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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东如何历经千年流变动荡中东如何历经千年流变
韩建伟韩建伟

编者的话编者的话：：当地时间当地时间22月月44日日，，美军连续第三天在中东地区发美军连续第三天在中东地区发
动袭击动袭击。。与此同时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对媒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对媒体
表示表示，，目前的空袭目前的空袭““只是个开始只是个开始”。”。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东中东
地区的结构性旧矛盾被重新激活地区的结构性旧矛盾被重新激活，，冲突迅速外溢到多国冲突迅速外溢到多国，，导致该地导致该地

区再次陷入动荡区再次陷入动荡。。事实上事实上，，中东地区处于分裂的时间要长于统一的时间中东地区处于分裂的时间要长于统一的时间，，新一轮冲突既是旧中东秩序的缩新一轮冲突既是旧中东秩序的缩
影影，，也蕴含着也蕴含着““新中东新中东””秩序的未来秩序的未来。。从今天起从今天起，《，《环球时报环球时报》》陆续推出陆续推出““中东动荡背后的博弈中东动荡背后的博弈””系列深度系列深度
认知报道认知报道，，帮助读者梳理中东地区自古至今不断累积的复杂矛盾帮助读者梳理中东地区自古至今不断累积的复杂矛盾，，深入了解该地区主要大国间的博弈与争深入了解该地区主要大国间的博弈与争
夺夺，，并剖析美西方等外部势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剖析美西方等外部势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认清中东地区持续动荡认清中东地区持续动荡、、许多国家命运多舛的根源所在许多国家命运多舛的根源所在。。

11月月2020日日，，以色列空袭大马士革西部迈宰地区的一栋多层住宅楼以色列空袭大马士革西部迈宰地区的一栋多层住宅楼，，造成多人丧生造成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其中包括伊朗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顾问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顾问及成员及成员。。数名目击者说数名目击者说，，该住宅楼遭到数枚导弹攻击该住宅楼遭到数枚导弹攻击。。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最强大的帝国不可避免
地集中在中东”

著名历史学者伯纳德·路易斯曾评论
说：“在中东地区，大部分的变化都来自
于外部，来自于跟中东人的本土传统截
然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从名称来讲，

“中东”一词本身就是欧洲人近代对外殖
民扩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地理方位。不
过，在西方殖民扩张之前，中东的历史
就充满冲突与斗争。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称：“中
东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贸易和征服
运动总是辐射到这个地区或者从该地区
辐射出去，历史上一些最著名、最强大
的帝国也都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中东……
这些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迅速且突然。”早
在数千年前，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便孕
育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但由于地处东西
方交通要道、拥有广阔平原，该地区也
不断面临外族入侵。最初，这些冲突主
要局限于中东区域之内，直到公元前
334年至公元前32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
山大迅速征服了波斯、埃及、小亚细
亚、两河流域，几乎把所有中东地区都
纳入希腊化世界。

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在中东建立
长久统治。到公元前 2世纪，有着强大
军事实力的罗马人已经控制了小亚细
亚、叙利亚、埃及、阿拉伯半岛东北部
及两河流域上游等地区。公元前 30年，
罗马人占领埃及，至此罗马完成了对除
波斯的帕提亚帝国之外的大部分中东地
区的征服。从公元前 1世纪至公元 6世
纪，罗马帝国与波斯的帕提亚、萨珊帝
国及拜占庭帝国在中东不同地区不断发
生战争，给民众带来无尽的苦难，并促
使了本土化宗教伊斯兰教的兴起。

公元 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
众在阿拉伯半岛腹地创建了伊斯兰教，
该教在此后迅速传播，包括波斯、埃及
等古老文明地区也都先后皈依伊斯兰
教。在中东地区，首次由阿拉伯人建立
了统一的帝国，即阿拉伯帝国。但其有
效统治仅局限于首都及周边地区，在远
离帝国中心的区域，独立的王国很快出
现并相互展开混战。伊斯兰教也在政治
斗争中衍生出众多的教派，其中逊尼派
与什叶派的矛盾对当代中东地缘政治关
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58年，蒙古军队摧毁巴格达，阿
拉伯帝国灭亡，中东世界重陷分裂之

中。此后，突厥人的部落分支奥斯曼土
耳其人崛起，到16世纪重新完成了对中
东地区的征服。奥斯曼人在这个多民族
帝国实施了大约 6个世纪的统治，但并
未有效弥合中东不同区域之间的鸿沟，
大部分地区仍保持自治。

自18世纪起，奥斯曼帝国不断遭西
方列强蚕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绑
上德国战车并沦为战败国的奥斯曼帝国
于1920年与协约国签订严苛的《色佛尔
条约》，这份协议当时被西方形容为“和
平指令”，但后来被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
关系和历史学教授戴维·弗罗姆金称为

“终结一切和平的和平”。
由于中东地区长期存在地域、部

落、教派、民族等方面根深蒂固的认同
差异，使得殖民者更易入侵并对其采取

“分而治之”的政策。以伊拉克为例，英
国中东问题专家西万·赛义德曾分析称，
英国在一战后划定并拼组了“人造国
家”伊拉克，获得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
权。为维护英国利益，英国在伊拉克推
行殖民统治，实行“分而治之”政策，
直接影响了伊拉克的民族国家建构过
程。英国在托管并控制伊拉克的近40年
中，扶植亲英的逊尼派政治力量费萨尔
政权，打压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
给当地埋下族群矛盾和宗派矛盾的祸根。

20世纪，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
独立浪潮，中东地区出现了大小不等的
20多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一些
国家没有顺利走向和平安定的现代化道
路，而是重新陷入动荡与冲突之中。二
战后，中东成为世界上最动荡不安的地
区，而巴勒斯坦问题可以说是中东问题
的核心。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多
次中东战争让悲剧不断上演。中东区域
内不同国家间也常因历史恩怨与现实利
益纠葛爆发冲突，而大国的干预通常导
致战争规模升级，其中包括1980年爆发
的两伊战争、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及
美国在中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等。与此
同时，中东不少国家频繁爆发内战，地
区层面呈现阵营对抗、国家间断交危机
频发等特征。

英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巴里·布赞曾
分析称，中东是地区安全复合体冲突形
态的典型代表；表面上这一地区由现代
国家构成，但同时还带有部族、部落、
宗教等强大的“前现代因素”。这些因素
构成了中东地区易发生冲突的历史及文
化根源。

“阿拉伯之春”过后的“阿
拉伯之冬”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为应对内
忧外患的形势，多个阿拉伯国家盛行强
人政治。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执政 23
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与也门前总统
萨利赫执政分别长达30年和33年，而利
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执政甚至超过了40
年。叙利亚自建立共和国以来，由阿萨
德家族长期统治，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
执政30年。他2000年6月去世后，总统
之位由其次子巴沙尔·阿萨德继承。

虽然这些国家都曾在一段时期内维
持了政治稳定，但强人长期执政也成为
诱发新动荡的制度性根源。“强人与人民
间存在一种‘家长式关系’，”巴勒斯坦
评论员达贾尼分析称，“强人将中东社会
复杂的民族、教派、部落等分歧看作对
稳定社会秩序的威胁。”这些统治家族对
国家权力及财富的封闭式垄断，滋生了
滥用权力、生活腐败堕落等问题，社会
阶层逐渐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普
通民众的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

2010年底，突尼斯一名失业青年在
绝望之中自焚抗议，很快引发大规模街
头抗议和骚乱，并迅速蔓延至突尼斯全
境以及多个阿拉伯国家。一系列被西方
称为“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动荡以草根
群众为主体，最终推翻多个强人主导的
国家政府。

然而，在一些发生剧变的国家，强
人政治的终结反而造成权力真空，引发
国内不同派系围绕权力再分配的争夺，
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战与动荡之中，
导致国家重建之难。哈佛大学中东问题
专家诺亚·费尔德曼曾分析称，“阿拉伯
之春”这一乐观的称呼使人们产生了一
种错觉，即民主正在整个地区积极蔓
延，但实际上它“没有带来什么好处”。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阿拉伯之
春”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玩家”可以
说是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
组”的过程。以利比亚为例，在美国武
力干涉利比亚内政并最终使卡扎菲政权
被推翻后，利比亚国内不同派系间对资
源和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于2014年爆
发“二次内战”。利比亚形成“两个议
会、两个政府”的局面，民族团结政府
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及西部领土，以哈夫
塔尔将军为首的“国民军”则控制中东
部领土，两派都得到外部势力支持，无

休止的混战给利比亚国民带来深重的灾
难。

叙利亚自2011年爆发反政府抗议后
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在外部势力渗透的
背景下，叙利亚内战迅速演化为一场多
国参与的“微型世界大战”。《国家利
益》杂志网站刊文称，多年来，评论人
士一直将叙利亚的冲突称为“代理人战
争”，认为外部大国对冲突产生了重要影
响，但也有反对声音称美俄等外部势力
的参与程度被夸大了。尽管存在不同意
见，但叙利亚当年中东强国风采如今已
不再见、民众饱受战争之苦确是事实。

突尼斯的改革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
“实现民主转型的成功故事”，然而卡塔
尔半岛电视台将其描述为“不完整的革
命”。在本·阿里政府被推翻后，突尼斯
按照西方代议民主制进行改革，但民选
的总统与代表议会的总理之间时常产生
尖锐矛盾。总统受制于制度设计经常无
法兑现诺言，总理因受到总统与议会的
制约无法放开手脚。突尼斯至今经济发
展缓慢，民众关切的高失业率与高通胀
率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令人深思的是，埃及在穆巴拉克时
代终结之后重回强人政治模式。相比上
述几个国家，埃及目前的塞西政府在维
持政治稳定方面做得较好。“阿拉伯之
春”整体上似乎并未给中东地区带来新
的改革道路与有效的治理制度，大部分
国家因陷入冲突与动荡导致国力衰落。

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像一
碗意大利面”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近日刊
文称：“如果你绘制一张关于中东地区谁
在向谁开火的示意图，它看起来会越来
越像一碗意大利面。”这一形象的比喻表
明，中东动荡不仅源于一些国家的内生
问题，也与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国家间关
系有关。在历史上，中东的帝国统治从
未真正深入首都之外的边远地区。基于
不同部落、教派和族群的多层认同，民
众对国家认同感较弱，也导致中东国家
政治版图的碎片化。另外，受殖民者

“分而治之”政策影响，中东国家间经常
存在领土与资源争端，甚至一些民族被
强行分割在不同国家内 （如库尔德人），
这也是该地区冲突不断的重要原因。

比如黎巴嫩在 1943年宣布独立后，
叙利亚认为黎巴嫩应是“大叙利亚”的
一部分，因此一直存有统一黎巴嫩的意
图，但遭到黎基督徒的强烈反对。海湾
地区的 6个阿拉伯君主制国家都是在原
部落与地域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国
家利益至上原则导致这些兄弟国家间的
对外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且矛盾尖锐，历
时 3年多的卡塔尔外交危机就集中体现
了阿拉伯国家内部关系的高度不稳定性。

此外，非阿拉伯大国能够凭借泛伊
斯兰及教派认同对某些弱小的阿拉伯国
家形成不对称的影响力，使得地区关系
更趋复杂。比如伊朗以什叶派与泛伊斯
兰认同为基础，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
织、黎巴嫩真主党及叙利亚巴沙尔政权
都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一些域外大
国，特别是美国利用中东地区的固有矛
盾，过度渲染伊朗及“什叶派之弧”的
威胁，比如发布年度“伊朗军事实力”
评估报告渲染伊朗军事威胁等，此类行
为进一步恶化了中东地区原有的安全困
境。▲（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副教授）

本系列下期主要内容：

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东地区
成为大国的博弈场，新的平衡力量
也开始逐渐出现。政治理念冲突、
武装势力崛起、地区阵营对立、宗
教族群分歧等都是该地区国家面临
的长期难题。下期，我们将为您剖
析中东地区内部传统大国与新参与
者间错综复杂的博弈及当下中东乱
局面临的多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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