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 /改革派 0的崛起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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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伊朗 /改革派 0日益活跃, 2009年大选后发起了以反对选举舞弊为核心的

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 在伊朗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 /改革派 0的崛起是伊朗社会和政治多元化发

展的必然结果,其政治理念来源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民主政治思潮的影

响。 /改革派 0倡导的政治议程改变了由伊斯兰意识形态和革命性言论垄断伊朗国内话语权的格

局,并已成为伊朗国内政治思潮的一部分。 /改革派 0秉持文明对话的理念,主张温和的外交政策,

是促进伊朗外交政策温和化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受多种深层次因素的影响, /改革派0在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内仍难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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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派 0¹
崛起是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治

发展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2009年伊朗大选

结束后, /改革派 0以选举舞弊为由发起了自伊斯兰

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抗议运动, 其影响不断上

升,引起伊朗国内外高度关注。本文拟分析伊朗

/改革派 0崛起及其在伊朗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影

响。

一

伊朗 /改革派 0是指伊朗政坛上以前总统哈塔

米和前总理穆萨维为代表的政治力量, 它以城市中

产阶层、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以及妇女和青年等为

群众基础,主张在坚持伊斯兰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和

借鉴其他地区 (主要是西方 )的现代文明成果, 建设

伊斯兰市民社会,包括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和

言论自由、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等。作为伊朗政治

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 /改革派 0的崛起植根于伊

斯兰革命的理念之中, 借助了伊朗社会多元化趋势

的推力,并或多或少受到 21世纪初以 /颜色革命 0

为主要形式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

伊朗 /改革派 0的基本理念来自伊斯兰革命。

伊斯兰革命是 20世纪各种文明相互激荡的产物, 既

重树伊斯兰价值观在伊朗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又主

张反对专制王权、确立具有西方民主政治特点的政

治制度。在巴列维国王时期, 由于全盘西化的现代

化战略对伊朗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念的漠视, 以霍

梅尼为代表的宗教界精英发起了伊斯兰革命, 开启

了以伊斯兰的方法解决伊朗现代化问题的进程。因

此,伊斯兰革命及其政治结果 ) ) ) 伊斯兰政权具有

鲜明的伊斯兰性。同时, 虽然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早

*  本文是 2009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 /双层博弈下
的两核危机: 现状、前景及我对策 0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2009JG501- BGJ940。

¹  本文为表述之方便,对伊朗国内政治力量的分类借用西方

学者的三分法。除了主要论及的改革派外,新保守派是指以内贾德

为代表、以城市中下层和边缘地区的居民以及革命卫队为基本群众

基础的政治力量;务实保守派或者务实派以资深政治家拉夫桑贾尼

为代表,群众基础主要来自商业和企业阶层,其兼顾成本与收益的职

业特点亦成为其外交务实主义的主要来源。主要参见 Anou sh iravan
Eh tesham i andM ah joob Zw eir,i Iran and th eR ise of i tsN eoconservatives:

the P ol itics of T ehran . s S ilent R evolu tion, I. B. Tauris, London & New

York, 2007; An oush Eh tesham ,i / Th e R ise and Im pact of Iran. sN eo2
cons0, The S tanley F oundation Policy Ana lysis, April 2008; A li Gheis2
sari and Kaveh- Cyrus Sanandaj,i / N ew Con servative Pol it ics and E lec2
toralB ehav ior in Iran0, A li Gheissari ed. , C on temporary Iran: E cono2
my, S ociety, P olitics,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2009, pp. 275 - 298;

Ray Takeyh, / Iran and Am erica: Teh ran. s Pragmat ists are ready to
talk0, New York T im es, Augus t 2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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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领导者强调 /不要西方, 不要东方, 只要伊斯兰0,

但这场革命毕竟发生在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全球

现代化进程中且以推翻专制王权为基本目标,其过

程和产物 ) ) ) 伊斯兰政权必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

性,汲取了西方元素如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选举政

治等,从而引发了伊朗国内关于如何对待伊斯兰体

制中西方因素的争论。

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不公正对待伊朗, 对西方国

家是应该采取对抗还是对话的政策一直是伊朗政治

精英面临的棘手问题。伊朗国内在上述问题上的认

识分野很大且争斗不已, 形成了两大基本政治派别

即 /改革派0和 /保守派 0。自伊斯兰革命以来, 西方

社会一直将伊朗伊斯兰政权当成主要敌对力量,故

而倾向于将伊斯兰革命视为复古运动, 以及将伊斯

兰政权视为落后的政治制度。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

对伊斯兰主导地位的侵蚀, 伊朗伊斯兰政权不得不

强调政权的伊斯兰性。这一政策取向虽对于伊朗巩

固政权有着重要意义, 但客观上加重了其政权的伊

斯兰色彩,削弱了其现代民主性。

尽管如此,仍不能否定伊朗 /改革派0所倡现代

民主性作为伊斯兰革命以及伊斯兰共和国基石的客

观事实,而这一点正是 0改革派0与 /保守派 0的最大

分歧所在。 /保守派0将伊斯兰视为至上价值观,主

张维护伊斯兰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对伊斯兰价值观

受西方价值观侵蚀保持高度警惕, 外交上则主张对

西方强硬。 /改革派0主张在伊斯兰框架内开放、辩

证地吸收西方价值观中的有益成分, 与西方国家缓

和关系。1997年获得执政地位以后, /改革派0开始

了 /将民主理念融合进伊斯兰价值观的创造性尝

试 0¹ ,如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扩大妇女等广大民

众的政治参与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等。哈塔米认

为,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停滞而不再能够充分应对民

众的政治和社会要求, 伊斯兰政治社会应该是 /价

值观念上的宗教性、思维有理性和言论有活力 0º。

/改革派 0崛起的重要社会动因是后革命时代

的多元化。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反对独裁

和政治腐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但伊斯兰政

权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巩固革命成果, 却立即在政

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广泛推行伊斯兰

化政策,还清洗了一些曾经与宗教界精英并肩战斗

推翻巴列维王权的非宗教人士。这一度使得什叶派

伊斯兰意识形态成为单一的执政理念,阻碍了社会

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20世纪 80年代末以后, 随着伊朗伊斯兰政权

逐渐稳固、两伊战争结束以及革命领导者霍梅尼去

世,伊斯兰政权的任务由革命转向经济重建。伊斯

兰政权内部兼具宗教和商人双重身份的前总统拉夫

桑贾尼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生产能力,就没有经济独

立,也不会有政治独立。» 拉夫桑贾尼奉行强调效

率的自由市场改革路线, 虽没有实质性地改善伊朗

的经济状况, ¼但推动了国家议程的转变, 客观上为

一度受到抑制的社会多元化创造了空间。同时, 伴

随着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经济利益以及政治

权利等议程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多元化的社会诉求

日益取代单一的宗教意识形态。因此, /尽管历经

多年的伊斯兰化, 但伊朗的年轻人仍然比原来预期

的更加难以控制。0½对于他们来说, 现实问题如通

货膨胀和失业等取代了进军耶路撒冷的热情。¾ 妇

女对诸多宗教限制亦日益不满,比如,婚姻方面的不

平等,一些妇女甚至冒着被拘捕的风险和她们的男

性支持者在重要场所频频举行集会要求具有西方文

化特点的两性平等。¿ 结果,在 1997和 2001年大选

中,大量青年人和妇女将选票投给了 /改革派0候选

人哈塔米,使他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哈塔米虽与

拉夫桑贾尼一样并没有以其强调效率的自由市场

/改革派0路线使伊朗摆脱经济困局, 但他所倡导的

伊斯兰市民社会建设, 包括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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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合理化, ¹极大地激发了伊朗

社会关于现代民主甚至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意识,加

速了伊朗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哈塔米之后, /改革

派 0虽由于经济上的不成功等诸多原因处于劣势,

但其伊斯兰市民社会建设的理念依旧在伊朗社会多

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 2009年大选之后

的政治运动中得以充分显现。

/改革派 0的崛起也部分归因于西方民主政治

思潮的影响。西方一些势力将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体

制与前苏东地区共产主义体制一同视为异类,他们

坚信伊朗现政权必将覆灭, 故而寄希望于伊朗发生

类似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前苏东地区的

政治剧变或者 21世纪初期中亚高加索地区的 /颜

色革命 0。在 2009年伊朗大选及选后风波中,西方

的民间力量如 Tw itter、YouTube等网站,竭尽所能为

/改革派 0的反政府运动提供便利、推波助澜; º一些

西方国家政府虽一度持谨慎立场, 但最后仍然从幕

后走到前台,指责伊朗政府镇压 /改革派0的抗议运

动。据伊朗媒体报道, 一些西方国家的官方人员直

接参与了伊朗大选风波。»

伊朗政权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并不排斥伊朗社会

本质上的开放性。伊朗普通民众可以使用手机、电

脑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 还可私自安装卫星电视接

收器,观看西方国家的电视节目。西方的民主政治

思潮及其 21世纪初期的主要体现形式 ) ) ) /颜色

革命0, 通过先进的现代传播工具唤起了伊朗社会

孕育已久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意识, 并对伊朗的街头

政治起到了鼓动作用。从大选前期的造势活动开

始, /改革派 0便将绿色作为其竞选标志, 后来西方

将 /改革派0的抗议活动冠以 /绿色运动 0之名。就

组织形式而言, /改革派 0的政治运动无疑受到了

/颜色革命0的影响。但是,以颠覆政权为目标的政

治运动并不符合哈塔米和穆萨维等 /改革派0领导

人物的身份。作为伊斯兰政权体制内的领导人物,

他们并没有挑战现有体制的动力。更何况, 对西方

敌对政策的不满是包括 /改革派0在内的各种政治

力量的共同立场, 过于与西方接近并不利于 /改革

派 0的长期发展。正因为如此, 哈塔米和穆萨维等

/改革派 0代表人物在抗议运动中有意识地与敏感

分子保持一定距离。¼

二

2009年, 以选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斗争否

定了 /改革派0的执政机会,但 /改革派 0是一支有领

导核心、有群众基础和完善思想体系的政治力量,它

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伊朗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 /改革派 0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

朗国内政治格局。与 /保守派 0相比, /改革派 0的群

众基础在受教育程度、政治表达能力、政治参与热情

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他们主要分布在德黑兰等国

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他们的人口数量构成重要

的选举资源,其不满情绪若转化为行动则更是足以

干扰伊朗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

受体制性因素的约束, /改革派 0过去未能、将

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保守派控制重要国家机器以

及宣传机构的格局。然而, 得益于妇女和青年的支

持, /改革派0代表人物哈塔米于 1997和 2001年大

选之后两度出任总统,直接执掌伊朗的行政权力,改

变了 /保守派 0垄断主要权力机构和职位的状况。

期间,哈塔米提出了关于建立伊斯兰市民社会的主

张,后虽因重重阻力未能顺利实施,但对此后伊朗政

治思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009年大选结束

以后,因不满大选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 /改革派 0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并在一些重要的宗教

和政治纪念日举行后续活动。这些政治运动虽没有

改变选举结果,但高调显示出其作为伊朗政坛一支

重要力量的客观存在。

迫于 /改革派0的压力,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下

令调查选举舞弊事件, 以缓和 /改革派 0的对立情

绪;不久以后提名现任议长拉里贾尼的兄弟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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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拉里贾尼出任司法部长,以增加拉里贾尼家族

的政治影响力,平衡内贾德的政治影响,安抚 /改革

派 0的不满。萨迪克出任司法部长之后, 有关部门

便对 /改革派 0关于当局虐待并致死部分被捕抗议

运动人士的申诉作出了有利于 /改革派0的反应。¹

/保守派 0控制的权力部门也表示出理性和宽容,没

有采取逮捕等限制性行动。

其次, /改革派0的崛起打破了伊朗伊斯兰意识

形态的垄断地位, 提升了妇女等群体的政治地位。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 /改革派0的崛起, 伊朗

国内关于市民社会的争论逐渐增多。哈塔米上台

后,政府解除了对新闻舆论的限制。 /相对宽松的

社会环境使 (关于市民社会的 )争论开始突破小范

围的限制,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政治讨论,参与者既有

学者、作家, 还有独立研究人士和部分政府官员。0º

进入 20世纪末和 21世纪初, /改革派 0所倡伊斯兰

市民社会的理念,经过长期的萌芽、形成以及对伊朗

政治和社会的持续冲击, 已经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主流政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派0常常

使用的政治术语,如 /市民社会0、/法制0、/公民0、

/多元主义0、/重读伊斯兰 0等, 已经成为伊朗主流

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改革派 0所提倡的政治

理念已经部分地成为不可逆转的政治现实。其中,

妇女政治地位的缓慢提升便是直接体现。例如,哈

塔米担任总统期间,吸收了多名女性进入政府,并一

度任命了一名女性副总统。 2009年大选中, /改革

派 0候选人穆萨维将其夫人、知名女政治家扎赫

拉 #拉赫纳瓦德带上竞选舞台, 并让她在几乎所有

的竞选集会上发表开场讲话,在女性选民中引起了

较好的反响。迫于 /改革派 0的压力,总统内贾德也

不得不携带家中女眷 ) ) ) 母亲、妻子以及姐姐参加

竞选。» 2009年大选结果得到确认以后,内贾德提

名三名女性出任卫生、福利与社会安全以及教育部

部长。¼ 其中,马兹尔#瓦希德#达斯杰迪 (M arzieh

V ahid Dastgerd i)最终获得议会批准而出任卫生部

长,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第一位女性内阁部

长。½ 女性在重要政治活动中频频抛头露面本身虽

然尚不具有实质意义, 但在客观上对男性主导政治

的传统提出了挑战, 并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伊朗妇

女政治地位提高的大趋势。

长期以来, 如何借鉴西方文明中某些先进和现

代性因素,一直是伊斯兰世界政治精英们面临的严

峻挑战。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 几乎所

有伊斯兰国家均按照西方模式设计了本国的政治制

度,比如,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设立了类似于西方的

行政、立法以及司法三权机构,即使是海湾地区君主

制国家也不例外。然而, 在哈塔米当选总统之前,

/伊斯兰民主潜力仍旧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非实际层

面0。¾ 伊朗 /改革派 0的一些政治实践和诉求则是

将西方因素融入伊斯兰的一次重要探索。

第三, /改革派 0的崛起促进了伊朗外交政策的

温和化。 1997年大选前后, 哈塔米提出了 /文明对

话0的倡议,体现了以伊朗 /改革派 0为代表的伊斯

兰政治精英的文化包容性。 /文明对话 0倡议提出

后立即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随后联合国将

2001年确定为 /文明对话年 0。伊朗 /改革派0秉持

文明对话的理念, 主张实行温和、灵活的外交政策。

这根源于伊朗 /改革派 0对西方国家以及国际政治

现实比较客观的认识, 它与以内贾德为首的 /新保

守派 0有着鲜明的区别, 与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 /务

实保守派 0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新保守派 0主张实

施强硬的外交政策,并以激进的方式维护伊朗的国

家利益。 /务实保守派 0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有其

坚定性,但坚持成本与收益平衡原则,不主张为了某

项具体利益而付出过高的代价。相似的对外政策主

张促成了 /改革派0与 /务实保守派 0之间在 2009年

的选举联盟,但两者思想根源大相径庭,前者的温和

政策源于对西方社会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关系比较客

观的认知,后者则基于实用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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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 ing tonP ost, August 2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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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 es, S eptem ber 5, 2009.

Ray T akeyh, / Godps w il:l Iranian d emocracy and the Islam ic

con text0, M idd leE astP olicy, No. 4, 2000, p. 42.



在哈塔米总统任职的 1997- 2005年间,由于受

保守派的牵制,伊朗外交政策的强硬基调并未改变,

但伊朗外交政策明显转趋温和,从而使伊美关系处

于稳定和可控状态。在中东和平进程等重大地区性

问题上,伊朗 /改革派 0也与其他政治力量一样将维

护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视为重要的伊斯兰义务和国家

责任,但主张巴勒斯坦事务应主要由该地区人民决

定,事实上认可了巴参与和平进程的自主权利,明显

有别于 /保守派 0拒绝和平进程的立场, ¹因而受到

美等西方国家的欢迎。 / 9# 11事件0后,哈塔米政

府及时表达了对美遭受袭击的同情之意, 而且积极

配合美国在伊朗邻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以期缓和

与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即使是在美国将伊朗列入

/邪恶轴心国 0名单之后, 哈塔米也没有放弃缓和与

西方关系的努力。他曾经于 2003年初主动致信美

国,倡议与美国就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 /两国原则 0

等重大地区问题进行会谈。

在伊朗核问题上, /改革派0主张不应放弃伊朗

根据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应该拥有的和平利用核

能的权利,但不主张发展核武器, º也不以激进的方

式谋求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核问题成为国际热

点之后,哈塔米政府曾于 2003年签署 5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 6/附加议定书 0, 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

查; 2004年与欧洲国家达成 /巴黎协定0,暂停铀浓

缩活动,一度使伊核问题出现短暂的缓和。哈塔米

与其后任内贾德不惜高昂的外交和经济代价恢复相

关研发活动的强硬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目前,伊朗 /改革派 0并不掌握行政权力, 在议

会中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更未能控制宪法监护委

员会和司法部门等重要权力机构, 但其对政府的外

交决策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正是由于 /改革派0牵

制等因素的作用,内贾德第二任期开始以后在伊核

问题上的政策趋于温和、灵活。 2009年 9月, 内贾

德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主

动提出关于购买医用核燃料的设想; » 2009年 10月

关于伊核问题的日内瓦会谈和维也纳会谈相继召

开,伊朗代表改变了拒绝讨论实质问题的谈判风格,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巴拉迪提出的核燃料的外加

工方案 ¼以及落实外加工方案的倡议做出了比较积

极的回应。½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内贾德政府意在

通过核问题上的对话平息国内批评。¾ 这从反面印

证了伊朗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对于内贾德政府外交决

策温和化的影响。

后大选时期, 伊朗的核政策朝着在野势力的立

场调整,但大选失利之后的 /改革派 0似乎并 /不领

情0。在内贾德政府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并表示将对

巴拉迪的倡议进行考虑时, /改革派0等国内反对力

量非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猛烈抨击巴拉迪提出的

有关方案和倡议。¿ 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专家乔

治#佩克维奇 ( George R. Perkov ich)就此指出, /解

决核问题以及处理与西方的关系虽然重要, 但对于

伊朗的政客来说, 其重要性比不上在德黑兰争夺权

力和影响 0。À这也就是说, 从长期来看, 伊朗 /改革

派0在伊对外决策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要受国内政

治斗争走向的影响。

三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随着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

加速,伊朗国内多元化趋势不断发展, /改革派 0在

伊朗政治中的影响亦将必然上升。然而,在伊朗,传

统势力非常强大, 改革的体制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

并不充分, /改革派 0不可避免要面临重重阻力, /改

革派 0的崛起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第一, 随着伊朗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尤其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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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日益加强, /改革派0的力量将日益壮大。与世

界上其他革命性国家不同, 伊朗虽仍然有着诸多革

命特征, 但又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总统、议长、外交

部长等决策者常常穿梭于各种国际场合, 普通民众

亦能紧随世界潮流。伊朗的电影导演等文艺界人士

是各种类型的国际展演活动的常客; 伊朗的足球队

经常参加重要的国际赛事,阿里 #代伊、马达维基亚

等著名球员,曾先后活跃于欧洲多家俱乐部。正如

一位伊朗学者指出, /伊朗是一个有活力的民族

, ,0。¹ 伊朗民族这种对外开放、交流、学习的传

统是0改革派 0不断崛起的社会基础。

伊朗 /改革派 0的崛起亦有其经济基础。伊朗

与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南美、非洲等许多国

家和地区都有经济往来, 经济合作项目涉及工业生

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广泛领域。即使是在遭受国

际制裁以及美伊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美伊之间的经

济关系也未完全断绝。据报道, 美伊贸易额 2008年

达到 7. 873亿美元, 2009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而降

至 3. 845亿美元, 但增长潜力依然可观。º 而且,由

于其境内油气资源丰富, 伊朗与其他产油国一起组

成了全球商品生产链上的重要一环。另外, 伊朗已

将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作为其重要外交目标之一。»

虽然鉴于美伊关系的复杂性, 其 /入世 0进程不会顺

利,但其相应的国内政策变化无疑有助于伊朗经济

进一步融入世界。

伊斯兰革命及政权巩固时期, 伊朗的社会活力

一度受到抑制,但随着与外部世界经济互动的增加,

伊朗社会多元化趋势将进一步发展, 成长中的青年

以及城市中产阶层将成为 /改革派 0的新生力量,而

且来自商业阶层的 /务实保守派0亦可能支持 /改革

派 0,甚至转变为 /改革派 0的有生力量。事实上,

/务实保守派 0不仅在 2009年大选中与 /改革派 0结

成了竞选联盟,而且在大选后对 /改革派0发起的群

众运动给予了同情和支持。

随着 /改革派 0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影响的扩大,

/保守派 0及其掌控的伊斯兰体制将不得不继续对

/改革派 0的诉求做出妥协,以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

现实,否则, /改革派 0及其支持群体的持续性抗议

运动必然会影响到现存政治体制的效率, 甚至在一

定范围内削弱该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第二, 约束性的体制性因素将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继续存在,伊朗 /改革派0仍将难以发挥与其实力

相当的作用。伊朗政治体制虽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

特性,但其重 /伊斯兰0轻 /共和国0的保守倾向十分

明显。1989年霍梅尼在逝世之前做出了一项不同

寻常的举措,即废除具有一定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倾

向的宗教学者蒙塔泽里的最高宗教领袖继承人地

位,转而选择哈梅内伊继承其衣钵,将维护伊斯兰的

主导地位、防止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蚀当成伊斯兰政

权的首要任务。蒙塔泽里虽亦为宗教界人士, 但主

张 /公民言论和行动自由以及妇女权利 0¼ , 而哈梅

内伊是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由于最高领袖在政权

结构中的至上地位,伊斯兰体制内的重要权力机构

包括宪法监护委员会、司法部门、议会等,均随着哈

梅内伊出任最高领袖而呈现出保守倾向, /保守派 0

对 /改革派0的牵制由此上升为体制性的约束。议

会是体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代性的重要机构之

一,也是不同政治力量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平台。

然而,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 ½常常以是否忠于 1979

年 /伊斯兰革命原则0为标准否决 /改革派0候选人

的资格, 大量 /改革派 0政治精英被阻挡在议会之

外, /改革派0在议会中的代表性大大缩水, 其表达

诉求和扩大影响力的机会严重受限。¾ 在伊朗, 总

统掌握行政权力,地位仅次于最高领袖。然而,兼具

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的最高领袖不仅可以通过发表讲

话干预民意,使选举更有利于与其政治观点接近的

保守派政治精英, 不利于 /改革派0, 而且还有权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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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总统选举结果, 甚至罢免总统。哈塔米掌握行政

权力时期, /改革派 0改造伊朗社会、使国家 /正常

化 0的政策进展并不顺利。哈塔米之后, /改革派 0

候选人在 2005和 2009年两次总统选举中第一轮便

被淘汰,其政治议程处于边缘化地位。 /改革派 0自

身还犯有策略性失误, 如过早和过于强调政治和社

会变革问题, 轻视和忽视民生改善和财富分配等。

显然, /改革派0的政治驾驭能力还较弱。

此外, 保守势力及其控制的权力机构必将继续

抵制现代性的改革努力。为了防止青年人对西方文

化的追捧, /保守派0控制的国家机器采取了系列措

施,包括关闭 /改革派 0的报纸、加强互联网和卫星

电视的审查、镇压学生运动等。 /保守派0甚至逮捕

了在议会中与他们发生冲突的哈塔米政府内政部长

阿卜杜拉#努里 ( Abdu llah N ouri) ,并通过宗教法庭

对他提出了多达 15项指控, 判处其 5年徒刑; 倾向

/保守派 0的准军事组织巴斯基成员袭击了哈塔米

的顾问赛义德 #哈贾里安 ( Sa id H ajarian) , 造成了

比较严重的人身伤害。¹ 这一切今后还将不同程度

地以不同形式继续上演,从而严重抑制 /改革派 0的

政治和社会动员能力º。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伊朗 /保守派 0的抵

制、体制性因素的约束仍将妨碍 /改革派0发挥与其

实力相当的作用。哈梅内伊继承霍梅尼的衣钵,既

是伊斯兰体制与生俱来的保守倾向使然, 也是伊斯

兰政权抵制西方颠覆企图的必然结果。年逾古稀的

哈梅内伊仍有可能确立具有保守倾向的继承人,以

确保伊斯兰政权的生存和安全,谋求实现其个人政

治理念,并以之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第三,在伊朗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 /改革

派 0将长期面临一定的国内信任危机。伊朗国民的

主体波斯民族有过辉煌的历史,其先祖居鲁士和大

流士等人曾经缔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帝国之

一 ) ) ) 波斯帝国,这至今仍是伊朗人民族自豪感的

重要来源。与民族自尊相对应的则是衰落时期所形

成的受害者心态。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 /伊朗民

族饱受屈辱,其命运受他人摆布 0»。伊朗是一个什

叶派占主导地位的政教合一国家, 在伊斯兰教的早

期历史中,什叶派曾长期遭到逊尼派的不公正对待;

之后,伊朗先后遭到蒙古、土耳其人的入侵, 近代又

沦为沙皇俄国和英国的殖民地, 当代则多次受到强

权政治的伤害。¼ 漫长的受害经历塑造了伊朗人对

外部世界异常敏感和多疑的心态。受此影响, 伊朗

普通民众特别是草根阶层更容易接受激进的观点,

以致 /打倒撒旦美国 0等简单的政治口号在伊朗能

够持续 30多年。这种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利于 /改

革派 0等温和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

朗实施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构成

了伤害伊朗民族自尊和刺激其受害者心态的新的历

史记忆,使主张认识西方、缓和与西方关系的 /改革

派0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政治境地。 20世纪 90年

代后期和 21世纪初期,哈塔米推行与西方缓和的政

策,并没有收到 /投桃报李0的效果, 却遭到了 /恩将

仇报 0的结局。 / 9# 11事件 0以后,美国没有对伊朗

支持其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行为予以积极回

应,反而将其列入 /邪恶轴心0国家名单。与西方改

善关系的挫折再度引起了伊朗国内对美国非理性强

权政治的反感,导致伊朗民众在 2005年将选票投给

激进的内贾德;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 /剥夺伊朗合法

核权利0的企图,又促使伊朗选民于 2009年支持以

强硬姿态维护伊朗核权利的内贾德连任。

/改革派0主张合理地将体现现代性的西方因

素融入伊朗伊斯兰体系、奉行温和的对外政策,理所

当然地成为西方乐意接受的力量。然而,西方国家

对包括伊朗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长期实行的是不平等

政策。在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格局、国际关系民主化

仍未能实现的当今时代, 伊朗在国际上遭受不平等

待遇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 这又会反过来制

约伊朗0改革派 0在国内的崛起。o

(责任编辑: 黄昭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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