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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穆兄会的选择

保命的最佳方式是“分享蛋糕”

穆兄会或许是埃及民众的第一选

择，但穆尔西肯定不是穆兄会的第一

选择。

6月29日，穆尔西在支持者的欢呼

声中来到开罗解放广场，穿着西服，没

有打领带，在激情而又流畅的演说中，

他一度解开黑色的外套，让现场听众看

他没有穿防弹衣，他说：“有你们和真

主，我很放心。

除了真主我谁也不

怕。”一切都如此

具有煽动性，就像一个老到的政治家。

但真实的情况是，穆尔西虽然在

2000年就已经竞选成为议员，有十余年

的从政经验，但是与前总理沙菲克这样

的竞争对手相比，穆尔西从事的大都是

幕后工作，曝光率很低。而且，穆尔

西在公开场合沉默寡言，对成为焦点感

到不自在，很难说是一个充满领袖魅力

的总统候选人。事实上，穆兄会最倾心

的人选是二把手沙特尔，他能言善辩，

主导着穆兄会的重要事务。但是沙特尔

曾在穆巴拉克时期被判洗钱罪入狱，有

刑事案在身，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还

有一个参选的穆兄会成员阿布福图，则

非常的温和，和华夫脱党已没有太大差

别，决定参选总统后退出了穆兄会，

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也没有进入第二

轮。只有穆兄会临时推举以取代沙特尔

的穆尔西进入了第二轮选举，与沙菲克

对决。可以说，穆尔西之所以能够当

选，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候选人的资格审

查。穆尔西的特点是比较强硬和保守，

在穆兄会中属于价值观念比较清晰的。

当然，穆尔西在解放广场上的演说也证

明了自己是一个具有快速学习能力的政

治家。

穆尔西学理工出身，是一位材料

学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

的五名子女中有两名出生在美国，拥有

美国国籍，1985年穆尔西回到埃及当教

授。穆尔西的妻子纳格拉是虔

诚的穆斯林，没上过大学，经

常佩戴面罩，与“洋派”的前

第一夫人苏姗·穆巴拉克截然

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穆尔

西加入穆兄会，很快成为穆兄

会训导委员会成员。像穆尔西

这样恪守伊斯兰信仰而又赞赏

西方宪政体制的知识分子，需要穆兄会

这个舞台，穆兄会也需要穆尔西这样的

标志性人物。“海归派”的穆尔西加入

“土鳖派”的穆兄会，或者反过来说，

草根的穆兄会接纳“洋派”精英穆尔

西，不但意味着穆兄会实质性的变化，

还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7月13日，新任埃及总统穆
尔西出席开罗警察学院的
毕业典礼。未来埃及的政
治应该是军方、议会和总
统三足鼎立。穆尔西和穆
兄会必须有充足的智慧，
学会妥协，接受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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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6月17日结

束，穆尔西随即宣布自己获得52%的选

票，但是一直到6月24日，埃及最高总

统选举委员会才公布这一结果。这一个

星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是一个谜。

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军方可能找个茬

儿宣布选举无效；另一个就是以坦塔维

为代表的军方和穆兄会激烈交涉——穆

尔西可以当选总统，但是别想要军权；

如果穆兄会不适可而止，军方就发动政

变，再次在埃及实行军人统治。军方在

第二轮投票前夕解散穆兄会领导的人民

议会，很可能就是在暗示穆兄会。在今

年年初的人民议会选举中，以自由与正

义党名义和独立候选人名义参选的穆兄

会成员夺得了235个议席，萨拉菲派的

光明党总共赢得了121席，加起来就是

356席，占总竞选席位的71.49%，大大

超过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形成了能

在议会表决等活动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伊

斯兰党团，其威力足以弹劾总统，足以

通过立法手段威胁军方对埃及政治的控

制。军方解散议会的理由就是，明明是

穆兄会成员，为何还要以独立候选人身

份竞选，剥夺了其他真正的独立候选人

的机会。

在这种时刻，穆尔西和穆兄会必

须见好就收，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

况且，埃及革命的发起者是“四六青

年运动”，还有受西方赞助的NGO，

跟穆兄会半点关系都没有。对于革命果

实，穆兄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趁火打

劫”，后来它又打破了自己不谋求控制

议会、不推出总统候选人的承诺。因

此，当穆兄会“意外地”获得最大份额

的蛋糕的时候，保命的方式很简单，就

是切出一部分蛋糕与他人分享，而不是

独吞。这恰恰也是阿拉伯沙漠部落政治

的传统。

照现在的局势判断，未来埃及的政

治应该是军方、议会和总统三足鼎立。

所以穆尔西和穆兄会今后必须有充足的

智慧，必须学会妥协、接受事实。

材料学家或许比政治家更精到

而且，穆兄会应该也明白，在总

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穆尔西和沙菲克

的选票加在一起也没有过半，也就意味

着有一半参加投票的选民对这两人都不

认账，很多人是带着冒险、观望的心态

参加第二轮投票的，并最终“两害取

其轻”投给了沙菲克或穆尔西。穆尔

西第二轮的得票率是52%左右，这就表

明穆尔西真正的得票率是四分之一，

与穆兄会在议会的比例恰恰相反。因

此，穆尔西的政府必须具有较强的包

容性，在国内张开双臂团结基督徒等

群体，在国际社会上遵守埃及和别国

已有的条约，以一个全体埃及人的总

统的姿态做一个总统该做的事儿，而

不是做一个穆兄会训导委员会委员该

做的事儿。更何况，穆尔西领导的自

由与正义党虽然是由穆兄会牵头成立

的，但是并不能与穆兄会等同起来。自

由与正义党在纲领中并没有突出自己是

一个伊斯兰政党，而是称自身为一个全

民的政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最早

的一批党员中居然有上百位科普特人

（信奉基督教的埃及人），同时还有上

千位妇女。据说，穆尔西可能会任命一

位科普特人和一名女性为副总统。

在具有如此包容性的政府下，如

果能把经济搞好，让伸手向穆兄会要

救济的人减少，穆尔西就是成功的。

反之，如果穆尔西在与犹太人、基督

徒、美国人妥协的同时，未能发展好

经济，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又要

泛滥了。埃及经济是一种依赖外部支

援和投资的畸形的消费性经济，苏伊

士运河税收、旅游业、石油开采和劳

务输出是埃及的四大支柱产业，如何

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考验着埃及的

穆兄会新政权。

如此一来，穆尔西面临的挑战恰

恰不是沙菲克，不是大选中的另外两位

对手——前阿盟秘书长穆萨和前国际原

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而是穆兄会强

硬分子。在这方面，穆尔西可以利用自

己的智慧与穆兄会交涉，什么事情是穆

兄会可以做的，什么事情又是不可以做

的。如果成功的话，穆兄会甚至可能

因此而进一步改变颜色。材料学讲究

的是配方和温度，指标非常严格，差

一丝一毫都是不行的，作为一名材料

学家，穆尔西若能将这些知识和智慧

运用到政治中，可能会比其他政治家

做得更加精到。穆尔西曾公开承诺，

在成为总统后将退出穆兄会和自由与

正义党。穆尔西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

脱离自由与正义党，这样在面对议会

时就能一身轻，但维持其穆兄会的本

色，这样他有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

个领袖，就像当年提倡泛阿拉伯主义的

纳赛尔一样。

整体而言，现在我们有理由对埃

及的政治发展适度地乐观。因为埃及军

人变得理性了，祝贺穆尔西当选；穆尔

西也变得理性了，懂得适可而止，宣布

被解散的人民议会复会，多半是做给穆

兄会强硬派看的；美国、以色列等国家

也都祝贺穆尔西当选。这种态势不能不

令人欢欣鼓舞。美国为什么对这个结果

认账呢？奥巴马政府对埃及的变化应该

是心花怒放的：第一，美国跟埃及的军

事同盟关系可以保证；第二，埃及跟以

色列的和平不会被破坏；第三，埃及名

义上是穆兄会执政，但实际上是一个

全民政党、新的政治家在执政。7月14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埃

及，与穆尔西会面，并为新政府带去了

免除埃及10亿美元的债务、向埃及提供

2.5亿美元的贸易信贷担保、建立6000

万美元的投资基金的承诺。

未来，埃及政治的发展会充分展现

一个伊斯兰社会实现民主宪政的特点，

充分展现东方政治的智慧。在人口、文

化等各个方面，埃及都是中东的老大，

也应该是老大，带动阿拉伯世界其他国

家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