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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进程中的
“再部落化” 问题探析∗

∗

章　 远　 於宾强

　 　 内容提要　 部落主义是利比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ꎮ
卡扎菲当政时期ꎬ 利比亚政治生态经历了从 “去部落化” 到倚重特定部落巩

固统治权力的变化ꎮ ２０１１ 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ꎬ 该国启动国家重建的政治过

渡进程ꎮ 基于该国部落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 部落参政的制度基础、 部落和

部落联盟已然嵌入利比亚的政治秩序的现实ꎬ 以及少数部落群体寻求政治影

响力的诉求ꎬ 利比亚战后政治领域重现 “再部落化”ꎮ 当下ꎬ 部落族群渐渐内

聚为重要的政治性实体ꎬ 其主要特征体现为: 社会安全公共产品需求走向地

方化和部落化ꎻ 部落机会主义与国家分离主义合谋ꎻ 部落尝试以独立的非国

家行为体身份开展对外交往ꎮ “再部落化” 使利比亚狭隘的地域型政治文化得

以重现ꎬ 加剧了本已恶化的国内安全形势、 政治对抗及社会结构的碎裂使国

家政治秩序运行失范ꎬ 导致利比亚国家重建陷入困境ꎮ 遏制与国家建构相悖

的 “再部落化” 问题是利比亚战后重建和政治现代化发展中的长期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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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和解潮引发全球关注的当下ꎬ 利比亚却仍频发武装冲突和安全事

件ꎮ 重塑利比亚稳定、 推动利比亚的政治进程是维护中东和平与稳定必须解

决的安全议题ꎬ 而部落主义与利比亚的政治僵局具有一定相关性ꎮ 与现代中

０２１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领计划 “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 (２０２２１１３０５０) 的

阶段性成果ꎮ

网络首发时间：2024-07-15 16:16:21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1.1150.c.20240710.1614.010



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进程中的 “再部落化” 问题探析　

东的大多数国家相比ꎬ 长期以来ꎬ 利比亚在消除国家机构中血缘、 宗族等族

属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并不成功ꎮ① 反过来ꎬ 由于部落领导人对中央政府贡献

较少、 地方与中央的合法性来源分离ꎬ 基层部落的管理界限与利比亚行政单

元的边界存在摩擦ꎮ②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发生以来ꎬ 部落和部落联盟是利比

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ꎮ 在东部和西部平行政府对抗环境下ꎬ 东部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包括阿拜达特部落 (Ａｌ － Ａｂａｉｄａｔ)、 阿瓦基

尔部落 (Ａｌ － Ａｗａｑｉｒ)、 祖瓦亚部落 (Ｚｕｗａｙａ)、 法扎兹纳部落 (Ｆａｚｚａｚｎａ)、
阿瓦拉德苏莱曼部落 (Ａｗｌａｄ Ｓｕｌａｉｍａｎ)、 马加哈部落 (Ｍａｑａｒｈａ)、 图布部

落 (Ｔｅｂｕ)ꎻ 西部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包括瓦法拉部落

(Ｗａｒｆａｌｌａ)、 卡达法部落 (Ｑａｄｄａｄｆａ)、 津坦部落 (Ｚｉｎｔａｎ)ꎮ③ 这些部落在战后

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ꎬ 在利比亚民族统一和国家重建的过程中ꎬ 作

为先赋性存在则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合法性” 政治作用ꎮ 部落等社会团体充

满了参与政治的活力ꎬ 并且组织程度高ꎬ 现代化程度强ꎮ④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以来部落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包括

两方面: 一是从部落本身价值出发ꎬ 论述其在利比亚冲突和国家重建中的影

响⑤ꎻ 二是基于整体视角ꎬ 探讨利比亚政治过渡和国家构建进程中部落参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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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治的表现及其重要性①ꎮ 从研究内容看ꎬ 学界对利比亚部落主动寻获政治属性

及其在国家政治过渡和重建中发挥作用的阐释尚不充分ꎮ 从研究时段看ꎬ 利

比亚的局势变化较大ꎬ 学界需要基于新的事态发展进行跟踪探讨ꎮ 与卡扎菲

统治后期的部落政治不同ꎬ 利比亚冲突以来的 “再部落化” 现象特色突出ꎬ
即在分裂的政治权力架构中ꎬ 部落的利益内聚取向与国家重建之间形成张力ꎮ
鉴此ꎬ 本文试图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探究利比亚政治进程中的 “再部落化” 现

象ꎬ 分析利比亚社会在政治经验断层②境况下部落在国家政治重建中的表现及

其影响ꎮ

一　 利比亚 “部落主义” “去部落化” 和 “再部落化” 的

历史意蕴

　 　 部落代表的是一种由出自共同祖先的后代相联结或共同信仰等某种先赋

地位结构而组织起来的群体ꎮ③ 通过考察中东地区部落的社会发展史ꎬ 我们可

以发现: 部落是基于相互依存的血缘、 地缘和政治关系的传统社会组织ꎮ④ 利

比亚的部落传统在历经殖民主义、 国家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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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始终是利比亚的重要社会单位ꎬ 且部落不断经历繁衍未曾消亡ꎮ 利比亚

历史上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是基于血缘而结合起来的群体ꎬ 尚谈不上是较为固

定的政治实体ꎮ①

(一) 部落主义

部落是历史上利比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ꎮ １６ 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利

比亚后ꎬ 一直利用部落维持间接统治ꎬ 直至 １９５１ 年利比亚独立之时ꎬ 部落在

国内大部分地区实际上脱离中央权力的干预发挥着政治和经济影响力ꎮ② 利比

亚独立后ꎬ 在伊德里斯王朝松散的联邦制下ꎬ 部落主义是其政治权力结构运

行合法性的主要支撑之一ꎬ 大部分地区的部落脱离中央权力不断输出其影响

力ꎮ 即便是在伊德里斯王朝后期ꎬ 当政者在抛弃联邦制、 废除省级议会和司

法体系以及推进中央集权的改革中ꎬ 依然依靠东部大部落维持统治ꎬ 用石油

收入加强支持君主制的部落和部落联盟ꎮ “石油经济” 进一步刺激了利比亚

“部落主义”③ 的盛行ꎬ 部落成员对于自身部落归属的主观意识不断强化ꎬ
“部落主义” 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④ꎬ 一切事务以本部落的利益为优先考量ꎮ

(二) 去部落化

１９６９ 年ꎬ 卡扎菲发动政变上台后ꎬ 认识到 “部落主义” 对于政治整合的

不利影响ꎬ 积极推进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构建ꎬ 试图重构利

比亚的政治体系ꎬ 限制部落的政治参与行为ꎬ 即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取代 “部
落主义”ꎬ 以基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取代部落忠诚ꎬ 由此推动了国家层面自

上而下的 “去部落化” 变革ꎬ 本质上是以国家民族主义取代地方民族主义寻

求统治权力最大化ꎮ
卡扎菲执政初期的 “去部落化” 是指利用各级人民大会、 各级革命委员

会以及公社等组织ꎬ 尽力打破旧有的部落界限和权力垄断ꎬ 目的是削弱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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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金岩著: «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３０ 页ꎮ
Ｔａｒｅｋ Ｌａｄｊａｌꎬ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 Ａ Ｋｈａｌｄｕｎｉａ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ｙ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ｒａ １７１１ － ２０１１”ꎬ Ｃｏｇｅｎｔ Ａｒｔｓ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６

艾哈迈德穆罕默德普尔 (Ａｈｍａ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ｐｏｕｒ) 和卡迈勒苏莱曼尼 (Ｋａｍａｌ Ｓｏｌｅｉｍａｎｉ)
对 “部落主义” 概念做了综述ꎬ 认为 “部落主义” 指社会组织的准生物化原则、 政治联盟、 基于种族

或亲属的身份和土著群体ꎮ Ｓｅｅ Ａｈｍａ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ｐｏｕｒꎬ Ｋａｍａｌ Ｓｏｌｅｉｍａｎｉꎬ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ｔｈｅ
Ａｐｏｒｉａ ｏｆ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７０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７９９

李安山著: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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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的权力ꎬ 将权力归结于这些组织以利于统一领导ꎮ① 在具有部落传统的地

区ꎬ 即便国家有能力建立对所有族群的统治ꎬ 但仍然受到高度动员的地区性

部落势力的冲击ꎮ 在此背景下ꎬ 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开展了 “去部落

化” 政治实践ꎮ “去部落化” 意味着统治者进行整合族群力量ꎬ 限制部落对国家

公权力的影响ꎬ 创设国家认同ꎬ 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ꎮ 不仅利比亚ꎬ 土耳其、
伊朗以及黎巴嫩等国均在 ２０ 世纪推进了国家主导下的 “去部落化” 实践ꎮ

卡扎菲执政初期的 “去部落化”ꎬ 即通过新的权力机关试图将部落权力转

移至国家层面ꎬ 然而更多的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改变了部落的生活方式ꎬ 部落

忠诚的纽带未发生理想层面的转变ꎮ
(三) 再部落化

与执政初期保留部落的文化价值但削弱其政治权力以抵消其对政权的

危害不同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在国际制裁和国内矛盾加剧背景下ꎬ 为了维护

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固性ꎬ 卡扎菲重新审视部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ꎬ 正式

赋予了部落在利比亚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②ꎬ 标志着 “部落等级制” 的

回归③ꎬ 即政治发展视角下 “再部落化” 的开始④ꎮ 正是由于利比亚强大的部

落势力ꎬ 迫使卡扎菲在其统治利比亚近 ３０ 年后不得不改弦易辙ꎬ 转而重新回归

传统ꎬ 更加仰赖利比亚的三大部落势力来维系其统治ꎬ 直到 ２０１１ 年政权垮台ꎮ⑤

“再部落化” 实质上是 “部落主义” 概念的延伸使用ꎬ 是与 “去部落化”
相对而言的ꎬ “去部落化” 概念的理论假设前提是部落身份和部落认同是国家

凝聚力和进步的障碍ꎮ⑥ “去部落化” 倡导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剔除部落主义的

政治性制度化安排以巩固统治和中央集权ꎮ “再部落化” 概念则假定部落的身

份和认同可以重新成为国家凝聚力和进步的工具ꎬ 并将部落主义引入国家政

治系统以巩固统治和中央集权的一种正式的政治性制度化安排ꎮ 对 “再部落

化” 的学术探讨散见于国内外学者分析 “部落主义” 与国家政治发展相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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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李安山著: «非洲现代史»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８８３ 页ꎮ
蒲瑶: «利比亚内乱的部落文化解读»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５ 页ꎮ
闫伟、 韩志斌: «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ꎬ 第 １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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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４９
王铁铮: «非洲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部落因素»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Ｏｎｕｈ Ｐａｕｌ Ａｎｉꎬ Ｉｋｅ Ｃｈｉｎｅｄｕ Ｃｙｒｉｌꎬ ａｎｄ Ｎｎａｊｉ Ｄａｎｉｅｌ Ｉｋｅｃｈｉꎬ “Ｄｅｔｒｉ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４５



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进程中的 “再部落化” 问题探析　

题的研究中ꎬ 核心要义是 “部落” 与国家的关系ꎮ 此外ꎬ “再部落化” 也出

现在文化学等领域ꎬ 如 “再部落化” 概念首提者马歇尔麦克卢汉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 认为ꎬ 人类的文化进程表现为 “部落化—非部落化—再部落化”ꎮ
本文使用的 “再部落化” 是分析利比亚战争以来部落发挥政治作用的结构化

框架ꎮ 相似概念最早见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

授乔治杰夫分析利比亚政治安全的研究中ꎬ① 他主要围绕卡扎菲于 １９９３ 年

正式将部落重新纳入政治轨道而展开讨论ꎮ
“再部落化” 是指在具有部落传统的国家的政治发展中ꎬ 部落主义作为一

种正式性政治化安排重新成为制度工具ꎬ 并发挥政治作用ꎮ② 肯尼亚政治学家

阿里马兹鲁伊 (Ａｌｉ Ａ Ｍａｚｒｕｉ) 认为ꎬ 完全部落化的社区是非政治性的ꎬ 而

“再部落化” 意味着部落具有政治意识ꎬ 进入政治领域ꎬ 发挥政治作用ꎮ③ 伊

拉克政治社会学家法莱贾巴尔 (Ｆａｌｅｈ Ａ Ｊａｂａｒ) 对 “再部落化” 进行了细

分ꎬ 认为 “再部落化” 是指部落的 “重建”ꎬ 具有两种模式ꎮ 第一种模式可

谓精英部落主义ꎬ 即部落血统和象征文化融入国家以增强脆弱精英力量的过

程ꎮ 第二种模式为社会部落主义ꎬ 即由于战争和制裁的影响ꎬ 国家权力要么

已经消失ꎬ 要么太孱弱而无法发挥作用ꎬ 当政者不得不将司法、 税收和安全

等职能移交给其认为有效能的当地部落或亲属网络ꎬ 重建后的部落团体则充

当着政权运行职能之角色ꎮ④ 由此ꎬ 利比亚战争以来的 “再部落化” 当属社

会部落主义模式ꎮ 相对于独立后的伊德里斯王朝在松散的联邦制下依靠部落

作为统治的主要制度性工具而言ꎬ 利比亚在卡扎菲执政初期在政治统治权力

架构中进行了对部落的 “祛魅”ꎬ 然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又再一次将部落主义

引入国家政治权力工具的场域内ꎮ 因此ꎬ 在利比亚ꎬ “再部落化” 代表的是利

比亚利用部落制度进行国家建构和中央集权的选择ꎬ 在此过程中ꎬ 部落得以

有机会作为政治组织参与政治活动表现出政治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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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ｆｆéꎬ “Ｕｎｒｅｓｔ ｉ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２６０
Ｊａｓｏｎ Ｐａｃｋꎬ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Ｌｉｂｙａｎ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Ｑａｄｈａｆｉ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６６ꎻ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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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ｉ Ａ Ｍａｚｒｕｉꎬ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ｔｒｉ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１９６９

Ｆａｌｅｈ Ａ Ｊａｂａｒꎬ “Ｓｈａｙｋｈ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ｕｅｓ: Ｄｅｔｒｉ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１９６８ － １９９８”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２１５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８ － ３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从卡扎菲执政后期部落重新正式登上利比亚政治舞台至今ꎬ 利比亚的 “再
部落化”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ꎬ 表现出不同的特征ꎮ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属于赋予型

“再部落化”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执政当局在政治体系框架下设立一个新的机构———社会

大众委员会ꎬ 给予部落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正式角色ꎮ 此后ꎬ 卡扎菲使用 “权
力分享” 机制ꎬ 正式承认并与部落合作ꎬ 以培养对其政权的忠诚ꎮ① 虽然部落

被赋予政治角色ꎬ 实际上也是利比亚政治组织的核心力量ꎬ 但政府领导人仍

然否认部落在政府权力中发挥作用ꎮ 部落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始终带有

以往非正式政治安排的遗留ꎮ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利比亚的部落政治属于分散

型 “再部落化”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在阿拉伯剧变浪潮中ꎬ 利比亚政治体系荡然无存ꎬ
呈现 “无政府” 状态ꎬ 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迅速被部落、 民兵等占据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推翻卡扎菲的社会运动代表着利比亚政治发展中 “再部落化” 的新阶

段ꎬ 同时预示着利比亚部落政治将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图景ꎮ 在此期间ꎬ
国家政权已经在社会中失去了效力ꎬ 在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持续冲突的影响下ꎬ
部落开始了 “自下而上” 的政治参与进程ꎬ 由此开始的 “再部落化” 现象具

有部落政治极化的特征ꎮ② 基于文化、 忠诚和利益的边界ꎬ 各大部落领袖对现

状不满ꎬ 并具有相同的政治愿望幻觉ꎮ ２０２０ 年至今ꎬ 利比亚政治属于整合型

“再部落化”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西部泰尔胡奈 (Ｔａｒｈｕｎａ) 部落领袖萨利赫范迪

(Ｓａｌｅｈ Ａｌ － Ｆａｎｄｉ) 邀请 ３ ０００ 名部落代表ꎬ 参加在泰尔胡奈镇举行的会议ꎬ
成立了作为利比亚部落唯一代表的非政府政治实体———最高部落委员会

(ＳＴＣ)ꎬ 整合了利比亚的部落力量ꎬ 同时支持利比亚国民军 (ＬＮＡ) 作为利

比亚唯一合法的军事机构ꎬ 成为该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之一ꎮ
利比亚战争以来的 “再部落化” 与卡扎菲时期的 “再部落化” 相比具有

明显的差异ꎮ 首先ꎬ 驱动方向不同ꎮ 卡扎菲时期的 “再部落化” 是国家政治

体系中 “自上而下” 的实践ꎬ 利比亚冲突以来出现的 “再部落化” 现象则是

在没有国家权力有效约束下部落寻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 “自下而上” 的主动

行为ꎮ 其中 “自上而下” 和 “自下而上” 是以部落有将部落主义浸润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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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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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和政治发展之中的政治意识ꎬ 并不断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定来分野ꎮ
“自上而下” 的 “再部落化” 是卡扎菲执政初期重新将部落血统和象征文化

融入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以增强统治力量的过程ꎬ 即精英部落主义模式ꎮ “自下

而上” 的 “再部落化” 是利比亚战争以来ꎬ 国家权力消失ꎬ 仅有的名义政府

太弱而无法发挥作用ꎬ 部落团体充当着国家的延伸ꎬ 试图发挥更大政治作用

的过程ꎬ 即社会部落主义模式ꎮ 其次ꎬ 根本目标不同ꎮ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再部落化” 相比ꎬ 利比亚战争爆发至今ꎬ 部落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已经从巩

固卡扎菲 “魅力型” 统治下的政权稳定转变为部落试图在国家重建过程中发

挥超越自身属性更大、 更独立和更独特的作用ꎮ

图 １　 利比亚 “再部落化” 流程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二　 利比亚战后政治 “再部落化” 重现的背景

独立后的利比亚王国长期是由家族、 部落与利益集团进行温和专制管理

的寡头政治ꎮ① 部落是利比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存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卡扎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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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面对内忧外患将部落重新纳入政治系统中ꎬ 成功地利用部落实现了权力巩

固和中央集权ꎮ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利比亚陷入政局混乱ꎬ 部落在缺乏

中央权力的约束下更加激发了政治意识ꎬ 积极发挥政治影响力ꎬ 再行部落政

治具备了条件ꎮ
(一) 部落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

利比亚 “再部落化” 问题出现与利比亚部落先于国家存在的历史有关联

性ꎮ 利比亚基于西部、 东部和南部的沙漠阻隔ꎬ 该国历史上从未形成统一的

政治实体ꎬ 地方和部落势力强大ꎬ 其社会结构具有部落化的特征ꎮ 在奥斯曼

帝国统治期间ꎬ 部落是利比亚区域的主要自治单元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卡扎菲上台后

意识到部落主义与中央集权之间的张力ꎬ 在政治体系中限制部落主义作为正

式的政治参与主体ꎬ 在地方治理上由中央派任官员进行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面对国际制裁和国内矛盾加剧的现实困境ꎬ 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固

性ꎬ 卡扎菲重新审视部落在以往政治结构中的作用ꎬ 正式赋予了部落在利

比亚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剧变ꎮ 阿拉伯剧变

发生后ꎬ 利比亚的 “再部落化” 开始进入新阶段ꎬ 其背后是传统政治文化

的显性体现ꎮ “再部落化” 的实践者将实现部族利益的优先序列置于国家利

益之上ꎬ 将部族主义政治营造为利比亚国家重建和政治发展的不可剔除的

制度性工具ꎮ
(二) 部落参政的制度基础

与卡扎菲时期部落仅拥有政治角色不同ꎬ ２０１１ 年的利比亚 «宪法宣言»
第六条规定ꎬ 利比亚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ꎬ 享有平等的机会ꎬ
不因部落身份等因素而受到歧视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利比亚乱局后成立的 “全国过渡

委员会” (ＮＴＣ) 是该国最高权力机构ꎮ 它作为主要由部落势力组成的非选举

成立的合法机构ꎬ 在立法过程中强调了考虑部落和地区因素ꎬ① 但禁止成立基

于宗教、 部落或种族的政党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全国过渡委员会将权力交于选举

产生的利比亚大国民议会 (ＧＮＣ)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利比亚通过的 «政治隔离

法» 规定ꎬ 禁止原先忠于或亲卡扎菲的人员获得较高的政治职位ꎮ 由此ꎬ 在

全国过渡委员会 ２００ 名成员中ꎬ 有 ４０ 人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ꎬ 这直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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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卡扎菲倚重部落的精英人士的政治权力被严格限制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利比亚

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的第二次议会选举ꎬ 成功取代了大国民

议会而成为利比亚政治过渡期间的权力掌握者ꎮ 其后ꎬ 议会在东部城市图卜

鲁格召开首次会议ꎬ 选举阿吉莱萨利赫伊萨 (Ａｇｕｉｌａ Ｓａｌｅｈ Ｉｓｓａ) 为新议

长ꎬ 至今在任ꎮ 但部分大国民议会成员拒绝停止运作ꎬ 同时在的黎波里宣布

重启运行ꎮ 利比亚事实上分裂为两个主要政治实体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在联合国

的主导下ꎬ 利比亚各派在摩洛哥签署 «利比亚政治协议»ꎬ 成立了民族团结政

府ꎬ 位于的黎波里的大国民议会更名为国家最高委员会ꎬ 成为利比亚带有立

法色彩的最高咨询和协商机构ꎮ 然而ꎬ 民族团结政府至今未得到国际公认的

东部利比亚国民大会的承认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利比亚大选延期无果后ꎬ 在东部

国民代表大会的支持下ꎬ 东部选举成立了新的政府ꎬ 与的黎波里政府展开对

抗持续至今ꎮ
(三) 嵌入政治秩序构建进程的部落政治行为

鉴于战争期间基于家庭、 部落或地方利益的动员模式①ꎬ 利比亚政治发展

过程中ꎬ 部落和部落联盟已经嵌入利比亚的政治秩序构建进程ꎬ 发挥着重要

作用ꎮ 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权力转换中ꎬ 部落支持的候选人取得了胜利ꎮ②

尽管理论上部落变量和国家变量是有区别的ꎬ 但很难说部落变量没有影响利

比亚的选举ꎮ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选举法根据人口密度和地理—部落变量对利

比亚进行了划分ꎬ 因此ꎬ 部落变量影响了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选举结果ꎮ 简

而言之ꎬ 利比亚的权力转移一方面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倾向ꎬ 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该国的部落社会现实ꎮ③ 此外ꎬ 在简单多数原则的选举制度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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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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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治派别背景的个人选择依赖于部落的支持ꎬ 这进一步推动了部落政治

的发展ꎮ ２０２１ 年利比亚大选前ꎬ 利比亚众议院 (ＨｏＲ) 议员穆罕默德阿巴

尼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 － Ａｂａｎｉ) 指出ꎬ 部落仍将是支持任何属于该部落选举候选

人的主要部分ꎬ 因为它是该国社会制度的支柱ꎮ①

(四) 少数部落的政治呼吁

在卡扎菲统治时期不被认可和被边缘化的少数部落群体也发出了寻求

政治影响力的呼吁ꎮ 作为利比亚的少数民族部落ꎬ 至少 １ ７ 万图阿雷格人

(Ｔｕａｒｅｇ) 家庭没有身份证ꎮ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他们向相关部门提交证明其身

份和利比亚血统的材料ꎬ 以期获得利比亚国籍ꎬ 从而保护部落权益并参与

国家政治重建ꎮ 该部落最高委员会主席认为ꎬ 因其他势力担心图阿雷格部

落具有潜在的强大政治代表性而成为受攻击目标ꎬ 导致赋予其国民身份的

问题久而不解ꎮ② 对于图阿雷格部落等少数部落来说ꎬ 其历史与所属的文化

不会使之对国家认同产生冷漠甚至敌意之感ꎮ③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 利比亚部落和

城市最高委员会呼吁ꎬ 临时政府应将该国的少数民族部落纳入未来的选举

进程ꎮ
利比亚战争以来ꎬ 部落在缺乏成熟政治经验的背景下ꎬ 以 “抢占先机”

的姿态迅速占据了国家内部权力真空ꎮ 其后伴随着政治过渡进程ꎬ 部落的政

治意识愈发强烈ꎬ 参与途径更加现代化ꎬ 在各个环节和有机可乘的场域将自

身打造成为利比亚国家重建无法绕开的 “合法性” 力量ꎬ 积极主动参与政治

竞争ꎬ 极少数部落也不例外ꎮ

三　 利比亚政治过渡中 “再部落化” 的主要特征

在地方治理层面ꎬ 部落发挥一定的政治影响力ꎬ 吸引到民众对部落政治

的依赖ꎻ 反过来ꎬ 部落进一步借由民众的依赖性增强地区主导影响力ꎮ 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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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层面ꎬ 部落以地方控制力为基础寻求建立 “准主权国家”ꎬ 取得自治ꎮ 在对

外层面ꎬ 部落在对外交往中获得了重要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ꎮ
(一) 社会安全公共产品需求走向地方化和部落化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ꎬ 利比亚政治过渡中的 “再部落化” 意味着越来越多

的民众在寻获社会公共物品供应时ꎬ 愈发依靠以部落为主体的社会团体的供

给ꎬ 以及部分冲突的解决依赖由部落等组成的具有 “合法性” 政治权力网络

关系的调解ꎬ 国家的幻影与部落的实践以民众为载体充满张力ꎮ 在现代中东

地区的许多国家ꎬ 当部落不自治、 也不直接控制其政治事务时ꎬ 这些部落的

政治作用微乎其微ꎬ 它们只获得一种身份和特定文化的归属ꎬ 也可能进行互

助ꎮ① 然而ꎬ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ꎬ 在缺乏有效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管控

和约束下ꎬ 地方权力真空被部落、 民兵、 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等迅速

占据ꎬ 形成了以部落为主要且广泛参与者的地方治理结构ꎬ 为社会承担国家

缺失的社会治理职能ꎮ
一方面ꎬ 民众对生存和安全的需求趋于主动寻求部落等次国家行为体的

帮助ꎮ 一般而言ꎬ 政府是国家内部公共物品不可替代的提供者ꎬ 并且政府只

有在强制性情形下才能为民众提供共同收益和谋取福利ꎮ② 而利比亚则表现出

部落及其联盟非强制性地迎合民众主动需求公共服务的取向ꎮ 在利比亚各地ꎬ
部落、 民兵等当地团体已经接管了国家在当地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ꎬ 这不仅

扩大和巩固了它们的影响力ꎬ 而且还有助于其在政治上得到认可并进一步强

化合法性ꎮ 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发布的调查

数据ꎬ 虽然大多数利比亚人更倾向于由国家来提供安全和司法领域的基本公

共服务ꎬ 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 (在某些地区是多数人) 将部落视为有效的

安全提供者ꎮ③ 利比亚民众在价值理念上更认可国家的角色ꎬ 然而在实践中则

选择了与自身 “距离” 最近的部落网络作为生存与发展机会的提供者ꎮ
另一方面ꎬ 部落在社会治理中的可操作性领域从关注伸张正义等基本社

会规范问题扩展到促成冲突方之间和解的国家安全等方面ꎮ 利比亚战争之前ꎬ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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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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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虽然在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角色ꎬ 但大多聚焦处理家庭、
财产、 个人矛盾等社会问题ꎬ 鲜有在解决地区政治冲突调解方面代替发挥作

用ꎮ 然而ꎬ 利比亚战争之后ꎬ 部落在国家治理上的角色则发生了变化ꎬ 在调

解国内冲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国

内冲突缓解无所作为和缺乏国家权力有效抑制冲突的背景下ꎬ 利比亚委员会

达成了 ７４ 项调解协议中的 ６８ 项ꎬ 并在 ５７ 起敌对民兵事件中的 ３８ 起中顺利实

现了囚犯交换ꎮ① 自卡扎菲倒台以来ꎬ 大多数部落和冲突地区之间的和解都是

部落首领和长老会议的产物ꎮ② 部分部落甚至建议部落承担安全责任ꎬ 并取代

政府提供安全保障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部落在利比亚冲突以来的政治秩序重建

中弥合了事实上无效政府社会治理的空间ꎬ 代替了部分国家公权力ꎬ 并发挥

着重要的政治作用ꎮ
(二) 部落机会主义与国家分离主义合谋

现代意义上的分离主义是指处于一国内部或者跨越国境的某一地区ꎬ 在

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排他性社会需求基础上的思想体系和行为ꎮ 其中ꎬ 要求脱

离母国而组建单独政体的独立意识是其核心内容ꎬ 拒绝与母国国内其他地区

进行政治性合并的排他性需求是其主要表现ꎮ③ 部落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离心

倾向和企图建立 “准主权国家” 政治单元是 “再部落化” 的重要表现ꎮ 利比

亚战争以来ꎬ “再部落化” 的最初表现之一就是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单方面宣布昔兰

尼加自治ꎮ④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由东部地区主要部落首领组成的昔兰尼加人民会

议在班加西召开ꎬ 宣布 “昔兰尼加” (拜尔盖地区的旧称) 实行联邦自治ꎮ ４
月ꎬ 昔兰尼加人民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ꎬ 宣布了昔兰尼加的机构设置ꎬ 拒绝

全国过渡委员会颁布的选举法ꎬ 并根据 １９５１ 年宪法组建了制宪议会ꎮ 时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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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卜杜勒凯卜 (Ａｂｄｕｒｒａｈｉｍ Ａｂｄｕｌｈａｆｉｚ Ｅｌ － Ｋｅｉｂ) 和全国

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ｂｄｕｌ Ｊａｌｉｌ) 均表示ꎬ 昔兰尼加的举动将导

致国家分裂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代表东部沿海地区昔兰尼加的部落委员会提出ꎬ
如果国际社会和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居民承认利比亚国民大会ꎬ 而非从的

黎波里迁至东部城市托布鲁克的众议院ꎬ 它将有义务宣布该地区独立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利比亚部落首领和长老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塞努什哈利克 (Ｓｅｎｏｕｓｓｉ
Ｈｉｌｅｇ) 表示ꎬ 利比亚各部落均主张俄罗斯能够在调解冲突事宜上发挥更大作

用ꎬ 并期待能尽快组建政府ꎬ 各部族忠于利比亚国民军ꎬ 未与利比亚民族团

结政府谈判ꎮ
在利比亚南部ꎬ 混乱的局势也刺激小部落不断谋求建立 “准主权国家”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利比亚南部的图布部落和塞卜哈市的阿布赛义夫 (Ａｂｕ Ｓｅｉｆ)
部落发生武装冲突ꎬ 鉴于临时政府未能有效干预并制止冲突ꎬ 部落领导人表

示拟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保护其部落民ꎮ 时至今日ꎬ 利比亚已经事实上分裂为

两大政治权力中心ꎬ 的黎波里政府和托布鲁克政府均受到不同部落的支持并

形成对抗ꎬ 然而部落也未放弃谋求自治和独立的希望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昔兰尼

加地区政治和社会领袖在受到利比亚众议院议长阿奇拉萨利赫 (Ａｑｉｌａ
Ｓａｌｅｈ) 接见时ꎬ 提出重启 １９５１ 年宪法的要求ꎬ 并强调中央政府落实联邦制

政治制度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昔兰尼加地区的部落和政治精英再次向政府相关

部门提出ꎬ 在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建立联邦自治政府ꎮ 利比亚战后十余年

来ꎬ 在国家陷入混乱、 中央政府实力孱弱的情形下ꎬ 该国部落争取脱离国

家取得独立的政治意识丝毫未减ꎬ 不断尝试以武装斗争和暴力袭击等形式ꎬ
排斥在联合国主导下与国内其他区域的政治性合并ꎬ 表现出分裂国家谋求

自治的目的ꎮ
(三) 部落尝试以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开展对外交往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剧变发生后ꎬ 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ꎬ 在主权国

家名义之下ꎬ 部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跃升出现在对外交往的场域中ꎬ 与其他

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独立行为的互动ꎬ 获得了重要行为主体的

身份属性ꎮ 部落是利比亚冲突至今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实体ꎮ
一方面ꎬ 利比亚部落越过国际社会公认的民族团结政府ꎬ 与突尼斯和埃

及等国家进行互动往来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利比亚最高部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突尼

斯ꎬ 与突尼斯总统赛义德举行会谈ꎬ 以解决利比亚危机ꎮ 根据突尼斯总统府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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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声明ꎬ 突尼斯将基于利比亚最高部落委员会的 “授权” 而展开行动ꎮ①

２０２０ 年ꎬ 在利比亚最高部落委员会的带领下ꎬ 来自利比亚全国各地超过 ５０ 名

部落长老和政要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举行了会谈ꎮ 诸多部落领导人呼吁埃

及干预利比亚国内局势ꎬ 促使两国之间制定解决利比亚问题的方案ꎬ 推动启

动 «阿拉伯联盟国家间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ꎬ 以保护利比亚的主权ꎮ
另一方面ꎬ 利比亚部落谋求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直接对话ꎬ 就国内

问题进行谈判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安理会应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的请求通过决议ꎬ
授权建立了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 (以下简称 “联利支助团”)ꎬ 代表国际社会

支持利比亚主导的过渡和重建进程ꎬ 初步任务期为 ３ 个月ꎮ 其后ꎬ 鉴于利比

亚冲突不断ꎬ 联利支助团的任务期一直延续至今ꎮ 在十多年时间里ꎬ 联利支

助团在促进利比亚各方力量和解与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ꎮ 在此过

程中ꎬ 利比亚的部分部落将自身定位于与国际公认的的黎波里政府平行的政

治力量ꎬ 试图突破国家的束缚ꎬ 寻求以独立的姿态与联利支助团进行直接对

话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位于利比亚东部的部落领导人就曾要求联利支助团直接与其进

行沟通ꎬ 以解决处于部落控制范围内的石油生产和出口问题ꎮ 利比亚的部分

部落团体作为国内政治力量之一ꎬ 已经成为利比亚政治发展中的重要行为体ꎬ
尝试以代表 “利比亚人民” 的名义与突尼斯、 埃及等国家及联合国之间进行

互动ꎬ 使得利比亚国内形势更加复杂ꎮ

四　 “再部落化” 对利比亚政治秩序重建的影响

政治秩序是一种共识基础上的良好政治状态ꎬ 旨在政治实践中维持治理

秩序的稳定与内外安全、 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协调、 政治运行的规范等政

治要素的有序组合ꎮ 政治过渡中的 “再部落化” 现象对利比亚政治秩序重建

带来了深远影响ꎬ 虽然部落在国家能力缺失的情况下对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有

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但是ꎬ 纵观集权政治坍塌后的国内乱局ꎬ 部落也是利比亚

出现政治安全形势恶化且复杂、 部落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加剧和政治体系运

行裂变出平行政府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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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剧了国内政治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政治安全包括国家政治体制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内容ꎬ 它是实现良好政

治秩序的首要条件ꎮ 利比亚国内冲突自 ２０１１ 年持续至今ꎬ 是中东地区现存安

全形势最为复杂和长久的冲突之一ꎮ 其中ꎬ 自古存在的部落体制是利比亚战

后政治安全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在政治与安全方面ꎬ 部落对现有政治体系挑战不断ꎮ 的黎波里民族团结

政府和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宣布成立的东部政府均缺乏维护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ꎬ 难

以阻止和防范不法分子对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利比亚的驻地的

破坏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非阿拉伯图布部落和阿瓦拉德苏莱曼部落之间

的战斗造成至少 ８８ 人死亡ꎬ １３０ 多人受伤ꎬ 卡扎菲的支持者趁乱对赛哈卜市

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多次袭击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隶属于阿瓦基尔部落的一个武

装团体袭击了班加西监狱ꎮ 此外ꎬ 利比亚境内也发生了数起针对外交使团的袭

击事件ꎬ 如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不明武装分子袭击了美国驻利比亚领事馆ꎬ 共造成包括

大使在内的 ４ 名工作人员死亡ꎮ 随着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ꎬ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

国已经将外交使团从利比亚撤出ꎮ
在经济方面ꎬ 利比亚经济结构单一ꎬ 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形成单一的

国有经济ꎬ 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出口ꎬ 是名副其实的 “食利国家”ꎬ 石油设施

的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ꎮ 由于费赞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和民众生

活水平严重下降ꎬ 利比亚南部部落多次威胁当地政府ꎬ 声称以破坏国家石油安

全设施和关闭油田方式向当局施压ꎬ 以期改善民众基本的生存和安全状况、 结

束费赞地区发展被边缘化的态势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来自利比亚的南部部落发起

“费赞愤怒运动” (Ｆｅｚｚａｎ Ｒａｇ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关闭了该国境内大油田———沙拉拉

油田 (ａｌ － Ｓｈａｒａｒａ) 和非欧油田 (ａｌ － Ｆｅｅｌ)ꎬ 严重影响了国内石油产出ꎮ
在社会发展方面ꎬ 利比亚冲突以来大量武器流散于民间社会ꎬ 主要集中

在部落或宗教民兵手中ꎬ 并且与外国政府或情报机构有密切联系ꎬ 情况异常

复杂ꎮ② 部落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和生存环境恶化ꎬ 加深了民众的恐慌程度ꎮ 例

如ꎬ 图阿雷格人与图布人因争夺石油和水资源ꎬ 以及控制利润丰厚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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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和移民走私贸易渠道而爆发的冲突不断ꎮ 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开始ꎬ 两个部落

民兵之间的冲突共导致 １ ８５ 万人流离失所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在卡塔尔斡旋下ꎬ
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ꎮ① 零星的部落冲突由于缺乏国家权力的约束亦时有发

生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 班加西不同部落的两个家庭之间爆发冲突ꎬ 造成至少 ５ 人

死亡ꎮ② 此外ꎬ 尽管没有经验性证据表明部落社会和宗教极端主义之间有直接

关联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极端思潮不存在于部落之中ꎮ③

(二) 部落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张力加大

利比亚社会是部落社会ꎮ 自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ꎬ 随着政治意义上

“再部落化” 进程加剧ꎬ 利比亚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利益结构加速内聚和变

动ꎬ 进一步蚕食了国家政治重建所需要的统一性社会基础ꎮ 殖民时期的各种

外部因素和石油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社会的原有基础ꎬ 并瓦解了部

落和村庄的社会结构ꎮ④ 卡扎菲执政初期ꎬ 政府将部落置于现代化进程的对立

面ꎬ 积极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ꎬ 并通过废除部落制度来重建利比亚

的社会结构ꎬ 促使部落利益融入公共利益ꎮ 然而ꎬ 卡扎菲执政后期又开始倚

重部落来巩固权力ꎬ 并从政治层面再次塑造了利比亚人的部落身份ꎮ⑤ 虽然部

落的功能和角色在卡扎菲的政治实践中历经波折ꎬ 但在国家层面其社会结构

仍保持了相对稳定ꎮ
利比亚冲突以来ꎬ 部落在利比亚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开始发生显著变化ꎮ

在政治权力领域ꎬ 部落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多的政治作用ꎬ 部落规范在社会领域

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国家权力的稀缺ꎮ 在政治生活中ꎬ 部落比政党更有优势ꎮ 在

２０１２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ꎬ ３ / ５ 的席位留给那些没有党派关系的独立人士ꎮ⑥ 在

经济领域ꎬ 部落的资源和机会配置发生改变ꎮ 一方面ꎬ 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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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为部落私有①ꎬ 获取了经济利益的分配权ꎬ 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正常经济

活动ꎮ 另一方面ꎬ 部落与民兵、 部分政府人员勾结从事大量走私等非法贸易ꎬ
挤压了本已破败不堪的国家正常经济活动ꎮ 虽然走私和人口贩运在卡扎菲时

期就已存在ꎬ 但冲突后由于政府对国家领土的控制能力有限ꎬ 导致此类事件

激增ꎬ 尤其是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在正规系统之外非法筹集资金的犯罪活动增

多ꎬ 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健康运行构成挑战ꎮ 利比亚冲突以来ꎬ 在由部落作为

基本单元组成的社会中ꎬ 其先赋性地位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发展方向ꎬ 一些部

落没有与政府及其他社会群体进行有序化互动ꎬ 反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别

扮演了 “权力集合体” 和 “利益分配者” 的角色ꎬ 部落群体的利益指向与公

共利益之间的张力加剧ꎮ
(三) 政治体系运行失序与权力裂变

政治体系运行的规范化包括政治权力运行、 政治过程、 政治冲突的解决

等都有法律和制度可遵循ꎮ 然而ꎬ 利比亚战争以来ꎬ 其政治体系运行的规范

化已经消失ꎬ “再部落化”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利比亚外部干预和内

部矛盾共同造就了现今国家分裂以及出现相互敌对的平行政府的局面ꎮ 其中ꎬ
部落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部落的极度分散和多样化与利比亚碎片化的

政治发展图景契合ꎮ 从部落的相互联合到与民兵组织的多方位联盟ꎬ 部落根

据自身不断变化的利益和冲突情势在政治冲突平衡上的立场也在适时变动ꎮ
阿拉伯剧变后ꎬ 利比亚原有政治系统崩溃ꎬ 之后并未像以往在经历短时间的

冲突后重建或经调试形成新的政治秩序ꎬ 而是陷入了政治体系运行失序之中ꎬ
利比亚出现了多个权力中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利比亚事实上分裂为东、 西两个主要权力中心ꎬ 西部的民族

团结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持续至今ꎬ 东部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则

与利比亚国民军结盟ꎬ 二者形成割据对峙之势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国民代表大

会选举成立了东部政府ꎮ 无论是东部政府ꎬ 还是西部政府ꎬ 都得到部落势

力的支持ꎬ 并得到议会机构的认可与国际社会不同成员的承认ꎮ 至此ꎬ 利

比亚的冲突已经转变为东西政府及其附属团体之间的对抗ꎬ 各自支持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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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小规模冲突不断ꎮ 倘若从合法性衡量ꎬ 双方均具有一定合法性ꎬ 但又都

缺乏完整意义的合法性ꎬ 这也成为二者对抗体现出 “势均力敌” 局面的根

本原因ꎮ
利比亚东部政府成立并与西部的黎波里政府对抗至今ꎬ 某种程度上是部

落发挥政治作用寻求自治、 企图建立 “准国家” 愿望的初始阶段使然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国民议会拒绝在任期结束后解散ꎬ 哈夫塔尔对的黎波里政府发起了名为

“尊严行动” 的军事行动ꎬ 诸多部落纷纷加入行动中ꎮ 其中ꎬ 东部最大的部落

之一———阿瓦基尔部落最初就是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中新兵的主体ꎬ
并建立了自己的旅ꎬ 由本部落成员担任领导者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利比亚东部武

装力量再次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发动军事行动ꎬ 与的黎波里政府展开首都

争夺战ꎬ 这是近年来利比亚爆发的最大规模武装冲突ꎮ 直到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双

方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停火ꎮ
总体而言ꎬ 部落力量构成了支撑东部权力中心军事组织的重要部分①ꎬ 对

任何一方的支持绝非来自忠诚ꎬ 而是取决于能否得到回报ꎮ 在此背景下ꎬ 无

论是核心部落ꎬ 还是边缘部落ꎬ 都迎合着东、 西平行政府对代表利比亚 “合
法性” 的呼声ꎬ 由此强化政治分裂与对抗ꎮ

五　 结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现的 “再部落化” 现象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已经发

展出更丰富的地域和时代内涵ꎬ 部落愈发内聚为强大的非政府政治实体ꎬ 在

参与政治方面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 “自下而上” 姿态ꎬ 从而得以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ꎮ 这一时期出现的重新回归 “部落等级制”
和部落政治现象ꎬ 也因 ２０１１ 年以来国家公权力的颓败而体现出部落政治极化

的特征ꎮ 在 ２０１１ 年以来利比亚的 “再部落化” 过程中ꎬ 虽然部落在社会基层

治理层面有一定正向意义ꎬ 但是从国家发展的整体上看ꎬ 过度活跃的部落政

治是利比亚冲突和政治过渡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ꎮ 利比亚战后国内冲突频仍

的现实表明ꎬ 重塑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共识还没有在利比亚社会中扎根ꎬ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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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进程中的 “再部落化” 问题探析　

社会仍然由部落和部落联盟所主导ꎮ① 当利比亚各部落的政治立场在名义上代

表国家形成平行政府框架时ꎬ 部落和民兵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已经攫取到相

当部分的国家权力ꎬ 继而相互之间就国家权力如何分配逐步扩大分野ꎮ 利比

亚各部落的政治立场存在着结构性矛盾ꎬ 部落冲突也成为利比亚政治重建最

为严峻的挑战ꎮ② 与此同时ꎬ 利比亚的部落社会传统以及弱政府的历史背景决

定了民主机制在利比亚的生成具有长期性ꎬ 任何外部拔苗助长式的国际干预

只会适得其反ꎮ③

阿拉伯变局以来ꎬ 部落逐渐整合成为利比亚政治过渡中越来越内聚的

非政府实体ꎬ 部落主义已经浸润到利比亚民族国家重建的诸多关键政治环

节ꎮ 然而ꎬ 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身的政治文化ꎮ 一方面ꎬ 利比亚部落主

义的群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充满了张力ꎬ “再部落化” 实践背景下的部落

主义越来越具有反对既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ꎻ 另一方面ꎬ 这种张力

并不意味着利比亚必须漠视部落主义ꎬ 而强行推进西方式民主ꎮ 在卡扎菲

政权垮台后的十多年里ꎬ 基于储量惊人的石油资源催化背景ꎬ 部落势力持

续争夺国家权力ꎬ 与民兵等非国家行为体试图代表国家行事ꎬ 其更倾向于

通过排他性的权力分享协议来延续混乱局面ꎬ 而非具有积极意义的国家建

设ꎮ 战后利比亚国家建构需要避免部落过度参与政治问题ꎬ 利比亚需要一

个更具代表性、 更有能力的政府和一整套合作型族群关系体系ꎮ 对于包括

利比亚在内的动荡国家而言ꎬ 迫切需要提升中央政府治理能力和增强政令

传达有效性ꎮ 在中东地区具有部落传统并且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中ꎬ 国家治

理能力的提升是政治发展中必须首要考虑的因素ꎬ 过于活跃的部落政治会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构成挑战ꎬ 与国家主体形成博弈ꎬ 长远来

看ꎬ 也无益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维持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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