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是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为群体活动提供了

技术支持。尽管穆巴拉克当局一度关闭互联网,停

止短信发送,但运动的初始阶段,的确是通过互联网

和手机串联的。可以说, 美国发明的技术为推行美

国的价值观提供了技术保障。

四是民怨沸腾是基本动力。贪污腐化、特权阶

层垄断高利润经济部门、家族专制和其他社会不公

现象,是中东政治动荡的基本动力。加之高失业率

和低度社会保障使得底层民众和无业知识青年忍无

可忍, 一有机会便揭竿而起。所以,避免政局动荡的

根本手段不是压制,而是尽量消除社会不公。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无论是本 #阿里还是

穆巴拉克,抑或是卡扎菲, 他们在执政的早期, 大体

是廉洁奉公的。一旦其子女成人, 形成 /绿二代 0,

特权家族和特权阶层就控制所有高利润经济部门,

社会不公就会加剧, 民怨的积累也会加剧。无论第

一代的口号叫得多响, 民心的丧失已不可避免。对

这个规律,需要有清醒认识。埃及和利比亚的教训,

也需要认真汲取。 o

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及其主要国际涵义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2011年伊始, 突尼斯首都突然爆发大众造反,

导致铁腕执政 23年的总统本 #阿里逃离该国。仅

约半个月后,因为地理、历史和战略等缘由可称阿拉

伯世界首要国家的埃及亦急剧爆发首都等大城市的

民众造反。加上北非、中东其他多个国家迸发的类

似连锁乱局,大半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的政治关注立

即压倒性地集中于北非、中东。至今, 尽管埃及 30

年来的全权统治者穆巴拉克迅速倒台, 但这场跨国

风暴远未平息,而且在某些国家愈演愈烈,同时阿拉

伯世界中近期前景扑朔迷离,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全在未定之天。

然而,有一项相当根本的论断已经可以做出,那

就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观察家先前对北非、

中东基本政治和社会局势的理解, 有着严重的缺失

和扭曲。因为特别在埃及和一定程度上在突尼斯,

规模巨大、能量强劲的 /第三力量 0惊人地急剧迸

发,而在中东、北非的大风暴大乱局之中, 埃及和突

尼斯的剧变分别因其影响之大和触媒性质至今仍是

最重要的。这里的关键词在于 /第三力量 0和 /惊

人 0:所谓 /第三力量0,就是在 / 9# 11事件0往后近

10年里流行全球的那个范式 (或曰美国塑造、坚信

和推广的阿拉伯世界当代根本形势解释范式 ) ) ) )

/美国支持的专制政权 vs.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

势力 0) ) ) 之中见不到的、以世俗性愤懑为其造反

潜能的城市大众; 之所以 /惊人0, 是因为几乎全世

界都用美国的这个范式看待阿拉伯世界,因而对于

现在所见的北非、中东风暴和乱局缺乏起码的思想

准备和深刻的理解能力。一句话, 世界对风暴爆发

之前和之后的北非、中东急需一种与上述美国范式

颇为不同的理解。

就埃及事态以及突尼斯事态而言, 其大众造反

力量大致由处于极端专制政权之下的几乎所有城市

/弱势群体 0构成,从学生、专业人士、失业青年一直

到富裕的中产阶级, 用 5纽约时报 6的话说, 其广泛

性 /震惊了甚至对穆巴拉克先生的政府最持批评的

那些人0, 而 /埃及最有力的反对派运动穆斯林兄弟

会大致驻足于背景之中 0。从大局而非某些细节来

说, 他们在投身造反时基本上没有组织、没有领袖,

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纲领,唯有一条,即可恨

的穆巴拉克必须立即下台。除了这一共同目的或诉

求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具有吸引力和象征性的共同

汇聚地点即开罗解放广场, 那在西方舆论聚光灯式

的关注和有力襄助下,在大造反的 18天里每天都吸

引成千上万人前往和留驻。

埃及以及突尼斯 (也许还有其他某一些北非、

中东国家 )的大众造反有其最基本原因和形势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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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最基本原因无疑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在经

济方面,首先是对普通民众来说经久持续的非常糟

糕的经济形势,尤其是非常高的城市青年失业率;与

此相关,政权的财政能力大多仅仅依赖大量美国援

助的不息涌入,它们对社会的巨大需要而言仍非常

有限, 何况不甚相关。在政治方面,不仅有对民众基

本自由的非常严苛的专制压制和镇压, 连同最高领

导人往往任意妄为的个人独裁和警察系统被授权的

恣意横行,还有在美国的充分支持下,此类统治以反

恐名义获得了新的 /合法性 0而变本加厉; 与此同

时,穆巴拉克家族、其政权和国家机器各层面的腐败

非常严重,而这种腐败的持续和加剧主要由于极端

专制统治、美国援助和某些传统文化因素。

就形势性原因来说,在有着某种 /泛阿拉伯 0文

化背景的 /泛阿拉伯0效应作用下, 那里一国民众造

反成功的示范效应大概头等重要。突尼斯剧变的跨

国重要性几乎仅在于此, 而埃及剧变之后阿拉伯世

界的广泛乱局势所难免。不仅如此, 除了前述的具

有吸引力和象征性的共同汇聚地点的作用外, 广泛

报道的、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当代电子工具的

/电子动员0至关紧要,对造反的广泛迅速发动和互

相激荡不无某种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媒体超

强聚光灯式的集中报道和西方舆论类似的集中关

注 ) ) ) 全都是同情、支持甚或加油性质的 ) ) ) 大大

激励了造反者 (特别是在开罗的 ), 并且助长了造反

者的胆量和信心。

在形势性原因中, 美国奥巴马政府以及欧盟主

要国家政府的基本政策倾向和主要政策决定非常重

要。从开罗民众造反爆发到穆巴拉克倒台的近三周

里,被北非、中东政局剧变骤然推入严重战略两难的

奥巴马政府大概度过了它至今最犯难、内争最甚、最

犹豫多变和最带赌博性的决策过程。然而, 很大程

度上由于奥巴马本人的作用,美国政策的基本取向

越来越趋于明确,那就是试图在埃及政治剧变不可

避免的情况下,冒风险去较 /积极地 0加以适应或呼

应,以便尽可能操控 /应变求稳 0或 /经变求稳0这一

对美国利益来说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以赢取潜

在地反美但同时也潜在地亲美的埃及抗议民众 ) ) )

经他最后断定穆巴拉克不立即下台就不会被 /安

抚0的造反者。到其下台前夕关于埃及危机的美国

政策最后敲定,它具有超过埃及一国和美埃关系的

广泛意义和重大影响,因为尽管美国政府大致仍会

具体对待具体情况,但它关于北非、中东类似危机的

总政策方向已经确定,不出大意外就不大会变,那就

是依靠有限的附和或通融去争取制约,以企求美国

的根本战略利益不会随美国战略盟友的垮台而遭受

致命的损害。

阿拉伯世界的风暴远未缓息,那里的前景扑朔

迷离,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当前那里的大乱局已经并

将继续产生非常重要和颇为深远的国际影响。阿拉

伯世界从大处说, 很可能永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在利比亚大流血剧变和伊朗反对派顺势闹事以前,

/埃及的事态, ,已经横贯也门、约旦、叙利亚甚而

沙特阿拉伯,提供了一个新模板, 提供给一个长期来

因它自身的停滞感而摇晃蹒跚的地区。0

在阿拉伯世界以外,受到最大震动和冲击的是

美国,或者准确地说是美国的战略及外交。它必然

更深地卷入动乱震荡的北非、中东,陷入一种比先前

复杂得多的局势和严重得多的两难境地, 包括 /在

阿拉伯青年人民主渴望与冷静的战略和商业利益之

间搞平衡 0。美国真正地是在少有经验和准备的情

况下,手上骤然多出大把麻烦,全无可能丢弃它们或

简单地 /快刀斩乱麻0。在这个意义上, 北非、中东

政局剧变对美国来说大概有如一场新的 / 9# 110,

而且可能不比 / 9 # 110容易对付。在其突然冲击

下, 美国在北非、中东的战略布棋不仅已多有紊乱,

而且整个战略棋盘有可能倾覆,特别包括关于也门、

海湾国家甚或沙特阿拉伯、远至巴基斯坦,那都是美

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和遏制伊朗方面至关紧要

的战略支柱。不仅如此, 还可预料的是美国与以色

列之间往往难办和富含风险的歧异行将加大。总

之, 北非、中东政局剧变能够打乱美对外政策议程。

这些属于主要是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在近期和

中期的对美祸难效应。然而, 就目前较可预计或预

感的另一些趋向说,它对美国乃至西方有若干重要

甚而重大的有利效应。众所周知, 阿拉伯世界某几

个 /政权变更 0) ) ) 目前而言主要是在利比亚或许

行将实现的和在伊朗被西方盼望可能的 ) ) ) 可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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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高兴 (而且它已经在着力推进 )。不过, 这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只需点到为止。需要提示的

是,美国似乎可以从事一项重大的战略转换,这已为

美国某些战略观察家视为对美国的一项福音。那就

是:与过去 10年相比, 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程

度而言,北非、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和

/基地0组织恐怖主义正在急剧地减弱, 如 5纽约时

报 62月 28日头版文章所言: /一个接一个 (阿拉

伯 )国家民众已起来推倒领导人, 而 -基地 .绝对未

起任何作用,,那么突然地出现、又证明那么有力

的斑驳杂乱的各反对派运动回避了 -基地 .的两项

中心信条:暴力谋杀和宗教狂热。0或者用该文的题

目说, /随政权在阿拉伯世界倒台, -基地 .组织眼巴

巴望见历史从旁边飞过 0。因此, 反恐颇有可能干

脆失去在美国对外安全政策和行动体系中已经有所

缩减的头号优先地位, 除了今后一段时间内在阿富

汗的 /卷铺盖 0事业。它行将以一种尚未发现的方

式,被并入美国对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更为复杂

的混合政策。

还有,在外交、宣传、援助和秘密活动等政策领

域,北非、中东政局剧变有可能促使奥巴马政府重回

/布什纲领 0, 在国外 (特别是北非、中东 )力促 /民

主0,不过没有 /布什战争 0。现在不仅众多共和党

人、而且一些民主党人开始嚷嚷阿拉伯世界的急剧

震荡证明布什在这方面方向正确, 只是做法有误。

奥巴马先生过去批评布什的 /中东民主化 0, 但他

/在最后两个礼拜拥抱埃及的抗议者 ) ) ) 即使有时

小心谨慎并被来自政府内其他人的相反迹象搞得混

淆不清 ) ) ) 似乎提示了一个转折点 0。正是为此,

布什的铁杆支持者、新保守派头号政论家罗伯

特#卡根对奥巴马处置埃及危机的政策大加称赞。

在很大意义上可能更重要的,是北非、中东政局

剧变已开始并可能继续以一种较深刻的方式, 部分

地恢复西方特别是美国受到金融危机和初始复苏不

振的打击之后的自信, 即对其基本价值观与其 /普

遍适用性 0的自信, 连同对它们的未来历史命运的

自信。心理急需之际,经过必然的过度解读,许多西

方人开始感到甚或急忙宣告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在

他们看来的一大涵义,即尽管有基本体制与西方大

异的中国的强劲崛起和显赫成功, 历史潮流仍在他

们一边。这一趋向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可能广泛深刻

的心理作用、意识形态影响和政策效应,需要我们予

以历史性的重视。 o

全球政治视野下的中东变局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

  2010年 12月突尼斯一座小城市的街头小贩与

城管发生冲突, 引起民众运动, 并迅速蔓延到埃及、

也门、巴林、利比亚等北非、西亚国家。一系列动荡

叠加起来构成国际政治的重大事变, 极大改变了中

东地缘政治版图。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局,

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 主要根源在于发生动荡的国

家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长期累积,抗议民众在

对统治者失去信心之后, 提出了改变现状的政治要

求。结论令人信服,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出,仅仅把动

荡根源归结为上述因素还是显得过于简单和直接。

中东是对当今世界政治演变反应最敏感的地区,在

全球政治整体性明显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中东局势

的发展绝非可以自成一体。

从全球政治的系统角度理解中东事变是有益

的, 也是必要的。事变中,民众运动背后的各种政治

力量乃至政治思潮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很少有哪种

力量或思潮仅仅受单纯国内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

其中大多与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比如,

中东一些国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既由

国内政策造成,也是国际资本扩张和渗透的必然结

果。至于这次动乱在相关国家的蔓延扩散, 本身就

是国际行为,而对先进民众动员工具的运用则是全

11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1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