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世界态势 栏目主持  吴晓芳
xiaofangwu.cn@gmail.com  010-65265930

2010年年底以来阿拉伯世界爆发剧

烈的政治动荡，其中一些国家已经完成

了领导人或政权的更迭，尽管巴沙尔仍

在台上，但是叙利亚持续深处内乱或者

内战之中。阿拉伯国家的此轮政治动荡

看似非常突然，不仅让各相关阿拉伯国

家的领导人和政府手忙脚乱，也使得世

界各国的决策者们深感愕然，无法及时

出台恰当的回应之策。

面对长期跌宕起伏的阿拉伯世界，

人们常常疑惑它为何总是与动荡相伴。

事实上，纵览阿拉伯

民族和国家发展史，

会很容易发现，除了

极其短暂的帝国辉煌

之外，阿拉伯人遭遇

的几乎是一个又一个

的挫折与失败。阿拉

伯人遭此不幸，有他

们不可掌控的外部原

因，更有他们本可应对的内部因素，主

客观条件共同造就了一出发人深思的阿

拉伯民族悲剧。

凝聚力的缺失

尽管“阿拉伯”这个字眼已有两

三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伊

斯兰教诞生以后，阿拉伯人才形成为一

个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民族并建立了

自己的庞大帝国。不过此后1400年的历

史清晰表明，阿拉伯民族缺乏足够和持

久的凝聚力。随着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

默德在632年逝世，刚刚统一起来的阿

拉伯半岛就立即陷入分裂，虽经首任哈

里发伯克尔的四处征讨重获统一，但是

各势力的激烈角逐却已经是一个既成事

实。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上，激烈的内部

冲突一再上演，这往往又引来外部势力

阿拉伯世界何以总伴着动荡
文／范鸿达

 一些阿拉伯“新权威
主义”政权已经轰然倒

台，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

尤其值得注意，它们的方

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阿

拉伯民族在未来世界版图

中的地位。

的干涉，所以我们经常发现，一部分阿

拉伯人与外部势力联手对抗本族的另一

部分人。

在现代阿拉伯国家诞生后，我们

看到的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不休的纷

争。就几次阿以战争而言，试问，在对

抗以色列时，阿拉伯国家做到协调一

致了吗？特别是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

争，当时处于襁褓之中且武器、人员、

物资均奇缺的以色列能够取胜，其根本

原因在于当时阿拉伯各参战国的态度，

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

备太过于仓促，对这

场战争的投入力度太

过于有限，而与此同

时，它们对这场战争

的收获则又太过于期

待。仓促出战，兵力

不至，基于私利追求

的互相防范，阿拉

伯国家还何言战争胜利？此次战争后

埃及对加沙的占领、外约旦对西岸的

吞并，直接剥夺了联合国在1947年赋

予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权利。从某种程

度上看，首先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

人，使巴勒斯坦人丧失了本可以更早

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

阿拉伯人凝聚力的缺失，或者说他

们广泛存在的分裂，除了在与以色列进

行的屡次失败的战争中显露无遗外，在

其他问题上也清晰可见，比如20世纪60

年代沙特和埃及在北也门的军事对抗，

复兴党主政时期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长期

不和，阿盟在1979年因为埃及与以色列

达成和约而中止其成员国资格，1990年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军事入侵，当然，还

有不能不提及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时至

今日，在国际社会中，我们看不到清晰

的阿拉伯形象，听不到响亮的阿拉伯

声音，阿拉伯人依然处于分散与割裂之

中。在当前的“阿拉伯之春”中，解决

地区问题历来很不得力的阿盟尽管频繁

现身，但工作成效甚微，其中去年11月

它中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的举动异

常醒目——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阿盟的

创始国竟然都有被开除的经历。

民主政治的缺失

现代阿拉伯国家的如此惨痛经历

也部分源于其民主政治的缺失。尽管在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对平等、互爱和

民主精神的论述，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发

展中，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领导）者们

表现出来的却多是家长式作风。长期以

来，阿拉伯国家民主缺失的根本原因不

在于宗教，而在于历史和政治，就如同

美国著名伊斯兰学者埃斯波西托在《谁

为伊斯兰讲话》一书中所言：“武断划

定的边界，不代表民意的统治者，由此

产生的是脆弱的民族国家和不民主的政

府，这使独裁主义的文化得以延续。”

针对穆斯林世界的这一顽疾，当代最具

影响力的伊斯兰法学家盖拉达维曾经直

言：当今“伊斯兰的力量很弱，因为伊

斯兰信士们普遍受到压迫，他们没有言论

的自由，没有民主权利，现代伊斯兰国家

都以不同的形式实行独裁统治，这不是伊

斯兰，伊斯兰反对独裁政治。不论是哪一

类的独裁者，即使是那些为了维护政治权

利表面上对伊斯兰运动帮助和同情的独裁

者，也都属于伊斯兰运动的障碍，他们不

是真心在维护伊斯兰。”

事实上，以伊斯兰为国教的阿拉伯

国家既不缺乏反独裁的理念，又不缺乏对

民主极其向往的民众，它们所缺失的，是

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制度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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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民族显而易见的分裂和“权

威政治”的泛滥也有外部因素的推动。

阿拉伯世界链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理位

置，是怀有构建大国之心的领导者难以

忽视的；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也

是当今多个国家的发展之必需。外部势

力对阿拉伯人的分化政策，则大大加重

了他们本身就已经存在的分裂，在这一

过程中，英、法、苏、美等国家起到的

推动作用尤其显著，因为它们曾长期殖

民或者深度影响阿拉伯人。如前所述，

很多现代阿拉伯国家的诞生本身就是英

法策划、应允的结果，英法对这些国家

的边界划分、权势人物的扶植和政治发

展的塑造，无一不对新生阿拉伯国家

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冷战时期，

美苏把这一地区残酷地割裂为“亲苏阵

营”和“亲美阵营”；冷战结束后，美

国主导且一再升级的反恐斗争和战争又

把阿拉伯人分裂为美国的盟友和敌人。

既然外部大国对阿拉伯国家怀有强

烈的需求，那么阿拉伯世界的一些领导者

（独裁者）就不难获得外部近乎毫无质疑

的支持，这也是阿拉伯世界“（新）权威

主义”领导人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目前的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而言，对不

顺从的阿拉伯国家强行植入所谓的“民

主”，比如伊拉克战争，比如北约早早

介入利比亚颠覆卡扎菲政权，比如极力

推动巴沙尔下台。但是另一方面，美国

对阿拉伯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并不真正关

心，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并不在意

它实行什么样的统治，比如依然实行家

族统治的海湾各产油国。外部大国如此

鲜明的双重立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本

地区的动荡或潜在危险，对其政治发展

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真正缺乏的是发挥智慧和能量的空间

尽管历史的沧桑仍然清晰可见，尽

管外部势力的影响也不会消失，但是，

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已经证明，阿拉伯人

有能力塑造属于自己的荣耀。从伊斯兰

教诞生及其后阿拉伯统一民族的形成，

到阿拉伯帝国的出现，不过百年；从7

世纪中期有史以来的首部阿拉伯语书

籍《古兰经》定本的问世，到9世纪巴

格达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亦不足

两个世纪。如此光辉业绩，虽然也有其

他民族的贡献，但是谁又能否认阿拉伯

人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别忘了，当

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艰难传播的伊

斯兰教，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

宗教，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已达十几亿之

巨；当欧洲人走出“黑暗中世纪”，再

次找寻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根基的欧洲

精神时，也是阿拉伯语的文献给予他们

大力帮助。就现代阿拉伯人而言，他们

不缺乏智慧和能量，真正缺乏的是发挥

智慧和能量的空间，抑或可以说，缺乏

的是能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政治制

度和社会机制，此等缺失已经严重制约

了阿拉伯世界的健康发展。

民主政治的缺失是制约现代阿拉

伯国家发展的一大顽疾，而“阿拉伯之

春”恰恰以对旧制度的颠覆为己任。目

前，一些阿拉伯“新权威主义”政权已

经轰然倒台，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尤

其值得注意，它们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阿拉伯民族在未来世界版图中的

地位。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现代阿

拉伯国家的诞生，“阿拉伯民族主义”

越发成为一个伪命题。对阿盟22个成员

国而言，不管如何阐释，任何一款整体

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都不足以反映

它们各自国家的“次民族主义/国家主

义”诉求。但是现代阿拉伯国家成立以

来的另一个特点我们也不应忽视，那就

是因为语言、文化以及信仰的相同或

者高度相似性，它们之间具备非常强

的联动性，一国之变往往会引领他国

之变。当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1952

年推翻旧王朝建立共和国后，伊拉克

（1958年）、北也门（1962年）、利比

亚（1969年）等国的“自由军官组织”

纷纷仿而效之；当2010年年底突尼斯发

生所谓“茉莉花革命”后，埃及、利比

亚、也门、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

变革也接踵而至。这样看来，就“阿

拉伯民族复兴”的方式而言，通过某

（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成功示范，然后

带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仿效和跟进，最

终取得阿拉伯区域的整体发展，这或许

是一条可行之路。

在国际社会中，看不到清晰的阿拉伯形象，听不到响亮

的阿拉伯声音，阿拉伯人依然处于分散与割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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