燃，阿富汗形势的急剧

恶化，都进一步增强了中东形势的复

杂性。在此背景下，无论是长期主导

中东并多次犯下严重错误的西方大国，

还是中东地区的各大力量，都还没有

写好、当然也更难导演好“阿拉伯之春”

的下一幕剧本。

政策。

但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

家，盘根错节的部族、教派矛盾导致国

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异常脆弱，民众抗

议浪潮与部族、教派冲突相交织，导致

暴力冲突乃至内战，则为外部力量的军

事干预提供了借口。在利比亚问题上，

西方广泛争取国际合法性以及地区组

织和国家的支持，充分利用和强化当事

国政治反对派的力量，以内外联合的方

式颠覆卡扎菲政权，创造了新干涉主义

的“利比亚模式”。在也门问题上，萨

利赫长期充当美国的反恐盟友，并最终

同意交权，西方开辟了和平过渡的“也

门模式”。在海湾国家尤其是巴林问题

上，西方则坚持双重标准，默许甚至纵

容了海湾国家对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

除美欧和地区力量的深度介入外，

俄罗斯也是影响阿拉伯大变局的另一

重要因素。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前，俄罗

斯基本上采取了相对超然的政策，既对

西方施加一定的压力，但又不与西方发

生强烈对抗，甚至在必要时予以一定的

配合，充分显示了其中东政策的务实与

灵活。但由于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

惟一盟友和海军基地所在地，俄采取了

力挺叙利亚的政策，进而导致美俄的对

抗加剧。

以上态势表明，由于西方和地区力

量的外部干预和双重标准，“阿拉伯之

春”日益从内生性的政治变革转变成内

外力量相交织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下一幕剧本何在

除阿拉伯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异

常活跃外，阿拉伯国家内部变革与地

区力量博弈的相互交织，尤其是叙利

亚危机和伊朗核危机的不断加剧，也

进一步激活了四大中东地区传统力

量——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

土耳其之间的复杂矛盾，同时以核安

全、能源安全等重大安全议题搅动全

球政治，并催化大国之间乃至部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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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一名利比亚
士兵在阅兵仪式上展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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