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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随

之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取代。伊朗现政权视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延续至

今的存在。伊斯兰革命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革命后伊斯兰什叶

派教士成为伊朗的主宰，最高宗教领袖也随之成为伊朗的头号决策人

物。一方面，伊斯兰革命不仅在伊朗实现了教士治国的初衷，亦使伊朗

摆脱了对外部大国的依附，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教育、医疗等民

生领域也给民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４０年

来伊朗与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多个国家的关系相当不理想，这严重影

响到伊朗经济的顺利发展，并给民众生活的改善造成重大困难。特朗

普总统上台后给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严厉的所谓“极限施压”，这加

剧了伊朗本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态势，其国家状况进一步恶化。伊朗要

跨越目前的发展瓶颈唯有进行大幅度的内政外交改革，这对伊斯兰革

命而言是生命攸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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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突然爆发伊斯兰革命，并于１９７９年结

束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迎来延续至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革命并

非只是一时之举，革命领袖霍梅尼认为它“犹如初生的婴儿，尚需哺育、

培养方能长大成人”①，当下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仍然被称为“伊斯

兰革命领袖”，伊朗现政权认为自己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

程。伊斯兰革命胜利４０周年前夕，哈梅内伊的官方网站推出其在不同

时期讲到的伊斯兰革命取得的重大成绩，包括“独立自主、维护国家领

土完整和尊严”“提升伊朗在世界的地位，激励世界上追求真理的人”

“提高民众自由度，鼓励年轻人自由思考、自由讨论”“提高公共福利，改

善基础设施”“精神文明建设”“建立社会公正”“打击腐败现象，严惩腐

败分子”“坚决抵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势力”“科技与工业发展”“医学

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等。２０１９年１月底笔者受邀参加伊朗驻中国大

使馆文化处在北京举办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４０周年学术座谈会”，

会议资料上也清楚列举了９０项伊斯兰革命４０年来伊朗在文化、艺术、

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②

尽管伊朗现政权认为伊斯兰革命取得了诸多成就，并因此继续坚

持革命，但过去４０年伊朗的处境和发展之艰难是显而易见的。革命后

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相当激烈的斗争和残酷的两伊战争让伊朗付出

沉重代价，美国主导的严厉国际制裁至今仍限制着伊朗的发展，近年来

伊朗在中东的势力扩张更是令其深陷多国意欲联手打击的境地。国内

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国外反对者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下的

伊朗可谓是内外交困、情势紧张。欧美学者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多有

负面评论，一些久居国外的伊朗人，特别是因为伊斯兰革命而离开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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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朗人对伊朗现政权更是缺乏好感。① 显然，伊朗（现政权）内外对伊

斯兰革命，对过去４０年的伊朗发展存在相当大的认知偏差：或者过度

美化，或者极力贬低，两种视角的观察都存在客观性相对不足的特点。

笔者在对伊朗多次深度田野调查和在伊朗高校任教的基础上，通过自

己的观察、访谈和体验，拟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朗过去４０年的发展

做一简单梳理和评述，以求更为客观地认知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国家

发展。

一、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背景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精神导师是伊斯兰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革

命的对象是亲美的巴列维国王。１９４１年，礼萨国王下台，王储巴列维登

基为王，巴列维国王是１９２５年建立的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任国王。

巴列维王朝的这两个国王都严格限制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力，大力

推进国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利益和理念均受到伤害的宗教势力因此

对该王朝敌视有加。１９６２年伊朗政府针对地区选举的某些规则进行了

修改，取消了候选人和选举人必须为穆斯林的规定，当选者面对《古兰

经》就职宣誓的规定也被取消，政府此举在宗教界引起强烈反响，宗教

圣城库姆很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霍梅尼等人迅速就以下事项达成共

识：第一，直接向巴列维国王抗议；第二，写信给各城的宗教领袖，呼吁

他们加入自己发起的抗议和运动；第三，安排每周会议以就接下来采取

何种行动达成一致。之后政府和宗教学者进行了几次电报沟通，库姆、

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也爆发了民众抗议大游行，致使两个月后政府不得

不取消先前做出的修改地方选举规则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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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年初，巴列维国王开启名为“白色革命”的全面社会经济改革，

霍梅尼视之为为美国利益服务的计划，呼吁人民要认清巴列维国王所

谓“改革”的真实意图，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签署法令，禁止人民参加针

对“白色革命”方案的全民公决投票。随后库姆出现民众抗议活动，政

府与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对抗日益加剧，霍梅尼与巴列维国王政权之间

的矛盾也不断恶化。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伊朗国家情报组织和警察袭击了

霍梅尼住所，把他从库姆带到德黑兰，这一事件立即招致库姆和德黑兰

两地支持霍梅尼的民众的抗议，随后设拉子、马什哈德、卡尚等其他伊

朗城市也予以响应。面对此景，政府于８月初从监狱中释放了霍梅尼，

改为软禁，直到１９６４年４月初霍梅尼才被准许返回库姆，他的回归受

到当地追随者的热烈欢迎。

重返库姆的霍梅尼利用一切机会向民众表达自己对伊朗时局的看

法，呼吁民众要认清现实。比如６月２９日在对到访的教士们发表谈话

时，霍梅尼说：“这些时间不是用来坐在家里和礼拜的，这些时间是用来

战斗的。”①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３日，伊朗官方正式通过法案，授予在伊朗的

美国人治外法权，也就是美国人在伊朗犯了法，伊朗不能对其进行审

判。霍梅尼称此法案为“投降法案”，巴列维国王也因此被霍梅尼视为

美国的走狗。霍梅尼认为，如果宗教领袖具有充分影响力，伊朗就不会

成为从前英国、现在美国的奴隶，以色列就不会控制伊朗经济，以色列

的商品就不会出现在伊朗。霍梅尼的如是见解与主张激发了其支持者

对政府的严重不满，自然令政府大为不悦，霍梅尼遂在１１月４日被捕，

并被立即带到德黑兰，在那里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Ｍｅｈｒａｂａｄ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ｒｐｏｒｔ）被要求登上流亡他国的航班。霍梅尼首先被流放到

土耳其，在波尔萨（Ｂｕｒｓａ）市待了１１个月。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５日霍梅尼离

开土耳其进入伊拉克，在什叶派圣城纳贾夫继续其流亡生活。１９７８年

１０月４日霍梅尼又被伊拉克要求离境，入境申请又遭到科威特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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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流亡到法国，在巴黎近郊度过了流亡生活的最后岁月。

在霍梅尼流亡海外的这十几年内伊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借

助美国在冷战局势下的几乎全方位的帮助和石油收入的猛增，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伊朗经济统计数字获得快速提升，人均ＧＤＰ从１９６５年的

２４５．６美元激增到１９７７年的２１４６．６美元①，有人因此惊呼，“１９６０年以

后的伊朗工业增长速度之快，在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②。但这只

是伊朗发展的靓丽一面，在其背后，巴列维国王正在遭遇日益严重的统

治危机，除了与宗教界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外，巴列维国王还不得不面对

以下诸多难题：改革的宣传目标与实际进展相差巨大，从而让民众产生

巨大心理落差；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但却没有足够就业机会，从而

导致严重城市危机；国家石油财富的激增没能相应地改善民生，巨额石

油收入被国王投进军事建设领域，而国王家族和政府腐败问题相当突

出，民怨四起；情报组织对官员亦实施监控，这令巴列维国王面临更多

的抵触情绪；巴列维国王外交的日益独立与美国对伊朗的定位发生矛

盾，华盛顿对他的支持逐级下降，甚至还和沙特一起推动了给巴列维国

王统治带来沉重打击的１９７７年世界石油大降价。③

这样，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反巴列维国王的情绪在伊朗内外不

断积聚蔓延，再加上石油价格的下降，内忧外患的巴列维国王在１９７７

年初哀叹：“我们破产了，似乎一切都注定要慢慢陷于瘫痪，同时我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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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划好的很多项目都要推迟……今后将会非常艰难。”①１９７８年伊始

伊朗就接连爆发反国王的群众性活动，进入９月份后抗议群众和政府

的激烈对抗不断发生，即使先前摇摆不定的那些人也认可了霍梅尼关

于推翻国王政权的主张，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在反国王的

群众运动中影响力不断上升，“伊斯兰革命”风生水起。随着伊朗伊斯

兰革命的蓬勃发展，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６

日巴列维国王终于登上流亡海外的飞机，２月１日，霍梅尼结束超过１４

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德黑兰，并很快就见证了伊斯兰革命的胜利。

二、伊斯兰革命两大目标的实现

伊朗伊斯兰革命能够一举推翻巴列维王朝，说明它的爆发存在相

当大的合理性。伊斯兰革命的两个流传最为广泛的口号是“打倒国王”

和“打倒美国”，其蕴含的两大政治诉求是推翻巴列维国王并建立伊朗

的伊斯兰统治秩序，以及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伊朗伊斯兰革命在这

两个方面均取得了成功。

（一）伊斯兰发展道路的确立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革命首先是一场精神革命，其次才是政治和社

会革命，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是这场革命的突出特征之一。② 以霍梅尼为

代表的伊朗宗教势力对巴列维王朝充满敌意，其中的核心原因是该王

朝的缔造者礼萨国王和继任者巴列维国王均选择了西方化和世俗化的

国家发展道路———巴列维国王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有意识地在

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排挤和打压伊朗宗教势力，利益受损的宗教势

力自然对巴列维王朝愤恨有加，更何况这还涉及价值观的问题。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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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本人十分厌恶西方化，他认为“西方教育使人类失去人性……如果我

们不摆脱西化的影响、不更换脑子、不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那我们是

不能独立自主的，终将一无所有”①。西方化是如此之“可恶”，霍梅尼显

然不认为它是伊朗所应该追求的，更何况在他看来伊朗本身就有适合

自己发展的模式———伊斯兰秩序。

公元７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萨珊王朝后，伊斯兰教便开始了在

伊朗的传播与发展。１６世纪初期兴起的伊朗萨法维王朝把什叶派伊斯

兰教确立为官方宗教，伊斯兰宗教势力在伊朗的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提

升。伊斯兰宗教势力在近代以来的伊朗民族民主运动中还发挥了不可

忽视的正面作用，所以在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伊斯兰

宗教势力在伊朗的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到巴列维王朝时期什叶派伊

斯兰宗教势力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存在，很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人民

倾向于选择伊斯兰生活方式，这些人和宗教势力一样不喜欢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伊朗日益西化的生活方式，特别反感７０年代伊朗盛行的情

色影视作品。

这样，在７０年代末期反抗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伊朗伊斯兰宗教

势力并不孤单，他们有大量的穆斯林国民的配合与支持，这使得伊斯兰

宗教势力在与其他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占得先机。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宣告成立，伊斯兰宗教势力取得了国家控制权，在新政权中宗教领

袖成为伊朗的头号决策者，伊朗伊斯兰统治秩序得以确立，就推翻旧制

度构建新制度这个角度来看，伊朗伊斯兰革命显然取得了成功，这也是

当时伊朗伊斯兰势力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尝试。既然是新的尝

试，与前王朝相比国家此后的发展就有三种可能———更好、更坏、持平。

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４０年来的发展来看，伊朗的国家现实发展状况距

离人民的期望甚至是政权当初的承诺还有差距，这也直接导致伊斯兰

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治体制遭受了日益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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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独立自主的实现

除了确立国家的伊斯兰发展道路外，以宗教领袖霍梅尼为精神导

师的伊斯兰革命的另一个关键诉求是实现伊朗的独立自主。历史上伊

朗命运多舛，公元前４世纪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而进入自身历史的

所谓“希腊化时期”；７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人随之被迫抛弃自己

的宗教信仰并逐渐改信伊斯兰教。虽然１６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的崛起

中兴了伊朗，但是其后的恺加王朝却沦为近代西方特别是英国、俄罗斯

对外扩张的牺牲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刺激下，苏联、英国、德

国、美国等世界强国更是竞相在伊朗角逐。通过美国支持的伊朗１９５３

年政变重新掌控国家后，巴列维国王对华盛顿感恩戴德，从而开启了亲

美外交，美国遂成为巴列维国王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华盛顿对伊朗

的内政外交亦多有涉入。①

事实上随着国内地位的巩固和伊朗石油收入的增长，巴列维国王

本人也已经在追求外交和国家发展的独立性了，但是并未成功，就像

他在伊斯兰革命后流亡时期所记述的那样，“每当我独立自主地干些

事情时，他们（西方国家）就要这样钳制我”，“每当我的政策与他们的

政策相悖时，西方就结成一个有组织的阵线反对我”，“美国想把他

（伊朗首相埃玛米）赶下台而让追随自己的人担任首相。此人就是阿

里·阿米尼。当时，特别是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我抵御不

了如此巨大的压力……我终于给予阿米尼这个职位”。② 终其统治生

涯，巴列维国王也没能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和华盛顿对伊朗内部事务

的干涉。

外族、外国的侵略干涉给伊朗人留下深深的创伤，所以伊斯兰革

命力求摆脱外国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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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革命提出“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思想路线，霍

梅尼也曾说“我们不用美国庇护，不用苏联庇护，不用其他任何列强

庇护”①，这都是伊斯兰革命对独立自主诉求的鲜明体现。１９７９年至

今，伊朗尽管遭遇重重困难，但期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控制或干涉伊

斯兰共和国内部事务，当下伊朗对世界大国也没有了依附性质的言

听计从。就国家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性而言，伊斯兰共和国的确取

得了明显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到，过去这４０年伊朗的国

际处境相当险恶，与西方和以色列、沙特等周边国家的糟糕关系严重

制约了伊朗的国家发展。

三、部分社会保障安排

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伊朗遭遇诸多发展困难，国家经济形势较

为惨淡。但在此状况下伊朗仍然还是有一些值得提及的民生保障措

施，比如教育、医疗保险以及对为国捐躯者家属的保障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公立学校教育保障。革命后伊朗的学校分为

宗教、非宗教两大类，非宗教学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宗教学校，非宗教

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又分为免费的公立学校和收费的私立学校。伊斯兰

共和国绝大部分公立大学对学生是免费的，而且大学餐厅对这些大学

生还有大幅度的优惠，２０１６年下半年笔者在伊斯法罕大学任教，发现学

生花大约２元人民币就可以在餐厅领取一份市价约为１３元人民币的

套餐。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大学并没有因为不收学费而减少对学生提供

的便利，比如校园广大或有不同校区的公立大学有免费学校大巴运送

学生和老师。目前伊朗质量好的高校基本都是公立大学，高等教育部

所属的公立大学有１４１所，此外还有４８所隶属卫生部的医科高校，伊

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学生只要认真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教育方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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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花费甚少。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医疗保障。当下伊朗国民基本不用太担心就

医费用问题，因为有全覆盖的医疗保险。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医院有

两个体系———公立和私立，在医生、医疗器械、医院环境等各方面私立

医院相对较好，当然其就医费用也比公立医院贵一些，医疗保险可以报

销的比例公立医院也高于私立医院。伊朗当下的医疗保险是分等级

的，没有工作的成年人只能购买最低等级的医疗保险。伊朗的医疗保

险属于即买即用型，２０１８年夏天，笔者的一位没有任何工作的伊朗朋友

做一个胸部手术，她只提前一天购买了一份最低等级的保险，结果保险

费和在公立医院的住院、就医、手术费加在一起还不到人民币２００元。

（当时伊朗平均工资水平大约是每月２０００元人民币。）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政府对烈士及其家属的尊重和赡养。伊斯兰

共和国诞生后不久伊朗就陷入了与伊拉克的战争，长达８年之久的两

伊战争造成数十万伊朗人伤亡，大量烈士随之产生。伊朗政府对烈士

家属提供足以让其有相对不错生活的保障，并成立专门的政府部门负

责此事。笔者一位伊朗朋友的爸爸是在两伊战争期间牺牲的有一定级

别的军官，爸爸牺牲后政府为她妈妈和她提供延续至今的月度现金补

助，这可以让她们过上至少不低于当地中等水平的生活。她在上学、就

业等方面也享受作为烈士子女的特殊照顾，而且她自己的孩子也可以

就读专门的烈士学校。除了两伊战争烈士外，其他为国捐躯者，比如近

些年来在叙利亚战场上牺牲的伊朗人，他们的家属也享受伊朗政府的

保障。对烈士荣誉的尊崇和对烈士家属生活的保障是增进伊斯兰共和

国国民爱国情操的重要因素。

除了教育、医疗和烈士家属保障外，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提升，内

贾德总统时期伊朗政府还开启直接向每个家庭发放年度现金的做法，

伊朗的大饼、鸡蛋等基本民生用品也以非常低的官方价格出售，这说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让利于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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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发展不理想

虽然伊斯兰共和国在上述几个方面做出了较好的制度安排，但是

当下民众面临的总体生活压力仍然很大，就业机会的匮乏和工资水平

的低下是目前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梦魇。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

加大了对伊朗的打压力度，这令伊朗的国际处境更加艰难，国内困难也

明显加剧。２０１８年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暴跌，包括肉类等在内的一些

生活必需品价格也有大幅度上涨，民众生活的困难度增加，２０１９年３月

伊朗当局甚至重提凭票供应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制度，这都展现出伊朗

当下民生之艰难，也再次凸显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发展不力带来

的严重弊端。

过去４０年伊朗历经了政权更迭、长达８年的两伊战争、严厉的国

际制裁和剑拔弩张的“伊核危机”，再加上国家体制本身日益凸显的问

题，从而造成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尽管各国ＧＤＰ统计

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反映各国各时期的经济

发展状况。表１是伊朗和韩国、中国、中东不同时期的ＧＤＰ总量比较，

以及各时间段这几个国家和地区ＧＤＰ总量增幅的比较。值得注意的

是，在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间，就ＧＤＰ增幅而言伊朗傲视韩国和中国。但是

１９７９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期间伊朗不仅与中国、韩国的ＧＤＰ

增速相差甚大，即使与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间伊朗自身的发展速度相比也没有

优势，而且１９７９年后它的ＧＤＰ增速甚至还落后于中东的整体水平。

表１　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９年和２０１６年伊朗和韩国、中国、中东ＧＤＰ比较

（单位：１０亿美元）

伊朗 韩国 中国 中东（西亚北非）

１９６０年 ４．１９９　 ３．９５８　 ５９．７１６　 ３２．４４３（１９６８年数据）

１９７９年 ９０．３９２　 ６６．５６８　 １７８．２８１　 ３１１．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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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伊朗 韩国 中国 中东（西亚北非）

２０１７年 ４５４．０１３　 １５３１　 １２　２３８　 ３２７６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增幅约为（％） ２０５２．７　 １５８１．９　 １９８．５　 ８６０．２（１９６８—１９７９）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增幅约为（％） ４０２．３　 ２１９９．９　 ６７６４．４　 ９５１．４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２０１９　３　６）。

从表１可见，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说明伊斯兰革命后伊朗

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这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已经成为一个日益

严峻的问题，因为人民已经从这种种比较中看到了当下伊朗发展的差

距，更切身感受到自己生活的艰辛。目前在伊朗民众间弥漫着相当明

显的不满情绪，这对政府来讲是一大威胁，２０１７年底至２０１８年伊朗多

个城市出现的民众抗议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很不乐观的国际处境则

进一步加剧了伊朗面临的发展困境。

五、国际处境困难

纵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迄今的对外关系，不得不说它的国际发展

环境相当严峻。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反对美国，这主要

是由巴列维国王对美国的依附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控制所

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者眼中美国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一定要竭力

反对和打击美国，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就曾直言：“我们对美国不抱

任何奢望，而是要把美国踩在脚下。”① 在仇视美国情绪的推动下，１９７９

年１１月伊朗青年学生占领了位于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把几

十位美国外交人员扣押长达４４４天，酿成了给美伊关系造成灾难性影

响的“伊朗人质危机”，这不仅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生的伊朗政权

实施了强力制裁，而且也给伊朗的国家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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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两伊战争、伊朗核问题等诸多事件中，美国均站在打压伊朗的一

边，西方其他国家也基本追随美国的伊朗政策。①

迄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处于美国主导的非常严厉的制裁下，伊

朗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发展依然相当困难。对伊朗尤其不利的是，美国

总统特朗普从参选到现在一直是伊朗现政权的坚定反对者，他上台以

后美国对伊朗施加了更大压力。同时，伊朗与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大

国的关系也是不温不火。伊朗与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关系的确要比

伊朗 西方关系更好一些，即使是在伊朗遭受严重国际制裁的情况下，

中国也与伊朗保持较高水平的经贸往来，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上与伊

朗也多有协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伊朗骨子里面更倾向于和欧美

而不是东方交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２０１５年伊朗核协议签署后的一段

时间内，那时本以为与西方关系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伊朗鲁哈尼总统明

显降低了与中国交往的热情，另外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在发展与伊朗关

系时也难免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所以迄今伊朗与俄罗斯、中国等非

西方大国的关系在能否进一步深入发展上仍存在变数。

伊朗面临的中东区域环境亦不理想，德黑兰在这里有两大强

敌———沙特和以色列，美国的这两个中东盟友都把伊朗视为自己的头

号敌人，它们都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围剿伊朗。鉴于美沙以三国在

中东的实力和影响力，伊朗在本地区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此

外，就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而言还必须要注意的是，霍梅尼的外交

遗产还包括“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欺凌他国的国家，无论它是在东方还是

在西方”，“我们不能把自己与其他穆斯林们分裂开来”等。② 伊朗的此

等外交主张的确有追求公平正义的一面，并且有时候会执着于此，这难

能可贵；但是在自身已经是经济发展严重放缓、国际处境不理想的情况

下，伊朗的这些诉求只会给它带来更多麻烦，比如有些国家会把伊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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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对美国的仇视可参见范鸿达：《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新华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霍梅尼：《伊玛目霍梅尼箴言集》，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与出版机构，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８、
１５９页。



如是举动视为德黑兰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势力扩张，从而会进一步恶

化伊朗本就不理想的国际环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黎巴嫩真主党、巴

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势力的支持都在不

同程度上反映出这一点。

六、结语

伊朗伊斯兰革命已经走过４０年，它在当时的爆发显然具有强大的

合理性，也取得了一些发展成就，比如赢回了自恺加王朝以来伊朗就逐

渐失去了的国家独立自主，并且在国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国民

提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值得称赞的保障。但是，伊斯兰革命者的治国

理政实效显然越来越无法令伊朗人民满意，伊斯兰革命继续存在的合

理性甚至合法性已经招致伊朗民众日益加重的质疑，伊朗伊斯兰宗教

势力在国家中的形象也有了一些变化。

尽管早在１６世纪初期什叶派伊斯兰教就成为伊朗的国教，但是宗

教势力成为国家当仁不让的主宰在伊朗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伊朗对巴列维王朝疏远伊斯兰教的一个过度反应。伊朗毕竟

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宗教势力也积极参与了捍卫民族国家利益

以及争取民主的斗争，巴列维王朝对伊斯兰教的过分打压给自己带来

了麻烦。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宗教势力掌控了伊朗，国家的伊斯兰宗

教特征也随之有了显著提升，在教士阶层在社会场景中的广泛存在、妇

女的着装、大学之前教育的男女分离、人之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有鲜明体

现。既然伊斯兰宗教势力成了国家发展的主导者，那么教士们就要承

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就要为民众福祉和区域甚至世界的和平负责，一

旦无法较好地完成任务，作为国家领导者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就要饱受

批评，甚至伊斯兰教的整体形象也会随之受损。

过去４０年伊朗历经革命、战争、制裁，还有内部的派别争斗，但即

使是在如此状况下，相对中东很多国家而言，伊朗整体的社会状况也相

当平稳和安全，在所谓“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的时候，伊朗也基本一如

１８１　伊斯兰革命视域下的伊朗发展观察　



既往，这一方面说明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控制力，同时也说明了伊朗人民

具有洞察国家发展的能力。笔者近些年来对中东各主要民族国家均进

行过深入田野调查，深刻感知到伊朗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建立在此基

础上的人民的较高素质，这的确是伊朗国家的巨大财富，发挥恰当的

话，伊朗民众的潜力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伊朗也具有发展国家的优良自

然资源和条件，比如石油、天然气、地理位置等。伊朗所具备的人力资

源和自然条件本应让国家获得更好的发展，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这更凸

显了伊朗执政者在促进发展国家方面的短板。

目前伊朗国家的发展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上台后日益加码

的国际制裁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恶化的国际处境，导致伊朗国内经济

发展更加不力，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伊斯兰革命政府在应对地震和洪

灾等自然灾害方面的不力也令民众不满意。已经走过４０年的伊斯兰

革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伊朗民众现在渴求的是能够带来国家积

极发展的根本性改革，伊朗当政者务必要对这个日趋紧迫的客观需求

做出积极、及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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