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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建 海 湾 新 安 全 体 系
) ) ) 由内贾德访问伊拉克谈起

蒋   真

  内容提要  作为中东和海湾的地区大国, 两伊接触蕴含着有关安全主体在关键利益上的

角逐, 意味着海湾安全格局出现新因素。从传统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三角制衡到伊

拉克战争后的四方角逐, 海湾安全建构中的大国因素一直起主导作用。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

试图建立新伊拉克以取代萨达姆政权努力的失败, 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构建中从幕后走

向前台。当前, 海湾显现的竞争与妥协并存的安全格局已将构建海湾安全体系的主要因素摆

上了台面。但要建立这种安全体系仍将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 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关

系、伊拉克重建及相关稳定问题、地区信任问题, 以及美国未来对中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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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3月 2日, 伊朗总统内贾德对伊拉克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高调访问, 内贾德是两伊战争以来

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因正值联合国安理会酝酿对伊朗的第三次制裁、美国对中东政策面临改朝

换代的更迭、伊拉克内乱持续升温之际, 因而此次访问格外引人注目, 尤其外界对访问可能引起的两伊

关系变动、美国和伊朗关系的突破, 以及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等产生多种猜测。事实上, 此次访

问是 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两伊逐步接触的延续, 是伊朗为应对核危机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周旋的一个

插曲。两伊作为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大国, 两国关系对地区安全和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当前海

湾安全形势并不明朗, 但两伊接触蕴含着海湾安全格局的新因素, 展现了有关安全主体在关键利益上的

角逐, 竞争与妥协的安全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新的海湾安全体系提供了前景。

两 伊 关 系 改 善 的 寓 意

从两伊战争到海湾战争, 两伊关系从对立逐步走向和解, 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 两国关系出现转

暖趋势, 高层互访频繁。 2008年 3月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伊拉克, 既是两国关系升温的延续, 也是

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魅力外交的一部分。

内贾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 会见了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总理马利基, 还拜见了什叶派宗教领袖

西斯塔尼。两国签署了 7项协议, 内容涉及保险、海关、工业、教育和交通。作为回报, 塔拉巴尼表

示, 伊拉克政府将寻求驱逐以伊拉克为基地的伊朗反政府组织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0。对于这次访

问, 双方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塔拉巴尼称这是一次 /历史性 0 的访问。马利基表示, 两伊关系紧

张的时代已经结束, 伊朗总统的到访表明了加强两国关系和增进共同利益的强烈愿望。内贾德则说,

他的访问翻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一个团结、强大和繁荣的伊拉克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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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认为, 伊朗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强化什叶派纽带, 全面打造两伊新关系, 在化敌为友的同

时, 努力实现与伊拉克的 /捆绑0, 从而改善其安全环境, 并提高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地位。¹

然而两伊和解远非两国关系问题。首先, 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拥有政治主导权, 而目前的伊拉克

驻有众多美军, 撇开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来谈两伊政治是不切实际的。其次, 伊朗目前面临核问题困局

和美国步步紧逼, 安理会新的制裁即将出台, 伊朗总统进入美国驻守的地盘发展两伊关系, 自然也绕

不过美伊 (朗 ) 关系。最后, 中东其他国家对美国态度的怀疑和对两伊关系变化的观望, 也是中东

形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两伊接触意味着中东局势和海湾安全开始出现新的因素。

(一 ) 两伊和解背后的美国因素

对于内贾德访问伊拉克, 美国方面虽未做出直接评论, 但表现出一种微妙的 /谨慎乐观0。在公

布出访消息的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美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分

歧。赖斯指出: /由于伊朗停止了核活动, 美国准备与伊朗直接对话。美国并不想将伊朗视为永久敌

人。0 白宫发言人佩里诺于 2008年 2月 14日表示, 美国支持两伊发展良好关系, 同时也呼吁伊朗停

止支持那些向伊拉克平民和驻伊美军发动袭击的极端分子。º 事实上, 伊朗一直将在伊拉克的影响优

势作为与美国较量的筹码, 不会轻易实施报复。正如 2005年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安全委员会领导人称,

/如果伊朗想在伊拉克攻击美国, 对美国人来讲那将是地狱, 他们可以派遣几千名自杀式爆炸袭击

者, 但一个都不会是来自伊朗 0»。虽然目前美伊关系非常微妙, 美国指责伊朗插足伊拉克事务, 向

伊拉克反美武装提供武器和训练, 伊朗则坚决要求美国撤出伊拉克, 但在伊拉克稳定问题上, 双方已

经进行了 3轮会谈, 会谈级别已提升到大使级。伊拉克是美国和伊朗政治较量的战场, 也是寻找共同

利益、缓和紧张关系的场所。因而, 两伊接触在一定程度上是三方关系, 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二 ) 伊朗的动机

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伊拉克之所以引人关注, 一是伊朗正面临核问题困扰, 外界对伊朗如何应对

即将来临的第三次制裁非常关注; 二是伊朗在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 以及如何运用这种政治优势也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指出, 内贾德高调访问伊拉克, 并在出访前提前公布行程, 与美国领导人

对伊拉克突击式访问形成鲜明对比, 旨在向美国显示伊朗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的重要性, 从而加重在

核问题上与美国抗衡的砝码。此外, 伊朗也有缓和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需求。 20世纪 80年代末霍梅尼

去世后, 伊朗已经开始缓和与其他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关系。激进派总统内贾德上台后, 这种

趋势也一直是伊朗外交的主流。2007年 12月, 海湾合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 /海合会 0 ) 成员国邀请

伊朗总统参加它们在多哈举行的年度会议。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邀请内贾德参加朝觐。伊朗与埃及在

1980年断交后, 27年来首次开始探讨重新复交, 以及在开罗重开大使馆的可能性。

(三 ) 伊拉克政治独立性的作用

2003年萨达姆政府倒台后, 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一直受到派别斗争和爆炸袭击事件的严重影响。

新的伊拉克政府无权威性, 美国当局存在的 /合法性 0 一直受到谴责, 伊拉克很难被看做一个独立

的地区政治实体。但正是因为伊拉克近来陷入分裂局面, 伊拉克政治进程本身并不完全以美国的意志

为转移, 因而它作为地区政治的参与者, 有关方面对美国的作用更应当进行多角度分析。例如, 在美

国对伊朗核问题态度强硬时, 伊拉克外长兹巴里在 2006年对到访的伊朗外长表示, 他反对伊拉克的

邻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支持伊朗寻求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¼ 美国与伊拉克各个派别和势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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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政治分歧, 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伊拉克作为一个新政治因素影响中东政治。尽管这种因素是混

乱的、不确定的, 但也使构建新地区安全体系显得更为紧迫。

内贾德此次访问伊拉克并不能表示两伊关系出现了质变, 但访问本身是有深层意味的, 不仅包括

伊朗改善地区关系的努力, 以及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的积极性, 也含有美国对地区问题的新认识。由

于伊朗和伊拉克问题与中东和海湾地区的许多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 因而, 两国接触不仅有助于伊拉

克的稳定, 也预示着海湾地区安全格局将出现新局面。

传 统 安 全 与 三 角 制 衡

海湾地区安全格局始终带有浓厚的人为因素, 从英国殖民统治到美国一家独霸, 该地区安全局势

始终笼罩在 /霸权稳定论 0 的理论主导之下, 因而我们应认识到, 在论述海湾地区安全时并不仅指

海湾沿岸国家, 美国因素也是安全建构的主要对象和主导因素。中东地区政治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也增加了实现地区安全的难度。与此同时, 由于海湾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种族、宗教、领土等纠

纷, 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前, 该地区的安全格局一直以传统的军事安全为主要内容,

以三角均势为主要形式。其主要参与者是伊朗、伊拉克和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 代表性事件是两伊战

争和海湾战争。尽管海湾地区安全格局是以三角均势为主要形式, 但其内部组合时常变换, 主要分为

3个阶段, 伊朗和沙特抗衡伊拉克时期 ( 1972~ 1980年 )、伊拉克和沙特对抗伊朗时期 ( 1980~ 1990

年 ) , 以及伊朗和沙特及海合会成员国再次联合抗衡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时期 ( 1990~ 2003年 )。

20世纪 60年代末, 英国势力宣布退出海湾, 美国积极谋求填补权力真空。但美国由于在越南战

场上受挫, 全球扩张负担过重, 决定实行海外收缩战略, 推出 /尼克松主义 0, 主张对美国安全利益

至关重要的地区提供经济、军事援助, 在威胁较小的情况下由这些国家自己承担防务, 这种 /代理
人战略 0 使美国急需在海湾地区扶植新的代理国, 以便与苏伊 (拉克 ) 对抗。伊朗和沙特则成为当

时美国 /两根支柱政策0 的中坚。由于在反对苏联社会主义中的地缘政治优势, 伊朗成为美国在中

东地区的反苏前线, 因此 70年代是美伊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 美国利用伊朗作为反苏前沿, 伊

朗凭借美国的支持与武装以波斯霸主自居。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 海湾安全格局主要是亲美的沙特和

伊朗对抗亲苏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政权伊拉克。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 美国的 /两根支柱政策0 破产, 海湾

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伊朗伊斯兰政权在外交政策上宣称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 0, 并

积极向外输出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 在中东引起恐慌。伊朗、沙特抗衡伊拉克的安全模式开始转为沙

特、伊拉克对抗伊朗什叶派政权。这种安全模式的重组有自觉因素, 如伊拉克和沙特都是逊尼派主

政, 而伊朗输出的革命是什叶派的治国理念。随后, 萨达姆打着维护逊尼派国家利益的旗号, 以两伊

边界纠纷为由发动了两伊战争。而事实上, 两伊战争是关于领土、影响力和生存的斗争。¹ 这场战争

对伊朗的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于战争中伊拉克对伊朗的生化武器攻击和国际社会的冷漠态度, 20

世纪 90年代初, 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表示: /生化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 也很容易制造。我们

至少应考虑用它来加强国防。尽管使用这些武器是不人道的, 但战争教我们认识到国际法庭仅是一纸

空言0 º。也正是在两伊战争后不久, 伊朗重启中断多年的核计划。这种安全模式背后的大国因素仍

是该阶段海湾安全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在持续 8年的两伊战争中, 美国在两伊之间时而支持伊拉

克, 时而支持伊朗, 在两国断绝关系的情况下向伊朗出售武器, 导致发生伊朗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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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 海湾的安全组合还有基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考虑, 那么,

海湾战争后, 该地区安全局势的人为因素则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1991年, 美国势力全面进入中东,

海湾安全格局完全被纳入到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中, 服务于美国的中东利益。战争结束后, 美国对海湾

地区的安全安排进行了新调整。鉴于一个脆弱但完整的伊拉克对伊朗的制衡意义, 美国保留了萨达姆

政权。与此同时, 美国通过与海湾国家签订一系列联盟条约和建立军事基地, 加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

存在, 通过建立 / GCC+ 20 (海合会 +埃及、叙利亚 ) 的安全模式, 构建起美国以地区盟国为主体

的海湾安全体系。而两伊被排除在海湾安全体系之外。在整个 20世纪 90年代, 对两伊的遏制战略一

直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阶段, 由于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侵略野心的恐惧, 沙特与伊

朗的关系较亲近。尤其是在 90年代, 伊朗拉夫桑贾尼的务实外交逐步缓和了与海湾国家的关系,

1991年 3月, 伊朗和沙特也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伊朗仍保持一定的防范态度。

然而, 海湾地区这种传统的三角制衡模式有许多弊端, 这也是该地区冲突不断的重要原因。 ( 1)

大国势力介入及其主导作用使这种安全模式不具备合法性, 加剧了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的变动, 增加了

地区冲突的可能性, 使国家间的安全组合过于频繁。 ( 2) 这种三角制衡模式并没有解决海湾地区复

杂的宗教、种族、边界等冲突, 因而安全构建具有不稳定性。如两伊间的边界纠纷、伊朗与海合会成

员国之间的领土纷争, 伊朗作为什叶派、波斯民族与海湾其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认同差异

等。正因为如此, 这种三角制衡模式的组合方式不停地变换, 地区冲突也不断发生。 ( 3) 这种安全

模式更多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 没有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使该地区国家对共同利益和集体认

同感不足, 因而很难实现真正的安全。

伊 拉 克 战 争 与 四 方 角 逐

尽管海湾地区安全格局受到美国因素的主导, 但并不完全以美国意志为转移。 2001年, 美国本

土受到袭击, 美国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进行了重新定位, 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的重要内

容。但美国试图将伊拉克建成中东民主的模板、将中东一劳永逸地带入现代民主社会的愿望并未实

现, 反而由于伊拉克各种势力的混战和斗争, 使当前海湾地区安全状况更加复杂。美国建立新伊拉克

取代萨达姆政权努力的失败, 使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构建中的角色由幕后走向前台, 海湾安全体系中原

有的三角制衡变成了四方角逐。

当前, 海湾地区的安全主体主要包括美国、伊朗、伊拉克和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四方。它们能够

在该地区形成四方角逐的形势来自于它们都有各自的安全主张和利益。伊朗对海湾地区的安全主张非

常鲜明: ( 1) 伊朗认为, 无论从人口、面积、资源、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方面看, 伊朗都有理由在

中东保持相当的地位, 伊朗在海湾的主导地位是它天然的权利, 有合法性基础。因而, 任何有效的安

全安排必须包括伊朗。 ( 2) 伊朗反对外来势力干涉海湾地区安全事务, 尤其是反对美国在中东和海

湾地区的存在, 以及将地区问题国际化。它认为, 海湾安全应由海湾沿岸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对于 / GCC+ 20 模式中埃及和叙利亚加入海湾安全安排, 伊朗认为, 两国 /应当致力于保卫穆斯林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利, 而不应干涉在地理上遥远的海湾事务 0¹。 ( 3) 伊朗的地区安全观还表现

在反对打破地区力量的平衡。尤其是反对美国单独提升沙特的地位。 ( 4) 作为非阿拉伯国家, 伊朗

主张双边主义, 反对在海湾建立 /阿拉伯安全俱乐部0。

美国在海湾地区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证 /海湾石油自由出入, 并以稳定的价格输送到国际市

场 0。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首先要把两伊作为在中东的重要防范对象。其次, 要防范地区大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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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 就需要保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绝对主导权。最后, 美国对海湾盟国也心怀疑虑, 敦促盟国内部

改革和平息反美情绪也成为美国的安全目标之一。

对于沙特等海合会成员国来讲, 由于自身力量有限, 与美国结盟是它们安全政策的首选, 其次是加

强海合会内部的联合, 加强防范能力。然而, 这种政策随着地区局势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伊拉

克战争后, 美国打掉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 ) ) ) 伊朗的两个夙敌, 使伊朗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围绕伊拉

克稳定问题, 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开始了直接接触。而且 2007年底, 美国情报评估报告指出, 伊朗自

2003年起就中断了核武器计划。这些因素使美国的海湾盟国怀疑美国正在与伊朗寻求和解。尽管布什在

2008年初访问中东时一再表示: /出访的部分原因是向该地区各国表明, 我们将伊朗视为一种威胁, 国

家情报评估报告绝没有降低而是阐明了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0¹ 但其海湾盟国依然疑虑重重, 因为 20

世纪 80年代, 美国在与伊朗断绝关系的情况下还向在跟伊拉克开战的伊朗提供武器。与此同时, 海合

会内部在安全观上也一直存有分歧, 主要是南北方成员国对防范两伊的优先性尚有争论。

当前的伊拉克虽然仍以美国占领当局为主, 中央政权不具有权威, 但它仍然是海湾安全格局的主

体之一。2003年后, 两伊关系的升温, 不管有无美国的默许或暗中支持, 伊拉克的不统一和不稳定

性在一定程度上使该国在海湾安全中具有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独立性。满足国内各派的安全利益,

寻求国家和解, 既是伊拉克稳定的主要内容, 也是构建海湾安全体系的重要因素。

正是由于四方都有自身的安全观念和安全需求, 才形成了海湾竞争与妥协交融的四方角逐态势。

美国和伊朗、伊朗和沙特、沙特和美国、伊朗和伊拉克等两两关系都在这种态势中出现新变化。美国

想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机加强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存在, 形成对伊朗等地区大国的包围态势, 却

在伊拉克问题上深陷不出。因而, 美国在对伊朗政策上左右为难, 一边在核问题上咄咄逼人, 一边又

在伊拉克问题上与伊朗进行前所未有的接触。美伊一方面举行大使级会谈, 同时又在霍尔木兹海峡军

事对峙。而伊朗方面在国内对美国政策争论的推动下, 也表现出前后不一的矛盾举措。它既想与美国

寻求和解, 又害怕与美国妥协的结果使伊朗本国的安全形势更加恶化; 既想寻求在海湾的大国地位,

又不能不接受美国在中东地区存在的现实。对沙特而言, 美国在伊拉克实践西方民主政治和提升什叶

派地位的做法, 使沙特国内政治面临改革压力, 家族政治受到挑战。伊朗和沙特之间尽管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一直在寻求和解, 但伊朗仍然是沙特的重点防范对象。伊拉克战争后, 伊朗在本地区的

影响力上升, 两伊关系在缓和的同时也有竞争。而在目前的伊拉克, 领导集团多元化和派别之间利益

斗争导致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复杂性, 伊朗和美国在伊拉克的较量也为派别斗争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

择空间。

海 湾 新 安 全 体 系 的 前 景

美国自入主中东以来, 一直在寻求建立稳定的中东和海湾安全体系, 但始终未能实现该地区的真

正稳定。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重组中东和海湾安全体系的重要契机, 但进程并不顺利。面对当

前混乱的海湾安全局势, 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纷纷出谋划策, 提出各种安全方案, 旨在最大限度地确保

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

在伊拉克战争后不久, 美国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便提出了建立海湾新安全体系的报告。报告指

出, 这个新的安全体系需要对 3个相互影响的因素进行良好构建: 权力平衡、改革和多边主义。未来

任何安全体系必须解决地区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动、边界纠纷、可能出现的核扩散、过度靠单一产品所

引起的经济不稳定。报告认为, 建立这种新安全体系, 需要关注两大主要问题, 一是美国和伊朗关

系, 二是关注巴以和谈。尤其是只有美国和伊朗关系得到改善, 安全体系才有可能进一步牢固, 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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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来讲, 才有可能以最低代价和风险获得更多的安全。欧洲的声音对未来海湾安全体系的建构也很重

要, 美国和欧盟需要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 从帮助建立一个新的伊拉克政权, 到鼓励伊朗的适度

改革和现代化。海湾新安全体系的建构也可以将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四方作为一个有用的多

边外交途径, 但领导权必须来自美国和欧盟, 因为它们有必要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和民主

经验。¹

米谢尔 #瑞恩#克雷格在 5中东政策 6 2006年第 1期发表了标题为 5建立新海湾安全秩序6 的
文章。该文主张像东盟地区论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样建立一个海湾地区安全论坛 ( Gulf

Reg iona l Security Forum ), 其主要成员是南北海湾国家, 在对话的基础上改善海湾地区安全环境, 减

少紧张状态, 促进合作, 反对跨界威胁。这种海湾合作还包括海湾邻国, 比如阿富汗、土耳其、巴基

斯坦。要取得长久稳定, 还需要得到美国、欧洲、南亚和中国的支持。

美国外交学会中东问题副高级研究员瓦利 # 纳斯尔和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雷 #塔基也在美国
5外交6 杂志 2008年 1~ 2月号上发表文章, 建议美国纠正对伊朗的政策, 建立中东和海湾新安全体

系。他们指出, 中东的重心已经从拉凡特地区转移到海湾, 美国应该向一个新的地区安全体系前进,

而不是使海湾军事化, 并在伊朗周边地区支持遥遥欲坠的同盟。这个体系应该突出所有的地方参与

者, 并依赖于包括保证该地区各国边界不受侵犯的条约、禁止某种武器的武器控制协定、具有自由贸

易区的共同市场和用于判决争端机制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主张与伊朗对话, 因为伊朗和美国都希望伊

拉克领土完整, 并防止其内战吞噬中东。文章指出, /上个世纪 80年代美国最近一次团结阿拉伯世

界遏制伊朗行动的最终结果是带来了一种激进的逊尼派政治文化, 这种文化最后创造了基地组织。0

今天遏制伊朗将意味着促进逊尼派极端主义 ) ) ) 对华盛顿来说这是一个自我拆台的主张。对美国来

说, 新安全体系将以地区融合为目标, 并培植一个新框架使一个稳定的现状对所有相关角色都存在利

害关系, 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恢复以前的权力天平上。º

很明显, 上述所有的安全方案都是建立在美国掌握领导权的基础上。但事实上, 美国在中东和海

湾地区的存在也是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反美情绪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

上该地区复杂的宗教、种族、领土纠纷等, 要建立满足相关各方的安全需求并非易事。这是因为下列

重要因素使然:

11美国和伊朗关系。  美伊自 1980年断交以来, 尽管有人质疑两国的私下接触一直不断, 而且

在伊朗改革派上台时曾出现过两国和解的曙光, 但要恢复断交 28年的外交关系, 两国既需要勇气,

更需要时机。不管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的神权政治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 还是因

为人质事件使美国耿耿于怀, 事实上, 地区安全问题是美国与伊朗两国关系的主要症结。沙特 5杂

志周刊 6 曾评价说, 伊朗和美国的争端同伊朗核计划无关, 争的是对该地区的霸权, 伊朗认为, 该

地区比信仰重要, 只要能满足它控制中东并在该地区发挥最大作用的意愿, 它不反对承认以色列, 也

不反对同它所谓的这个最大魔鬼结盟。» 当前, 伊朗在安全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明显。 2007年 2月, 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法维将军指出: /伊朗这个伊斯兰强国在中东安全上有最大的发言权, 美

国如果不考虑伊朗的国家利益, 就不可能在中东地区安全上实现任何改变。0 /伊朗的军事和情报力

量不仅可以保证本国的安全, 还可以提供和保证中东地区的安全。0¼ 但要让美国和伊朗都有安全感

并非易事。美国一直怀疑伊朗伊斯兰政权势力发展壮大会威胁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伊朗则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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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是挑战伊朗的地区地位和军事实力。这也是两国分明有广阔合作空间却长期对

峙的原因。

21伊拉克问题。  它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海湾安全的主要内容, 如领土问题、什叶派与逊尼派

的矛盾问题、库尔德问题、国内政治中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关系, 以及美国与海湾地区国家关系等问

题。尽管目前伊朗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已进行 3轮会谈, 但伊朗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美国稳定伊拉

克局势仍未可知。一方面, 这种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靠美国和伊朗关系的改善; 另一方面, 对伊朗在伊

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集团中的传统影响不可高估。目前, 什叶派是伊拉克重要的主政派之一, 但事实

上只有激进的什叶派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拉克什叶派的最高精神领袖西斯塔尼虽然出生在伊朗, 但他

的治国理念与伊朗明显不同。霍梅尼主义是当代伊朗立国之基, 它主张什叶派的政治行动主义, 号召

建立伊斯兰政权, 教法学家权威治国。西斯塔尼则主张静默主义, 不主张政治参与, 但主张乌莱玛在

公共和法律领域的积极活动。¹ 他也曾宣称, /我决不允许伊朗的经验在伊拉克被复制。0º

31地区信任问题。  长期以来的三角制衡, 使海湾地区的国家关系大多建立在对抗和防范的基

础上, 这种安全模式的惯性, 使海湾地区国家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以合作和信任为基础的集体认同。

伊拉克战争后, 伊朗什叶派势力大增, 沙特等周边国家对 /什叶派新月地带 0 的崛起感到恐慌。它

们害怕出现下列情况: 伊朗 90%的什叶派, 伊拉克 65%、巴林 60%、沙特富油的东部省份阿哈萨省

50%的什叶派连成一片, 从地理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石油联邦斯坦, 从而左右中东和海湾的政治格

局。» 在伊朗核问题上, 海湾国家也纷纷表示担忧, 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于 2006年 2月 12日在阿布

扎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称, 伊朗寻求核技术是对地区安全的威胁。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甚至认

为, 伊朗的行为可能引发使整个地区陷入灾难的事态发展。而阿联酋外交部长拉希德则警告人们当心

核辐射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 因为伊朗位于布什尔的核设施距离海湾国家比德黑兰还要近。¼ 为应对

伊朗核计划可能带来的地区力量失衡, 2007年, 海合会成员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也开始研究与

商讨在海合会成员国内部实施核计划的可行性。

41美国未来对中东的政策。  美国作为海湾地区安全的重要参与者, 其未来的中东政策对该地

区安全体系建构至关重要。当前, 美国在经历伊拉克重建挫败后, 它对中东的政策开始出现新趋向。

尽管总统布什在 2008年国情咨文中提到, 在伊拉克问题上, /在打败敌人之前绝不罢手 0, 在伊朗问

题上表明: /将打击那些对我军构成威胁的人 0。但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接触和 2007年 12

月出台的美国情报评估, 使分析家们仍对美伊 (朗 ) 关系产生怀疑。沙特 5杂志周刊 6 的一份报告
强调, 在任何情况下, 德黑兰都不是美国真正要攻打的目标, 目前两国之间按既定计划合作的趋势很

明显。½ 在伊拉克问题上, 美国总统候选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构想和有关撤军伊拉克的争论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未来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令各国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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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New Security System in the 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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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 two important states in the Gu lf and M iddle

Eas,t the engagement of Iran and Iraq seems that

some new sectors are appearing concern ing the secu2
rity in th is reg ion, and som e new pow ers are ch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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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l.f A fter the Iraq w ar, U1S1, Iran, Iraq and

Saud iA rab have became the leading four states dom2
inating the security affairs in theGu l,f and trad it ion2
ally the later threeGu lf states once kept the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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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es in estab lishing a new security system in the

Gu l,f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 een U1S1 and Iran,
the rebuilding Iraq and its stab ility, the issue of con2
fidence in th is reg ion and the future of U1S1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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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lam is genera lly described as a product o f

comb ination of relig 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and it
really plays g reat role in adjusting and regu lating

social o rder. The soc ial funct ion o f relig ion is the

core element of re lig ion ident ity and conception.
Islam has spec ia l socia l function wh ich includes: the

function of conform ity; the function of engagemen;t

the function of coo rd ination. Those functions have

important mean ings for public lives and reflect the

/ system ic statue 0 o f po lit ical elements. The

popu lace is the basis for support ing the reg ime, and
the stab ility of reg ime depends on the stab ility of the

popu lace. This paper here tries to ana lyze the ro le o f

Islam in form ing early Islam soc iety system, and its
ro le o f conform ity o f legality and soc ia l order,

therefore it can truly reflect the soc ial life situation

w ithin M oslems.

Turk ish Nationalism andM odernization

) ) ) Ziya G�kalp and H is /Metaphor0 Nationalism

Zan Tao pp119- 25

  Ziya G�ka lp is a famous theorist w ith great in2
fluence in Turkey. H e described the fo llow ing tw o

tasks for Turk ish nationalism: how to adhere to the
identity o f Turk ish nation and how to g raft Turk ish

cu lture in to w est culture so that to rea lize

modernization. One content o f Z iya G�ka lp. s theory
is to prov ide histo ric basis and leg itim ation for

Turkey to learn from w est and realize materializa2
t ion, through / rebu ild ing0 a secular, positiveTurk2
ish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 itiona.l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 f this / M etaphor0 national2
ism is to idea lize the past and to correspond the

br igh t future to the g lory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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