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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利斯坦条约》看伊朗外交

□张 郭

[ 内容摘要] 以《古利斯坦条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列强在伊朗争夺的结果, 是

伊朗半殖民化的开端; 列强看中的是伊朗据有的重要战略位置和丰富资源;19世纪初争夺

伊朗的主要是英法俄三国, 它们在伊朗有各自的目的与意图; 英法长期争夺导致了难解的

世仇情结; 伊朗的生存受到沙俄的严重威胁; 种种因素决定了伊朗外交意图最终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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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古利斯坦条约》对伊朗历史的影响是

巨大的 , 它是伊朗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开

端。从表面上看这些条约是沙俄入侵伊朗

的结果 , 而实际上它是19世纪初列强在伊

朗的争夺和伊朗的不恰当外交举措共同使

然,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法争夺、俄国得利

的结果。

19世纪初的伊朗处在内忧外 患 之 中 ,

国内面临着封建割据和边缘省份的分离主

义倾向 , 国外又有英法俄的殖民入侵危险。

特别是沙俄的大军压境使得伊朗生存受到

威胁 , 而边境省份的分离主义倾向和沙俄

的扩张主义相结合更加重了伊朗的忧虑 ,

自身的羸弱使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 从

而产生了对“外力”的幻想和借重意识。

正是因为对外力的幻想甚至是迷 信 ,

伊朗才不惜用“特权”相交换。而这种特权

从“主动给予”到“被迫出让”, 一点点削弱

着伊朗的自主独立 , 因为这种特权的出让

虽然怀着良好愿望但在客观上造成了“引

狼入室”的后果。最终 , 伊朗借用外力的愿

望一次次落空 , 分析可知有三个决定性原

因: ( 1) 伊朗当权者对英法之间争斗的历史

缺乏了解。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

历史所固有的惯性作用 , 还在于其导致的

英 法 之 间 难 解 的 世 仇 情 结 , 正 是 这 种“隔

阂”构建了它们互视对方为自己主要对手

的心理基础 , 这就使得伊朗在企图借用英

法力量对抗俄国时不得不为它们间的相互

矛盾而付出代价。( 2) 伊朗对当时世界局势

的无知。当时世界局势突出表现之一就是

拿破仑的崛起和俄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实力

地位 , 从英法关系角度看 , 拿破仑的出现及

其表现出的野心 , 只能激化并加深英法之

间固有的矛盾与隔阂 , 而这更强化并突显

了19世纪初国际关系格局中英法矛盾的基

础性与主导性 ; 而俄国对伊朗的步步入侵

一方面可能导致英法等外力的介入 , 从而

增加实现自己目标的阻力 , 另一方面俄国

的 实 力 与 地 位 及 其作为潜在的结盟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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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英法在相互争斗中抛弃伊朗的可能

性, 而对俄伊战争采取不干涉甚至是姑息纵

容的态度。( 3) 伊朗政府对英法的外交意图

不了解。正是对英法关系的历史和英法矛盾

的基础性与主导性缺乏了解, 导致伊朗不能

理解英法主动缔约的外交意图, 这就决定了

伊朗利用外力意图的“一相情愿”。

一、对外力幻想的破灭

“自进入19世纪沙俄便开始 了 以 征 服

波斯为主要内容的印度计划 , 对属于波斯

势力范围内的南高加索展开了争夺。”①俄

国的步步紧逼和鲸吞 ( 如沙俄对格鲁吉亚

的侵占) 强化了伊朗借用“外力”的紧迫感。

所以面对英国特使约翰·马尔科姆出访 , 伊

朗迅速于1801年1月与其签订了条约。根据

条约以及随后伊朗国王给各省总督和政府

官员颁布的诏书 ( 指示凡在伊朗海岸或边

境地区发现法国国民 , 就将其处死 , 并要求

在这方面同印度当局密切合作) , 可以看出

伊朗对英国的期望 , 甚至不惜出让特权 , 为

的只是对抗俄国 ; 而英国人的这次出访是

在其因拿破仑在欧洲的胜利而处境不利的

情况下进行的 , 其目的是为确保印度安全 ,

利用伊朗来牵制阿富汗对印度的侵扰 , 强

化伊朗的反阿富汗立场。最终英国得到它

所希望获得的东西 , 不仅从伊朗获得了很

多特权 , 而且使伊朗充分发挥了印度的屏

障作用 , 防范了法国人对印度的觊觎。通观

条约 ,“至于援助伊朗对抗俄国 , 英国人并

未承担任何义务”②。

当1805年9月 俄 军 加 紧 了 在 高 加 索 的

战事之时 , 伊朗遂请求英国政府按约提供

援助。时任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哈尔福德·

琼斯答复说 , 他已将伊朗的要求转达本国

政府 , 同时仍不忘奉劝伊朗切不可有与法

国人结盟的幻想 , 因为要法国援助伊朗是

不可能的。英国虽然非常清楚俄国人的野

心———占领整个波斯 , 从而进入波斯湾 , 与

英国争夺印度洋 , 但这时的英国主要心思

都已放在了同其主要对手法国的争斗上。

所以与俄国已经结为联盟共同反对法国的

英国政府 , 虽然是十分不希望伊朗倒向法

国 , 但是也绝无可能为了伊朗而去反对其

盟友俄国 , 故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 , 以迫使

伊朗放弃求援的要求。

求援英国不成 , 法国则成了伊朗借用

外力的对象。在高加索北部诸城被俄军占

领 , 英国政府对伊朗采取冷淡态度 , 尤其是

它在军事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以

至使这种援助成为不可能之时 , 所有这一

切促使伊朗把注意力转向了法国。何况在

此之前法国已对伊朗进行了外交“游说”。

伊朗国王在给拿破仑的信中表示赞成与法

国结盟, 并指出与伊朗缔约将为法国出兵印

度铺平道路。伊朗的这种表示正合法国的意

图。于是1807年5月伊法签署了《菲肯斯泰因

条约》。根据这份条约法国成功的把伊朗拉

到自己阵营一边 , 伊朗不仅不再是印度的

屏障而且成为法国进取印度的通道。

但是不久法国从与英国对抗的立场出

发决定同俄国结盟, 法俄于1807年7月签署

了《提尔西特条约》。提尔西特和约使欧洲和

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拿破仑为了取悦

俄国在提尔西特根本就没有向俄国沙皇提

及伊朗问题, 这实际上是抛弃自己的盟国,

使之在伺机报复的俄国和英国面前陷入孤

立无援境地。果不然, 因同法国媾和而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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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战场撤出的俄国军队, 被派往高加索前线。

法国政府不干预伊朗和俄国战争的决

策, 使长期以来窥测方向、等待时机的英国

得以顺利地展开活动。而对法国援助感到

灰心失望的伊朗 , 面对俄国的威胁只好再

次求助于英国。1809年3月双方在德黑兰签

署了“纲领性条约”。不可否认伊朗的主观

意图 , 可以说更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的无奈。在英法互视对方为自己主要对手

的情况下 , 在利益的驱动和要求下必然会

尽其所能孤立打击对手 , 不管是法国还是

英国都不可能为了伊朗而与潜在的联盟对

象俄国交恶。这种状况决定了伊朗外交一

次次的失望。所以当英俄两国为应对拿破

仑的挑战在欧洲结为联盟并肩同法国作战

之时 , 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在伊朗问题上达

成一种“默契”。这样 , 伊朗政府就再次上了

与之结盟的欧洲人的当 , 在面临强敌威胁

的关键时刻 , 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英、法、俄三国争夺伊朗的外交意图

伊朗不仅拥有丰富资源而且据有重要

战略位置 , 不同时期列强觊觎伊朗的主要

目的是不同的 , 19世纪初列强更看中伊朗

在争霸中的战略地位。对于英国来说争夺

殖民地和海外市场是其近代以来外交政策

的主要目标之一 , 同时保持其对印度的独

占地位, 避免其他列强特别是法国在印度的

卷土重来。英国在乎印度是因为“印度财富的

流入大大的增加了英国的现金资本———不

仅增强了它的活力的储备, 并且大大增强了

它的适应性和它的周转的速度可 能 ⋯⋯ 自

开天辟地以来从不曾有过投资能像从印度

掠夺物中所获得的那样大的利润 , 因为大

不列颠把持了近50年却没有一个竞争者”

③。正是因为印度在殖民争夺中的战略价值

和对英国资本积累和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 所以英国无法容忍其他列强对印度的

“觊觎”, 这也决定了英国必然会千方百计地

保障在印度的独占地位。而英国对伊朗的插

手不仅在于商业和殖民利益, 而且更看中的

是伊朗对印度的屏障作用。

法国作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在

英法争夺中取得优势 , 必然想方设法打击

英国。英法的世仇情结和各自的利益需求 ,

决定它们之间的水火不容。由于印度对大

英帝国的重要意义 , 为了打击英国 , 1798年

拿破仑进军埃及 , 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占

领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在进军埃及失败

后 , 开始筹划陆路进军印度的计划 , 伊朗遂

成为法国进军印度打击英国的通道。拿破

仑已充分认识到伊朗对于进攻印度和切断

大 英 帝 国 生 命 线 具 有 的 重 要 战 略 意 义 ,

1800年末拿破仑和俄国缔结了法俄军队假

道伊朗联合进军印度的协定。

伊朗不仅面临着法英的争夺 , 在地缘

上还面对着步步蚕食者俄国。在沙俄称霸

世界的战略计划中 , 征服伊朗占有重要地

位。因为高加索地区一向被沙皇视为南下

侵略的军事跳板 , 占领高加索向西可以控

制黑海, 争霸巴尔干 ; 向东可以控制里海和

波斯北部地区 , 进而向阿富汗、中亚和印度

扩张。早在1796年俄国就决定实施以征服

波斯为主要内容的印度计划。俄国充分利

用英法矛盾 , 趁列强注意力集中于西欧之

机, 加紧推行南下波斯湾进入印度洋暖水

海域的侵略扩张政策 , 侵占高加索地区 , 挑

起与伊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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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英争斗及矛盾

法英争斗的历史之所以重要如前文所

述不仅在于历史所固有的惯性作用, 而且还

在于其导致的英法之间难解的世仇情结。19

世纪初英法分别与伊朗订立针对对方的协

定固然与当时欧洲的国际政治形势( 拿破仑

战争) 有关 , 但与这种“世仇情结”也有着不

可分割的关联。而且正是英法之间长期势不

两立的争斗为俄国提供了很大的国际政治

活动空间, 结果是英法为打击对方而拉拢俄

国, 这直接决定了伊朗借用英法力量对抗俄

国的企图最终落空。所以对英法争斗历史的

不了解成为伊朗外交失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欧洲霸权奠定于17世纪 , 可以说 ,

“17世纪的法国 , 靠着打劫它两个最弱的邻

国———西班牙和德国而强盛起来”④。而《奈

梅根和约》则大大推进了法国的欧洲霸权 ,

它“是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⑤。之

后的“九年战争”以及作为其结果的《里斯

维克和约》则大大削弱了法国的欧洲霸权。

“如果说《奈梅根和约》是法国欧洲霸权鼎

盛的标志, 那么 ,《里斯维克和约》是法国欧

洲霸权衰落的开始”⑥。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法国称霸欧洲的同

时, 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兴起和发展。荷兰虽

因经济畸形 , 在竞争中落后了 , 但英国的发

展则很迅速 , 它过去在海上打垮了称雄一

时的西班牙和荷兰 , 在“九年战争”中又粉

碎了欧洲霸主法国的舰队。《里斯维克和

约》使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得到了很

大提升。英国已经获得欧洲大国的地位。在

西班牙王位战争中 , 正是英国政策的调整 ,

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从《乌得勒支和

约 》中 可 以 清 楚 看 到 , 英 国 是 最 大 的 受 益

者, 其国际政治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 使

英国一跃为世界头等强国。而反观法国 , 它

无法摆脱战败的惩罚 , 昔日建立的欧洲霸

权亦遭到进一步削弱。

《乌得勒支和约》导致了欧洲国家力量

的重新配置 ,“在欧洲大陆 , 和约保证了大

国之间的实力均势 , 而在海上 , 英国获得了

主宰权”⑦。无疑英国处于大国仲裁者的地

位 , 而这种地位的获得正是建立在法国欧

洲霸权与国力衰落的基础之上。

法英地位与实力的此消彼长、之间矛

盾的积累与发展 , 深刻地影响着两国未来

关系的走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 虽说是

德意志内部之争 , 但它一开始就是以英法

两大国的角逐为背景的。“1744年英法对抗

演变为正式战争后 , 英法战争又是主要的

了”⑧。而这次较量的结果是法国再次败于

英国。之后形成的局势是法国不会甘愿认

输 , 英国也不会就此罢手 , 于是 , 英法的对

抗将使西欧的其他一切问题相形见绌。

之后 的 七 年 战 争(1756～1763年 ), 英 国

仍然是胜利者, 是最大赢家; 至于法国, 情况

则完全相反, 昔日欧洲泱泱大国,“已降低到

二流, 甚至三流国家的地位”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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