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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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突尼斯政局动荡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连锁效应, 并使不少国家陷入政权危

机,主要源于这些国家多年来治国理政失误带来的重重积弊。其中主要有三大根源: 一是政权阶级

基础转向导致当权者逐渐脱离民众;二是发展模式弊端使阿拉伯国家日趋陷入 /全球化陷阱 0; 三

是亲西方外交恶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外生存环境。长远看,阿拉伯世界现行模式难以维系,深度

变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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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东国家维系多年的统治模式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2011年初, 一向以稳定繁荣著称的突

尼斯爆发全国骚乱,执政长达 23年的本#阿里政权

猝然垮台。此后,这场突如其来的动荡迅速扩散至

整个阿拉伯世界,并将中东搅得周天寒彻。埃及、也

门、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利比亚、巴林等国相继

爆发民众骚乱或抗议示威,连续执政 30年的埃及总

统穆巴拉克苦苦抗争 18天后黯然离职, 执政超过

41年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 以及执政 30多年的也

门萨利赫政府, 地位同样岌岌可危。这场风暴来势

之猛, 持续之久,烈度之强, 出乎许多人意料。中东

正经历着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化。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0。阿拉伯国家政治动

荡始于今日,但导致这一变局的症结早已存在。阿

拉伯世界在此之前就已陷入总体性失败处境, 如政

治专制、经济衰退、食品短缺、人口爆炸、思想禁锢等

等,以致被称为 /世界病夫0。按理说, 阿拉伯国家

石油资源丰富,发展资金充裕, 同时民族成分相对单

一,实现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十分优厚,而且阿拉伯

民族历史上也曾创造过辉煌,为何国家治理却积弊

丛生, 乃至爆发全面危机? 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汲取

其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 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

东乱局,而且对战略决策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

政治的本质即 /谁得到什么, 何时和如何得

到0。¹ 对一个国家来说, 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

政体, 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 ) ) )

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毫无疑问,政权的

阶级基础越厚实, 政权就越稳定, 反之亦然。 60多

年来,中东共发生过两轮政治更替大潮: 第一轮是

20世纪 50- 60年代, 阿拉伯军人政变推翻代表封

建势力和少数权贵的君主制统治,如 1952年纳赛尔

领导的 /自由军官组织 0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 1958

年主张民族主义的卡塞姆推翻伊拉克费萨尔王朝,

1969年卡扎菲政变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等等;

第二轮是 70- 90年代, 民众以 /伊斯兰复兴 0的形

式反抗当权者,并在伊朗成功夺权,在苏丹、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也一度掌权或险些掌权。而当前, 历史

在重演,中东掀起新一波民众反抗当权者的大规模

政治运动。

中东这种 /翻烙饼0式的政治更替, 其共性特征

是当权者的统治日渐背离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就拿

此次政局最动荡的埃及、利比亚等国来说,当初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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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 20世纪 50- 60年代上台的领导人, 主要代

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他们在执政初期, 大都能励

精图治,在土地改革、社会福利等方面均采取了有利

于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政策,因而赢得广大民众

的支持。在对外领域, 这些国家大都敢于对抗西方

列强和以色列,主张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统一,甚

至一度将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列为政策目标。然

而,即使是这些政权中政治最进步的国家,也不过是

小资产阶级统治,而小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稳

定的阶级,它总是谋求跨入其他社会阶层,其意识形

态也总在不断变化。¹ /他们既讨厌又羡慕有钱人,

而自己对穷人往往不是以恩人自居, 就是表示轻

蔑。0º换言之,这类政权的内外政策先天具有不确

定性和易变性。长远看, 这类政权会向不同方向变

化。

大体上说,这类政权主要有两条政治路径选择:

一种是继续 /向下看0,拓宽政治参与和执政基础, 向

真正的 /人民民主 0方向发展,政策纲领切实体现多数

民众的意愿;另一种是 /向上看0, 由最初服务于中下

层民众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转为服务于中上层的大资

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从实

践看,显然后一种情况居多。 /随着时间推移,任何由

小集团掌权的政权,都会利用手中职权, 使自己先富

起来。0»这一点都不奇怪。用亨廷顿的话说, 就是

在 /普力夺社会0 (即军人政权 ), 政治家将他在一个

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到另一个团体。如造反

者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收买, 或 /简单地将他们

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0。¼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埃及纳赛尔政权

的 /国家机器自身是由小资产阶级 -精英 .组成的。

, ,在一段时间内,它需要获得工人的支持,因而采

取再分配政策,高喊社会主义口号,但它迟早要屈从

于个人发财致富的诉求, 最终打破与劳动阶层的联

盟,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 0。½ 继任的

萨达特内外政策的转向, 就是这种阶级属性转变的

具体体现。伊拉克也是如此。在 1968年复兴党刚

上台时,其内外政策均能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政策明

显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使该国国力蒸蒸日上。

但到萨达姆时期, /党天下 0俨然成了 /家天下0,其

内外政策日趋极端化。如伊拉克 1980年出兵伊朗,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复兴党本身存在的弱点, 即 /它

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本质0。¾

这些政权阶级基础的转向,引发了一系列严峻

问题。最明显的是威权统治的优势逐渐成了劣势,

国家公器日趋成为个人私授的财产和工具。中东国

家大都实行威权统治, 这种模式本来就具有 /集中

力量办大事 0的优势, 可以达到民主政体难以企及

的调配资源能力。但其本身也包含了 /自我毁灭的

种子 0,如因权力缺乏监督而容易出现独裁、权钱交

易问题等等。因此,一旦当权者脱离民众基础,政权

服务对象由多数民众转向少数精英, 这种政体的优

势马上就变成了劣势 ) ) ) 国家权力很容易成为少数

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

最明显的是权力观发生改变。在中东, 不少当

权者贪恋权位,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门总统萨利

赫执政均已超过 30年; 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已执政

41年,但仍无让位迹象, 甚至有意让其子接班。在

中东, /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 都至死不放权力, 很

少例外。选举仅是个笑话0。¿ 与此同时, 权力日渐

被用于谋求个人私利,而 /改革 0往往成为当权者借

机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迅速实现致富的不二选

择, 其最终结果就是 /改革使改革者先富起来 0。据

维基解密文件称,在突尼斯, 只要是本#阿里家族看

上的,无论是现金、土地、房屋甚至游艇,最终都得落

入他们手中, 该家族总资产达 35亿英镑 À ; 另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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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八子一女, 分别涉足石油、

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产业,基本

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据估计, 每年有数百亿美

元流入他们的私人腰包。¹ 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家族的资产据称达到了 400亿 - 700亿美元。º 同

时,在这些当权者周围,日渐形成一个由亲信和高官

组成的特权阶层。若干年前,一位埃及著名知识分

子就将这一特权阶层称为 /伞兵阶级 0。他说, 伞兵

的任务是夺取或摧毁他们所降落的阵地, 而这个新

阶级也是下决心逐步控制或摧毁埃及。» 奥尔森认

为,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

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

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¼

/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 0。领导层的巧取豪夺,

使腐败日趋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常态。据统计,

阿拉伯世界 1 /3的 GDP被腐败吞噬。在 /透明国

际 0的全球腐败国家排名中, 埃及、黎巴嫩、也门、叙

利亚、伊拉克等国名列前茅。½ /腐败已成为该地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裙带主义到直接受贿, 国家

高度介入经济生活, 为公职人员腐败提供了充分的

机会。0¾如埃及贫富分化加剧, 腐败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每个角落。¿ 只要与政府公职人员打交道, 不

管是申请驾照还是出租房屋, 都要行贿。À 当政者

日渐背叛最初的阶级属性, 由矢志清除腐败和无效

率问题的社会进步力量,变成腐败政治的维护者,成

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这样,社会财富由本该 /往下淌 0变成了 /往上

流 0,日趋集中到少数当权者手中,由此导致社会贫

富分化不断加大。据统计, 在阿拉伯世界, 5%的人

支配 80%的财富; 在埃及, 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

富的 55% ,而 60%的穷人的社会财富拥有量只有

18%。Á 普通民众 /被剥夺感 0十分强烈。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0。阿拉伯国家的贫困阶

层不断扩大,其政权维系统治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

因此, 这些政权因日趋服务于少数权贵,缺乏足够的

/实质合法性 0,难以赢得左翼和中下层民众的真心

支持; 同时, 又因为家族世袭或终身执政, 缺乏足够

的 /程序合法性0,难以赢得西式民主派认可。在这

些当权者周围的支持者中, 除了少数特权集团和既

得利益者外,剩下的几乎都是反对派:穷人憎恨富人

豪华奢侈,平民憎恨权贵巧取豪夺,教士憎恨世俗化

带来声色犬马,民主派憎恨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权

贵统治几乎总是自动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和反对者。

而在如今这场突如其来的动荡冲击波中,就出现了

/昔日革命者被再次革命 0的怪现象。

二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全球扩散过程, 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

置, 结果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第三世界国家

被纳入全球化体系, 本质上有利于西方资本家 (一

定程度上包括本国资本家 )扩大剥削范围, 由此构

成 /两大剥削与被剥削的同心圆0:一个是发达国家

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内部及第三

世界内部的剥削与被剥削。这两大 /同心圆 0同样

会强化 /资本主义绝对规律 0, 即资本家财富积累与

劳动者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然而,相较而言,发达

国家内部的劳动阶级还可以通过本国从第三世界国

家剥削获得的巨额利润中获得部分转移支付 (各种

福利补贴 ) , 从而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 �lu使发

达国家本来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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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者就不这么幸运了。这

些国家的劳动阶层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最末端,他

们遭受着西方资本家、本国权贵的双重剥削,付出最

多,但生存状况却最为艰辛,随时面临饥饿和死亡的

威胁。这种 /劳动异化0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由

此不难理解, 为什么同样奉行 /新自由主义 0, 西方

国家可以维系现行模式,而第三世界却不行。

但很多阿拉伯国家没有意识到这种貌似公平的

/全球化 0背后暗含的不平等和残酷性, 盲目追随,

结果日趋被纳入这种 /主从型 0经济结构, 导致落后

状态日益固定化。这种状态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

已开始。当时, 人们 /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

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即使西欧国家成为 -世

界工场 . ,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应继续成为或变

成为砍柴挑水,也就是干苦活的人。,,而奥斯曼

帝国对这种安排也没有反对意见, 原因是在原料出

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

来讲, 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

得厚利,又称心如意0。¹ 而许多阿拉伯国家赢得政

治独立后,当权者仍是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封建特

权阶层,他们与西方之间 /有一种固有的机制, 几乎

是自动地引导殖民国家本身与特权集团结盟 0, º因

此,其经济上仍遵循西方设定的 /比较优势分工0,

靠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生。中东丰富的石油储

量及由此带来的巨额 /石油美元 0, 无疑强化了这一

不合理的发展模式。据统计, 到 2007年时,阿拉伯

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竟不如 1970年。»

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 阿拉伯世界滚

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多数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

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产, 即使在本国也大都投资

于房地产。因此,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本质上

并未给石油生产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 ) ) ) 它既没

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 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

进入良性循环。相反, 阿拉伯国家越是参与全球竞

争和利益分配,本国的财富就越是日趋流向发达国

家,而本国的实体经济则像缓慢下沉的 /泰坦尼克 0

号,日趋走上衰退道路。据统计, 1980- 2004年间,

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 GDP增长 6. 4%, 平均每年不

足 0. 5%。¼ 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

水平与 1970年时相当。½ 目前阿拉伯世界 1 /3的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 8000万人口中近一半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 每天生活费不足 2美元。¾ 约旦

约 1 /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失业率高达 14%;

也门 2300万人口中近半数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 2

美元, 1 /3的人长期挨饿。¿

众所周知, 阿拉伯国家人口出生率世界最高,

60%的人口年龄在 25岁以下。而本国工业不发达,

国家吸收就业人口的能力不足 À , 致使年轻人失业

及 /青年膨胀 0 ( Youth bu lge)等问题突出。Á 在埃

及, 占总人口 70%的年轻人面临高失业问题, 甚至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难找到工作。�lu 阿尔及利亚

3 /4的人在 30岁以下, 许多年轻人没有工作, 全国

失业率高达 25%。与安贫乐道、观念保守的老一代

不同,阿拉伯新生代视野宽, 束缚少, 易被煽动和组

织, 加上谋生无路, 因此不满现状、谋变的愿望最为

强烈。亨廷顿就认为,游民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是

革命性最强的群体。�lv 日益膨胀的青年失业大军成

为威胁政局稳定的 /火药桶0,突尼斯 /革命 0就源于

一名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埃及、也门等国的反政府

抗议,也都是年轻人担当主力军。

埃及是最典型的例证。在纳赛尔时期, 埃及一

33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1年第 3期

¹

º

»

¼

½

¾

¿

À

Á

�lu

�lv

[美 ]斯塔夫里亚诺斯著, 迟越、王红生等译: 5全球分裂 6,
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第 213- 214页。

[美 ]斯塔夫里亚诺斯著, 迟越、王红生等译: 5全球分裂 6,
第 487页。

ArabH umanD evelopm entR eport 2009: C halleng es toH um an S e2
curity in the A rab Coun tries, h ttp: / /www. arab - hd r. org /pub l icat ions /

other/ahd r/ahd r2009 e. pd.f (上网时间: 2011年 3月 2日 )

ArabH umanD evelopm entR eport 2009: C halleng es toH um an S e2
curity in the A rab Coun tries, h ttp: / /www. arab - hd r. org /pub l icat ions /

other/ahd r/ahd r2009 e. pd.f (上网时间: 2011年 3月 2日 )

Ed ited by N ora B ensahel and Dan ielL. Bym an, Th eFu ture S e2
curity Env ironm ent in th eM idd le E ast: Conf lic t, S tabili ty, and P ol itica l

C hang e, p. 61.

Shawn Baldw in, / E gypt. s Prob lem and Its Ch allenge: Bread

Corrupts0,N ew York T im es, January 17, 2008.

/阿拉伯 -革命年 . : 经济是主因 0, http: / / rol.l sohu. com /

20110220 /n303371945. sh tm .l (上网时间: 2011年 3月 4日 )

Peter C oy, / Th e You th Un emp loym en t Bom b0, B usin essw eek,
Feb ruary 2, 2011.

ArabH umanD evelopm entR eport 2009: C halleng es toH um an S e2
curity in the A rab Coun tries, h ttp: / /www. arab - hd r. org /pub l icat ions /

other/ahd r/ahd r2009 e. pd.f (上网时间: 2011年 3月 2日 )

J. Scot tC arpenter and David S chenker, / W ill Egyptps -Day of

Rage. B ecom e a Revo lut ion? 0 http: / /www. w ash ington inst itu te. org/

tem plateC05. php? C ID= 3295. (上网时间: 2011年 3月 2日 )

[美 ]塞缪尔# 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 5变化社会中的政治
秩序 6,第 254页。



度采取 /进口替代 0战略, 试图通过发展本国民族工

业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但萨达特时期推行的 /开放

政策0使外资大批涌入,民族工业纷纷倒闭, 摆脱经

济依附的梦想功亏一篑。埃及原是粮食出口国,但

到 1979年时, 它所需食品的一半以上要靠外国进

口。1970年以前,埃及生产的食糖 40%供出口,到

了 1980年,埃及非但不再出口食糖, 还成了食糖进

口国,进口量达到消费量的 35%。由于食糖消费量

激增, 当时埃及主要财源之一的苏伊士运河航运净

收入, 竟不足以支付进口食糖的费用。¹ 穆巴拉克

时期延续了这种政策,并加大自由化改革。改革措

施包括:建立埃镑自由兑换市场, 削减进口关税,大

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 而银行私有化

使埃及半数以上银行从国有变为私有。º 私有化不

仅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少数特权阶级从中受

益,而且埃及的自由化改革使国际资本大举进入,埃

及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外部世界。近些年, 埃及经济

年均增长 7%, 甚至在 2008年全球经济萧条下仍业

绩不俗。» 但实际上,该国经济 /有增长无发展 0,埃

及政府至今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运河通行费、旅游

业、侨汇乃至外援勉强度日。因此早在 2010年 9

月,美国学者就公开撰文称埃及是 /尼罗河病夫 0。¼

为维系政权稳定, 阿拉伯多数国家被迫长期实

行补贴政策, /以面包换稳定 0、/以福利换支持 0。

但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粮价上涨,使经济

最为脆弱的阿拉伯非产油国率先受到冲击, 政府财

政捉襟见肘, 现行维稳模式陷入两难: 如果继续补

贴,经济上吃不消; 但取消补贴, 政治上又吃不消。

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均曾因取消补贴

引发骚乱。阿拉伯统治者已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三

在外交领域, 当政者究竟该奉行 /群众路线0,

主要依靠本国民众,还是走 /精英路线 0? 依靠少数

精英和外部力量,不仅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和外交

战略的成败,还直接影响政权的稳定程度。大体来

说, /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 国民士

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 0。½ 这实际验

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本原理, 即 /人民是历史

的真正创造者 0。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于多数民

众, 才会换来民众的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

潜能。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教训明显多于经验。

在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都将亲西方列为其外交的

重中之重。几年前,开罗美国大学的伊斯兰学教授

赛拉格曾指出: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热衷于同美国

结盟﹐听到布什总统对他们说句赞扬的话﹐立即受

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他们的政权须要依靠美国

的支持和保护。他们都处在国民的对抗和包围之

中。0¾正是由于这些国家依靠少数精英和西方势

力, 使反美情绪普遍强烈的阿拉伯民众对政府十分

不满,由此导致国家上下离心, 威胁政权稳定的基

础。

在这方面,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国家,

其经历最具典型性。 20世纪 50- 60年代, 以纳赛

尔为代表的老一代阿拉伯领导人, 注重依托本国民

众和阿拉伯世界,英勇抗击西方列强和以色列,不仅

成功收回苏伊士运河管辖权, 而且成功抵抗了英、

法、以三国的联合军事入侵, 因而在国际上被公认为

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埃及的国际威望也达到峰值。

但从萨达特执政开始, 埃及逐渐转向 /精英路线 0,

重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 1972年 7月, 埃

及驱逐数千名苏联顾问, 明确 /亲美疏苏 0政策;

1979年, 埃及又与以色列单独媾和, 而将阿拉伯世

界的团结及其反以统一战线完全抛弃,这种做法使

其失去了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及相当部分国内民众

的支持。 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后, 本国民众反应

淡漠,这与当年纳赛尔去世时万人送葬的场面形成

鲜明对比。而穆巴拉克继任后基本沿袭了萨达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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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路线, 热衷于充当阿以之间的 /润滑剂 0, 以及

美国维护中东战略利益的 /垫脚石 0, 并成为美在中

东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受援国。

回过头看, 埃及这种以放弃阿拉伯世界团结为

代价的亲美亲以政策,实际使其成为 /猎鹿博弈 0中

率先脱离队伍,独自去捕捉野兔的猎人。从短期看,

这种做法使埃及从以色列手中收回了西奈半岛,并

在一定时期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 /美国之

间的桥梁, 成为当时乃至现在为数不多享受 /和平

红利0的阿拉伯国家。但长远看, 这种做法完全得

不偿失。一方面,亲西方外交使其日趋失掉国内民

众的支持,乃至丢掉性命。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严

重损害了本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使国家

丧失了共同前行的奋斗目标,统治者威望日渐下滑。

有学者曾指出: /如果说阿拉伯领导层曾经尚且支

持过一系列失败的事业 ) ) ) 泛阿拉伯团结、藐视西

方国家、抵抗以色列 ) ) ) 那么如今它已经完全失去

了斗争的目标。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

若失更令民众感到自豪。阿拉伯国家政府受到了比

贫穷和独裁更具破坏性的诅咒。它们成了 -赝品 . ,

被自己的人民视为异类, 推行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

政策。0 ¹另一方面,讨好西方使埃及等阿拉伯国家

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独立性,日渐沦为美国的附庸,自

身地缘环境也日趋恶化。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

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分裂, /实际上已经完全巴

尔干化了 0。º 埃及依托阿拉伯世界生存的传统地

缘政治格局被根本改变。事实上, 这种分裂明显增

加了中东被外来大国干涉的可能性, 而最终损害了

埃及的国内外生存环境。尤其是近十多年来, 美国

利用 / 9# 11事件0, 先后在大中东地区发动了两场

地区战争,矛头直插阿拉伯心脏地带。而以色列因

缺少了埃及等国的有力制衡,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炫

耀武力更加肆无忌惮。2006年, 以色列仅因真主党

绑架几名以色列士兵, 就大举入侵黎巴嫩, 造成

5000多人伤亡; 2009年底至 2010年初, 以色列又借

口哈马斯发射火箭弹, 而对加沙地带发动 /铸铅行

动 0,再次造成数千人伤亡。面对阿拉伯世界权益

和尊严不断遭受侵害的严峻挑战, 许多阿拉伯国家

反击乏力,其表现甚至不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和土耳

其总理埃尔多安, 这种巨大反差使阿拉伯民众对本

国政府的不满日趋加剧。

在这轮阿拉伯乱局中,越是亲美的国家,动荡越

严重,反美国家则相对稳定。因此有学者认为: /民

众起义暴露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依靠对西方国家亦

步亦趋、充当西方应声虫的策略是错误的,这种策略

只会令这些政府丧失信誉。0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

梅内伊也认为,埃及和突尼斯的局势动荡,不是因为

经济形势,而是政府与敌人合作, 使民众遭受了几十

年的羞辱。叙利亚媒体认为, 埃及国内发生的革命

源自其失败的外交政策, 而叙利亚正是由于坚持反

美政策,国内政局才得以稳定。¼

值得提及的是, 一直被这些国家奉为靠山的西

方大国,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将这些亲美领导人无情

抛弃。如突尼斯一直被视为阿拉伯国家少有的西方

盟友,本#阿里尤其与法国过从甚密,其大笔存款也

放在法国,但当其一旦失势, 法国翻脸不认人, 拒绝

予以庇护。埃及穆巴拉克的处境也极为不妙。埃及

这些年来一直为美国充当制衡伊朗、哈马斯等中东

激进势力的战略支柱。但此次穆巴拉克处境岌岌可

危, 亟需美国援手时, 美国却态度暖昧,甚至站在抗

议者一边 /拉偏架0,宣称埃及 /现在 0应该进行政治

转型。据报道,美国还曾鼓动埃及军队废黜穆巴拉

克, 尤其是敦促穆巴拉克不能 /动粗 0, 更是无形中

捆住了他的手脚, 使其像当年伊朗巴列维国王一样

最终垮台。当年本 #阿里和穆巴拉克都花了大力气

经营与西方的关系,但关键时刻西方盟友却弃之如

敝屣。西方这种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做法,无疑加

速了阿拉伯威权政权的垮台, 同时也值得其他亲美

领导人警醒:一厢情愿地指望通过交好乃至讨好西

方来改善自身生存环境,无异于缘木求鱼,效果适得

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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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列宁曾经说过: /要举行革命, 单是被剥削被压

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 还是不

够的; 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

和统治下去。只有当 -下层 .不愿照旧生活, 而 -上

层 .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 革命才能

获得胜利。0¹
在阿拉伯世界,政权脱离民众、发展模

式陷入误区、对外依附西方,使这些国家的传统统治

模式积弊重重。突尼斯一起偶发的失业大学生自焚

事件, 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表明

阿拉伯现行统治模式已无法维系下去。突尼斯剧变

及网络煽动, 不过是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0。

这再次证明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赢得民众,

才能赢得政权;一旦脱离多数民众的意愿,政权终将

被人民抛弃。

进一步说,当前这场阿拉伯民众的抗议大潮,既

是一场自下而上反对当权者的民众革命, 同时也是

一次寻求国家复兴之路的新探索。近百年来, 阿拉

伯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已经尝试了宪政民主、威权

政治、国家资本主义、伊斯兰复兴等几乎所有意识形

态和政体形式,但始终未找到富民强国之路。其中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些探索和

斗争缺乏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作者看来, 这主

要指辩证唯物主义 ), 尤其缺乏阶级分析和生产关

系变革观念。即使是当年政治最进步的纳赛尔政

权, 奉行的也不过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想,结果最终不

由自主地走上了自我否定之路, 进而陷入新的政治

更替。这次中东剧变是否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将浴火

重生,能够摆脱弱势民主与强人政治交替的历史循

环, 归根到底, 还要看它到底采取何种理论, 与哪个

阶级结合。o

(责任编辑: 马燕冰 )

¹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0, 5列宁选集 6, 第 4

卷, 1960年版,第 239页。

(接第 29页 )的 /地中海联盟 0计划受挫,能源及经

贸利益直接受损,潜在的大量难民涌入潮将威胁欧

洲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从虚的方面讲, 欧洲对动荡

地区 /管还是不管? 0的问题并不比美国简单。如果

不管, 欧洲的国际影响力和威望将直落谷底,并很可

能再难恢复,国际社会将因欧洲对其 /大周边 0危机

不闻不问而更不把欧洲当 /大国 0; 如果要管, 欧洲

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像管东欧和巴尔干那样有决

心,欧洲各国更不可能齐心合力, 以一个声音说话。

在虚与实两方面,虚的方面可能更严重,它意味着欧

洲的 /大国0地位越来越虚。

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冲击利

弊兼有,极为复杂。中国在利比亚等动荡国家的投

资、商贸、能源利益损失不小,撤侨也要花钱,尤其是

大中东动荡引起国际油价攀升, 对中国影响更大。

但是, 从另一方面看, 美欧的关注点被重新拉回大中

东地区, 其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人权、民主、

涉台、涉藏等方面对中国施压的能力和意志削弱,美

国尤其不能不放缓其战略东移。不仅如此, 无论是

稳定中东局势,还是稳定国际油价以及稳定阿以关

系方面, 美欧都需要、也可能谋求中国支持。换言

之, 中东动荡给中国与美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

课题。在一定意义上,这甚至是中国进一步改善国

际战略环境的新机遇。

面对北非、中东动荡, 中国再一次需要 /冷静观

察, 沉着应对0,做好损益计算, 趋利避害。一方面,

中国应适度参与,力促中东动荡国家尽早恢复稳定,

并在恢复中东稳定、力避动荡扩散、稳定国际油价等

问题上与美欧合作,在中东问题上倡导新型大国合

作模式,以在大中东合作助推中国与美欧在其他领

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要通过此次从动荡国家

大规模撤侨、撤资所受损失中接受教益,检讨过去对

大中东以至对非洲、拉美的经贸投资政策和外交政

策, 即检讨 /走出去0政策的成败得失, 为今后更成

功地 /走出去 0以及为适应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

的前景,确立切实可行的地缘战略。此外,中国对大

中东地区也要有更全面、更系统、更超前的地缘政治

思考与安排。 o

(责任编辑:沈碧莲等 )

36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1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