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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 １９ 世纪 下半叶 以 来 ， 形 成 中 的黎 巴嫩基督徒 的 国 家认 同

呈现 出 多 样性和复 杂 性 的特 点 ，
经 历 了 大 黎 巴 嫩 、 小黎 巴 嫩 、 大叙利 亚 、

大阿拉伯等 多种认 同 的过 渡 ， 最终确 立 了 大黎巴嫩 国 家认 同 。 尽管基督徒

国 家认同 存在 多种 表现形 式 ，
但各种认 同 在 目 标上存在 共 同性 ， 其 中 大黎

巴嫩 国 家认 同处 于 主要地位 。 黎 巴 嫩基督徒的 国 家认 同
，
对 于黎巴嫩 国 家

的构建 ，
以及后来 的政 治发展产 生 了 重要影 响 。

关键词 黎巴嫩 基督徒 国 家认 同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 国家 的公 民对 自 己祖 国 的历史文化传统 、 道德价值

观、 理想信念 、 国家主权等 的认 同 ， 即 国 民认同 。 国家认 同实质上是
一个

民族确认 自 己 的 国 族身份 ， 将 自 己 的 民族 自觉归属于 国 家 ， 形成捍卫 国家

主权和 民族利益的 主体意识 。
？ 国家认 同理论认为国 家是

一种政治 、 历史 、

文化 、 群体等多种 因素复合 的共 同体 ，
而这些 因素及它们之间 纷繁复杂 的

关系也影 响着 国家认同 的 构建 。 作为
一

个群体 ，
黎 巴嫩基督徒对 自 己 所在

国家的感知 、 认可 和归属 ， 深刻地影 响 到黎 巴嫩 的 国家形态和 国 家属性。

黎巴嫩国家是 由基督徒 和穆 斯林共同 组成 ， 官方认可 的宗 教派别有 １ ８ 种 ，

． 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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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大部分为基督教 的派别 。 黎巴嫩 基督徒主要 由 马龙派天主教徒 、 希腊

东正教徒 、 希腊天主教 徒 、 亚美尼亚东正教 徒 、 亚美尼亚 天主教徒 、 叙利

亚东正教徒 （ 雅各教派 ） 、 叙利亚天主教徒 、 迦勒底教 （
亚述天主教 ） 徒 、

拉丁天主教徒 、 福音派新教教徒和
“

科普特
”

组成 。
２０ １ ３ 年黎巴 嫩总人 口

约 ４ ３０ 万
， 其中 ４６％ 为基督徒 ，

马龙 派天 主教徒 占黎 巴嫩 总人 口 的 ２ ２％
，

希腊东正教徒 占 ６％
，
亚美尼亚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共 占 ３％ 。 马龙派一直

在黎 巴嫩国家政治中 占 据重要地位 ， 其 中 ２０ １ １ 年在议会中 占 据 ３４ 席 ，
约为

基督徒总议会席位 的 ２６ ．５％
， 它是黎 巴嫩最大和最有政治权 力 的 基督徒 教

派 。 国内外对黎 巴嫩 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黎 巴嫩 内战 、 黎 巴嫩什叶派 的历史

与政治发展 、 黎 巴嫩共和 国的 发展 、 黎 巴嫩政治发展等方 面 ，
而缺乏对 黎

巴嫩基督徒的研究成果 。
？ 以黎 巴嫩基督徒为个案 ， 分析其 国家认同 ， 有助

① 例如
： 赵增泉在 《黎巴 嫩内 战及其教 派冲突的历 史根源 》

（
载杨灏城 、 朱克柔 主编 《 民族

冲突和宗教争端 ： 当 代中 东热点 问题 的历 史探索 》 ， 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９６
）
—文 中论述 了 黎

巴嫩 内 战的教派根源和各教派的发展情况 ；
李福泉 在 《从 边缘到 中心——黎 巴嫩 什叶派 政

治发 展研究 》 （ 西北大学博士论 文 ， ２００８
）
—

文 中论述 了 黎巴嫩什 叶派从 黎 巴嫩 政治 的边

缘地 位到政治中 心的发 展历 程 ， 对 什叶 派政 治发展 进行 了 系统 、 较 为 全面 的研 究 ； 哈 利

德 ？ 维克尔在其 著作 《 黎巴嫩 内战 ： 起 源和政治维 度 》 （
Ｈ ａｒａｌｄＶｏ ｃｋｅ ， ：ＴＡｅ Ｌｅ６＜ｍｅＳｅＩＴａ ｒ ／ｔｏ

Ｏ／ｉｇｉｎｓ（ｍｒｆ Ｚ） ｉｍｅｎ ｓ ｉｏ／ｗ
，
Ｃ．Ｈ ｕｒａｒ ＆ Ｃｏｍ ｐａｎｙ ，

１９７ ８
） 中 论述 了 黎 巴嫩 内战嫌 发 的内

外原 因及 黎巴嫩政 治发展 的困境 ； 莱 利 ？ 艾里 斯在 其著 作 《 黎 巴 嫩第 二共 和 国 》 （
ＫＡ ＩＬ

Ｃ．Ｅ ｌ ｌ ｉ ｓ
，Ｌ ｅｂａｎｏ ｎ

＇

ｓＳｅ ｃｏｎｄ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 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ｅ 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Ｃ ｅｎ ｔｕ ｒ
ｙ ，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Ｐｒｅ ｓ ｓ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
， ２００２ ）

中论述 了黎 巴嫩独立以 来面临的挑战 、 黎 巴嫩的宗教 、 文化和社会 阶层 、 黎

巴嫩 的城市化 、 经 济问题等 ； 乔治顿 ＊ 戴 维在 其著 作 《黎 巴 嫌： 共和 国 ： 国家处 于 危机之

中 》 （
Ｄａｖ ｉｄＣＧ ｏｒｄｏｎ

，
７％ｅｑ／

＂

Ｌｅｂａｎｏ ｎ
：
ｙＶａ“＜ｍｉｎＪｅｏ／Ｋｍｉｙ ， Ｌｏｎｄｏ ｎ

：ＣｒｏｏｍＨｅ ｌｍ ，

１ ９８３
） 中论述了 独立后至 １ ９８２ 年 ， 黎 巴嫩共和 国 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发展 的状况 ；

雇里 ？

艾维尔在其著作 《黎 巴嫩体制 的危机 ：
教派 主义和冲突 》 （

Ｋｏｕ ｒ
ｙ Ｅｍｒｅ ｒ Ｍ ，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Ｓｙｓｔｅ ｍ ：Ｃｏｎｆｅｓ ｓ ｉｏｎａ＾ｉｓｍａｎｄＣｈａｏｓ ，Ａｍｅｒｉｃ ａ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Ｐｕｂｌ
ｉｃＰ ｏｌｉｃｙＲｅ

－

ｓｅ ａｒｃｈ ，１ ９７６ ） 中论述 了黎 巴嫩教派政体 的可行性 、 教派政治制度 同政 治社会 化 、 政治现 代

化 的关 系 ， 以及对 教派主义政体的调整 等 ；
萨姆克 ？ 戴维 在其著作 《政 治多元 主义 ： 比较

研究 黎巴嫩 和加 纳 》 （ Ｄａ ｖｉｄＲＳｍｏ ｃｋ ，
Ｐ／ｕｒａ仏ｍ

：
Ｃｏｍ

／ｗ
ｉｒａｆｉ

ｔ
Ｊｅ Ｓｉ ｕｒｆｙ ｑ ／

＇

Ｌｅ／ｔ ａｎｏｎ

ａｍｉＧｈａｎａ ，ＮｅｗＹ ｏｒｋ
：ＥＵｅ ｖ

ｉ
ｅｒ

，１９７５ ） 中论述 了 黎巴嫩 国 家的政治 、 社会 、 文化 和宗教模

式 的特征 ， 教派 主义同黎巴嫩政 治体制 的关系 ， 以及黎 巴 嫩的政治 改革 等 。 国外研究黎 巴

嫩基督徒 的成果 ： 瓦立德 ？ 贾 阿斯 著 《黎 巴 嫩基 督教 民族 主 义 》 （
Ｗａｌ

ｉｄＰｈａｒｅｓ ， 心６〇财《

Ｃｈ ｒｉｓｔｉａｎＮａｔｉｏ 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 ｌｌｏｆ
ａｎ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 ｅ

ｔＢ ｏ ｕｌ ｄｅ ｒ ，Ｃ ｏｌ ｏ．ＬＲｉｅｎｎｅｒ ，

１ ９９５ ） ， 以 基督教徒的立场出 发 ， 用 民族及种族 冲突 的观点 审视了 从伊斯兰 教产 生到 《塔

伊夫协议》 签订这一漫长历史时期 中黎 巴嫩基督教徒建立 独立黎 巴嫩 国 家 的努力 ； 梅耶 ？

扎米尔著 《现 代 黎巴 嫩 的形 成 》 （
Ｍ ｅ

ｉｒＺａｍ ｉａ ，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ＭｏｄｅｍＬｅｂａｎｏ ｎ ，Ｌ ｏｎｄｏ ｎ ：

Ｃ ｒｏｏｍＨｅ ｌｍ ，１
９８ ５ ） ， 论述 了 黎巴 嫩山 省长 自 治的建立 ， 基督徒 为寻求 建立独立 的黎 巴嫩 国

家实体 的努力 和斗 争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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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理解黎巴嫩基督徒对黎巴嫩国家的认知 。

一 黎巴嫌基督徒国家认同 的类型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 基督徒的避难所 。 黎巴 嫩基督徒群体长期享有 自 治

的政治地位 ， 他们在抵抗阿拉伯人及奥 斯曼土耳 其人统治的 历史进程 中 ，

逐渐形成 了独立和 自 由 的政治夙愿 。 黎巴 嫩基督徒率先提 出 了黎 巴嫩 民族

主义思想 ， 倡导建立
一个独立的 基督徒 国家实体 ， 为 １９２０ 年黎巴嫩国家 的

形成奠定 了重要基础 。 而 由于宗教 、 地域 和社会阶层 上的 不同 ， 基督徒 的

国家认同观念存在诸多差异 ， 大致形成 了 四种类 型的 国 家认同 ： 大黎 巴嫩

国家 、 小黎 巴嫩国 家 、 大叙利亚 国家 、 大阿拉伯国家 。

（

一

）
大黎巴 嫩 国 家认同

黎巴嫩基督徒群体在对未来 黎巴 嫩国 家的构建过程 中 ， 形成 了建立 独

立的基督徒国家实体 的观念 。 大多数基督徒 ， 特别是居 主导地位的 马 龙派

主张在法国 的保护下建立
一个独立的 基督徒 国家实体 。 在 国家的疆界范围

上 ，
马龙派上层人士和教会主教都主张将黎巴嫩 国家从黎 巴嫩山 ￥扩至穆斯

林聚居区 ，
包括黎巴嫩北部 的 阿卡 、 南部的 阿迈勒 山 （ Ｊａｂａｌ Ａｍ ｅｌ ） ，

以及

沿海港 口城市 的黎 波里 、 赛达 、 提 尔和 贝 鲁特 。 所谓大 黎 巴嫩 国 家认 同 ，

是指基督徒将上述地 区纳人其构想 的 国家 中
， 即 国家的疆界扩至传统基督

徒聚居区黎巴嫩山 之外的 地 区 。 大黎巴嫩 国家认 同 观念 ， 是黎 巴嫩基督徒

群体的主流 国家认同 ， 在基督徒国家观念和归属 中 占主导地位 。

基督徒大黎巴嫩 国家认 同 的产生 ， 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 背景 。 从政

治上看 ， 大黎巴嫩国家认同是基督徒最大派别 马 龙派上层统治精英扩大 自

身权力 的需要 。 马龙派内部 以主教和行政委员会？为代表 ， 倾 向于延伸黎巴

① 黎 巴嫩 山 （
Ｍｏｕｎ ｔ Ｌ ｅｂａｎｏ ｎ

）
， 原为地理名称 ， 指地中海东 岸的一处 狭长 山 区 ； １６ 世 纪后转

化为政治名称 ， 指奥斯曼帝国内 的
一个半 自 治省份 ， １

９２０ 年后 指现代黎巴嫩中部 的一个省

份 ， 即黎 巴嫩山省 。

② １ ８６ １ 年 ， 欧洲 和奥斯曼帝国 签署了 一项组织法令 。 这项法令承认并保证黎 巴嫩在
“

省
”

的

建制下实行 自 治 ， 即穆斯塔法制度 。 规定 由奥斯 曼素丹任命一 名经有 关欧洲 国家 同意的非

黎 巴嫩籍基督教徒 为省长 ， 并 由黎 巴 嫩各教 派产生 的 １２ 名成员 组成
“

行 政委员 会
”

协 助

省 长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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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山的边界 。 他们主张在法 国 的保护下 ， 建立 一个独立 于阿拉伯世界之外

的基督徒实体国家 ，

一个疆域范围要 比黎 巴嫩 山省更广 的 大黎巴嫩 国家 。
？

他们认为 ，
尽管大量穆斯林人 口 会加入大黎 巴嫩 国 家 ， 但马龙 派在文化 、

政治上的优势 ，
以及法 国委任统治 当局 的支持 ， 可以保证基督徒在大黎 巴

嫩国家中居主导地位 。 从经济上看 ， 大黎 巴嫩 国家认 同满足 了基督徒领 袖

的经济利益需求 。 马龙派领袖认为 ，

“

因地理限制 ， 若要实现黎 巴嫩 山经 济

的全面发展 ， 只能将黎 巴嫩 山疆界扩大到包括沿海城市 的黎波里 、 贝 鲁特 、

西顿和提尔 ， 以及贝 卡和 阿卡平原等地区
”

。
② 一些基督徒经济精英 、 黎巴

嫩山省和 贝鲁特的企业家宣称 ，

“

独立 的黎巴嫩国 家需要有发展经济 的港 口

和城市贸易 中心
”

。
③ 因此 ， 对马龙派领袖 而言

， 穆斯塔法制度 ？不是他们 的

最终 目 标 ， 而是黎巴嫩人建国的第一步 。

大黎巴嫩国家认 同观念 ， 是现代黎 巴嫩国家建立 的重要基础 。 １９２０ 年 ，

在法国 的支持下 ， 黎巴嫩共 和 国成立 ， 亦即 大黎 巴嫩 国 家得 以 建立 。 大 黎

巴嫩国 家同 目前黎巴嫩 国家 的版图 相符 。 黎巴嫩共和 国是基于基督徒 和穆

斯林共存 的国家形态
，
它是

一种特殊的 多教派国家 。

（
二

）
小黎 巴嫩 国 家认 同

小黎巴嫩国家认 同 ， 是黎 巴 嫩基督徒 国家认 同 的 非 主流思想 和意 识 。

它是一部分 中下层基督徒 的 主张 ， 反 映 了基督徒对 于黎巴嫩 国家未来 构想

的分歧 。 穆斯塔法制度下的 黎 巴嫩 山 省 自 治是小黎 巴嫩 国家认同 的 制度基

础 。 黎巴嫩基督徒同 阿拉伯世界 的穆斯林在长期对抗过程 中 ， 形成 了 自 治

和 自 由 的传统 ， 黎巴嫩山 成为基督徒抵抗 外来人侵 、 维护基督教文 明 的坚

实堡垒 。 １ ８６ １ 年 ， 随着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之间 内战 的结束 ， 奥斯曼帝 国 给

予黎巴嫩山省 以穆斯塔法 （ Ｍｕｔｅｓａ ｒｒ ｉｆａ ｔｅ ） 即 自 治省 的政治地位 。 自 １８６ １ 年

①Ｍｅ ｉｒＺ ａｍｉ ｒ
，Ｃｒｏｏｍｈｅｌｍ Ａｕ ｓ

ｔ
ｒａ ｌ

ｉａＨ ｏｕ ｓｅ
，

１９８ ５ ， ｐ
＿

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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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所谓穆斯塔法制度 ， 是指依据 １ ８６ １ 年欧洲和奥 斯曼帝国 签署 的 《 黎巴 嫩组织法 令 》 ， 奥斯

曼帝国 给予黎巴 嫩山 省 自 治省的地 位 。 自 治省包括黎 巴 嫩山 省
，
不包 括 的黎波里 、 贝 鲁特

和西顿及贝 卡谷地 。 自 治省 由
一个 非穆斯林奥斯 曼基督徒穆斯 塔法辅佐 ， 通过选 举 的行政

委员会 和本地 招募的公务员 和宪兵 队来进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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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巴嫩山确立穆斯塔法政治制度 以来 ，
基督徒在反抗奥斯曼帝 国的 斗争 中 ，

不断争取 自 治权 ， 他们 的最终 目 标是获得完全独立 。 例如 ，
黎巴 嫩人有 自

己 的民族记忆和谙语 ：

“

最快乐 的事情 是 ， 在黎 巴嫩 山搭 一个棚 ， 养 只 山

羊 。

”？ 在穆斯塔法制度 下 ， 马龙派是最大 的群体 ，
马龙 派内部 ， 黎巴嫩人

认同观念最为强烈 。 显然
， 穆斯塔法 制度下的 黎 巴嫩山 省 自 治 ， 满足了 部

分黎巴嫩基督徒对 自 由 和特权的 要求 ， 他们主张建立 以
一

个黎巴 嫩山省 实

体为 中心的小黎巴嫩国家 。

小黎巴嫩国家认同的 目标是维护基督徒 的 自 由 和特权 。

“

小 黎巴嫩 国

家
”

的支持者要求保 留在黎 巴嫩山 省 的特权地位 ， 以黎 巴嫩 山省为界 ， 使

黎巴嫩完全地独立于叙利亚 和伊斯兰世界之外 。 他们认为 ， 黎巴 嫩国 家的

本质 ， 是保护黎巴嫩山省的基督徒 ，
为 中东地 区的基督徒提供庇护所 。

？ 乔

治 ？ 萨姆讲道 ：

“

黎巴嫩 已成为黎凡特地区 基督徒 的避难所 。

”？ 正如 １９０４

年黎巴嫩山省的外交部长保罗
？ 纳吉姆 （

ＰａｕｌＮｏｕｊ
ａｈｎ

）
所讲 ：

“

黎巴嫩 山

省民族运动的斗争 目标是完全地获得独立 。

”
？因 此 ， 小黎巴嫩 国家认 同的 目

标 ， 就是确立黎巴嫩山省的完全独立和 自 主的地位 。

（
三

）
大叙利 亚 国 家认 同

所谓大叙利亚国家认 同 ，
是指建立 一个大叙利亚 阿拉伯 独立 国家 ，

基

督徒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 黎 巴嫩山 省亦成为大叙利亚 国家 的
一

部分 。 黎 巴

嫩希腊东正教徒民族主义思想对大叙利亚 国家认 同影响很大 。 当 大黎巴 嫩

国家观念出现时 ， 希腊东 正教派则主张叙利亚独立 ， 黎 巴嫩 成为叙利亚的

一个行省
， 从而避免马龙派在黎巴嫩掌权 。

？ 希腊东正教 民族主义思想家安

东
？

萨阿德提出建立大叙利亚国 家 ， 主张建立一个基于本土文化 之上的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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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
① 他呼吁黎巴嫩和叙利亚组成联邦 国家 ， 将 黎巴嫩作为大叙利亚 国

家的
一个省 。 １９ ３２ 年 ， 他创立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 。 该党反对阿拉伯 民

族主义和黎巴嫩民族主义 。
？ 他曾想通过军事政变夺取黎 巴嫩政权 ， 实现建

立大叙利亚 国家的 梦想 。
１９４９ 年 ， 萨阿德 和他 的政党试 图在 黎巴嫩发动

一

场政变 ， 但 以失败 而终 。 随后 ， 萨阿德被逮捕 ，
审判和处决 。 １９６ １ 年 ，

该

党又发动了一场试图推翻政府的政变 ，
结果再次失败 。 黎巴嫩内战期间 ， 它

又一次试图推翻黎 巴嫩教派政治体制 ， 均以失败告终 。 因此 ， 萨阿德所倡导

的大叙利亚国家认 同观念 ，
不只 是一种思想或主义

，
它更多地成为指导政治

实践或运动 的方针 。 叙利亚社会 民族主义者党成为大叙利亚 国家认 同观念的

最大践行者 ， 它对黎巴嫩 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构成了危险 。

大叙利亚国家认 同在黎 巴嫩基督徒 中 占有重要地位 。 与马龙派的 国家

认 同观念不同 ，
它主张建立

一个独立 的叙利亚阿拉伯 国家 。 希腊东正教徒

和希腊天主教徒出 于 自身安全和 自 由 的考虑 ， 愿意接受大叙利亚 国家认 同 ，

而不愿接受大黎巴嫩 国家认 同 。 黎 巴嫩希腊东正教徒寄希 望于建立
一个大

叙利亚的阿拉伯 国家实体 ， 国家实行世俗化 。 历史上 ， 基督徒 的 大叙利亚

国家认同观念 ， 对黎 巴嫩 国家安 全造成 了威胁 。 黎 巴嫩与叙利 亚的 特殊关

系
，
两国边界的天然接壤 、 文化 纽带 ， 都对大叙利亚 国家认 同 观念产 生了

重要影响 。

（
四

）
大阿拉伯 国 家认 同

泛阿拉伯主义思想 ， 推动 了黎 巴嫩基督 徒大阿拉伯 国家 的 形成 。

一 些

黎 巴嫩基督徒知识分子主张建立 一个统一 的 阿拉 伯联邦 国 家 ，
恢 复阿拉 伯

帝 国的辉煌传统 ， 黎 巴嫩 以 自 治省 份的 地位存在 于 阿拉 伯联邦 国 家之 中 。

持此观点的人 ， 主要以 黎巴嫩海外移 民 中 的 埃及移 民 为代 表 ， 反 映了对 阿

拉伯统
一

事业的忠诚 。 这就是所谓 的大阿拉伯 国家认同思想 ， 即重建一个统

一的大阿拉伯 国家实体 ， 使所有阿拉伯 国家都统
一起来 ， 实质上是泛阿拉伯

主义认 同的重要形式之
一

。 虽然大阿拉伯 国家认 同思想对于现在黎巴嫩 国家

① 〔 美 〕 凯马尔 ？Ｈ ． 卡尔 帕特编 《 当 代 中东 的政治 和社会思想 》 ， 陈和 丰等译 ， 中 国社会科

学 出版社 ，
１ ９９２

， 第 ４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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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没有多大意义 ， 但它却是黎巴嫩基督徒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自 １ ９ 世纪末以来 ， 在泛阿拉伯主义思想 的熏陶 下 ，
黎巴嫩 的基督教知

识分子希望政治改革和政治独立 。
①

１９ 世纪后期 ，

一

些以马龙派为主的黎巴

嫩基督教知识分子提 出打破宗教隔 阂 、 建立统一 的 阿拉伯或叙利亚国 家的

主张 。
＜２

＞

其中最值得注意 的是黎 巴嫩基督徒知识分子奈 吉布
？ 阿佐利 的 思

想 ， 他主张建立一个统一 的阿拉伯 国 家 。 １ ９０５ 年
，
奈吉布 ？ 阿佐利在巴 黎

用法文出版了 《阿拉伯 民族主义的复兴 》 ， 以
“

阿拉伯民族委员会
”

的名 义

向西方列强发出 了一个措施强硬的宣言 。 他认为 ，

“

没有什么 比联盟 的纲领

更 自 由 的了 。 联盟首先要使公 民与宗教的权力分离 ， 为 了伊斯兰和阿拉伯

民族的利益 ，
形成

一

个阿拉伯帝 国 ， 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延伸到苏

伊士运河 ， 从美索不 达米 亚到 阿拉伯海
”

。
③ 此 外 ， 在立 宪组织 的形式上 ，

他认为政府应
“

建立在宗教 自 由和公 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 基础之上
”

；
在对

外政策上 ， 他认为应
“

尊重欧洲利益 ， 尊重迄今为止土耳其所允诺 的欧洲

的特权和优 惠权 ； 同 时尊重 黎 巴嫩 自 治 ，
也 门公 国 、 内 志 和伊拉克 的 独

立
”

。
？ 显然 ， 黎 巴嫩基督徒知识分子中 ，

对黎 巴嫩 国家认同存在着诸多观

念 。 大阿拉伯帝国联 邦的 国家认 同 ， 亦是黎 巴嫩基督徒为实现黎 巴嫩 山省

自 治的
一种选择 。 值得注 意的是 ， 黎巴嫩基督徒 的 阿拉伯 国家联盟并非完

全意义上的阿拉伯统
一

的 帝国思想 ， 它是在尊重各个主权 国家独立 的基础

之上的
一

种联邦式 的统一 。 阿佐利所主张的 联盟在对外政策 、 立宪组织形

式 的具体内容上 ， 都 同黎 巴嫩 国家密切相关 。 在对外政策上 ， 它保证 了黎

巴嫩可以独立地同西方保持密切关系 ；
在立宪组织形式上 ， 它保证 了黎 巴

嫩基督徒的特殊权益和 自 由 。 虽然黎 巴嫩基督徒的 国家认同 类型众多 ， 但

其共同基础均为维护基督徒的特权和 自 由 。

二 黎巴嫩基督徒国 家认同 的特点

黎巴嫩基督徒的 国家认 同 ，
根基在于基督徒的 自 治实体观念 ，

即 以保

① 彭树智 ：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 ， 西北 大学 出版社 ， １９９２ ， 第 ３ １ ９ 页 。

② 彭树智 ：＜ 伊斯兰教与中 东现代化进程 ＞ ， 西北大学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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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基督徒 的 自 由 和特权为根本 目 标 。 由 于黎巴嫩基督徒 的多样化 ， 基督徒

在宗教信仰 、 家族 、 地域分布 、 阶层 等方 面存在差 异 ，
基督徒群体在构建

未来 的黎 巴嫩 国家问 题上存在着诸 多分歧 。 而基督徒各 派国 家认 同 的多样

性和差异 ，
是黎巴嫩 以教派为分界线 的国家与社会形态产生的基础 。

（

一

） 基督徒国 家认 同 目 标 明 确 、 主 次鲜 明

在 中东地区 ， 现代国家的观念是 １ ９ 世纪殖民统治的产 物 ，
２０ 世纪才正

式提出来 。
？ 为构建这种 国家观念 ， 民族主义运动必须为所有民 众创造一种

新的分享神话起源和历史记忆 ，
这样才能证实

一种集体性认 同 。 他们必须

把 自 己 同邻国 区分开来 ， 以 形成他们 自 己文化的独特性
， 并强调他 们社 团

的历史纽带 。 很显然
， 黎巴嫩 国家 的发展进程 ，

是基督徒 民族主义运动的

结果 。 基督徒知识分子和领袖人物 ，
极力宣称黎 巴嫩基督徒在宗教 、 文化 、

思想方面与阿拉伯世界和奥斯曼帝 国的 不同 ， 主张建立一 个独立的 基督 徒

国家实体 。 自 １ ９ 世纪后半叶起 ，
黎 巴嫩基督徒兴起 了独立于奥斯曼统治之

外 的基督徒 国家观念 。 黎 巴嫩基督徒在对未来国 家的设想 上产 生 了 四种 国

家认同 ，
这 四种 国家认同 均具有 明确 的 目 标 ， 但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 。 大

黎巴嫩国家认词最终 成为黎 巴嫩基督徒 的 主流 国家认 同 ， 而小黎 巴嫩 国家

认 同 、 大叙利 亚国 家认 同 和 大阿拉伯 国 家认 同 成为基督 徒 的 非主 流国 家

认 同 。

四种国家认 同寻求的 目 标有一种相似性 ： 国家观念非 常清晰 ，
构想 的

国家 目 标也很明确 。 大黎 巴嫩 国 家认 同 ， 确立 了现代黎 巴嫩 国家 的政治版

图 ， 疆域范围 的延伸很 明 了 ， 保证 了
一个穆斯林和基督 徒共存 的 国 家 。 小

黎 巴嫩国家认 同 ， 是对传统的穆 斯塔法制度 的进
一步保证 ， 疆域范 围仅 限

于黎巴嫩 山区 ，
维护 了 基督徒 国 家的本质 ，

即 以基督徒为 主导并进行统治

的国家 。 大叙利亚国 家认 同 ， 是对叙利亚历史 、 地理 、 文 化的认 同 ， 疆域

范围扩大到黎巴嫩 、 叙利亚地 区 ，
反 映 了大叙利亚主义思 想 ， 体现 了黎 巴

嫩同叙利亚的天然联 系 。 大阿拉伯 国家认 同 ， 是基督徒寻求在大阿拉伯帝

国统治下 自 治发展的 道路 。

①ＡｓｈｅｒＫａｕ ｆｍａ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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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国家认同的 内容很显 然有 主次之分 。 大黎 巴嫩国 家认 同代表 了基

督徒主流的 国家观念 ，
是黎 巴 嫩基督徒 国家实体观念 的 主导 者 。 小黎 巴嫩

国家认同反映了黎 巴嫩山 区 马龙派中下层和部分天 主教徒 的 国家观念 ，
它

很难对大黎 巴嫩国家认 同 的主导地位构成挑 战 。 而大叙利亚 国家认 同是希

腊东正教徒特有的 一种民族主义思想观念 。 它寄希望于脱离马龙派主导下

的政治实体 。 同时
，
大叙利亚 国 家认 同 观念 的 出现 ， 同 叙利亚在历史 、 文

化上对黎巴嫩的深层次影 响密不可分 ，
反 映了两者在文化上的联 系和政治

现实的需要 。 大阿拉伯 国家认同是基督徒对 以上三种 国家观念 的否定 。 它

是基督徒寄希望于继续存在于新建的 统一 的 阿拉伯帝 国 统治之下 的
一种 思

想 。 它有一个基础 ： 保障基督徒的特权和 自 由 ，
维护黎巴嫩的独立 自治 。

（
二

） 基督徒 国 家认 同 的 支持者是 国 内 基督徒和 海 外基督徒

侨民

黎巴嫩基督徒 由 国 内基督徒和海 外侨民基督 徒这两部分组成 ，
这使得

黎巴嫩基督徒 的国家认 同的支持者来 自 内部 和外 部两种 力量 。 国 内基督徒

和海外侨民基督徒 的 国家认 同观念思想存在重大差异 。 因地域 、 文化的 不

同 ， 两者的 国家认同形成鲜明 的对比 。

黎巴嫩 国 内各基督徒教 派的 国家 观念存在一定 的差异 ， 但大多数基督

徒更愿意 自治 。 大多数马龙派教徒 和希腊天 主教徒支持大 黎巴 嫩 国 家观 。

“

从 １ ８６０ 年开始 ， 马龙 派领袖就反对 削弱黎 巴嫩 山埃米尔 的统治权力 ， 反

对把黎巴嫩 山埃米尔 的权力 限制在一个小黎 巴嫩的范 围 内 。

” ① 此外 ， 大部

分希腊东正教徒赞同
“
一个世俗和独立的 大叙利亚

”

的 国家观 。 希腊东正

教徒对大黎 巴嫩 国家观念存有疑虑 ，
主要有两个原因 ：

一方面 ， 他们 担心

穆斯林的统治 ； 另一方面
，
他们担心马龙派的霸权地位 。

黎巴嫩国 内基督徒聚居 区域 的 差异 ， 亦 产生 了 不 同 的 国 家认 同 观念 。

马龙派 内部
， 以黎巴嫩山 省聚居区 为分界 线 ，

俨然形成 了两种不 同 的 国家

观念 。 居住在黎巴 嫩 山省腹地 的 卡扎伊家族坚决支持建立小 黎 巴嫩 国 家
，

维护 自 身的 自 治特权
；
而那些黎巴嫩 山和 贝 鲁特等地 区的 基督徒企业家们 ，

①ＷａｌｉｄＰ ｈａ ｒ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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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张扩展黎巴嫩 国家 的疆界 ， 增 强他们 的 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 。 居住在

黎巴嫩山省边缘地带或长期 同黎 巴嫩 山外 接触的 马龙派教派们 ， 宣称建立

大黎巴嫩国家可 以实现马龙派更大 的政治特权 和经 济利益 。 实 际上
，
因居

住区域的不 同 ， 黎 巴嫩 的希腊东正教基督徒之 间也存在着两种 不同 的 国家

观念 ： 那些最初居住在黎巴嫩山 的人 ， 比如库拉 （
ｋｕｍ ） 地 区的人 ，

支持大

黎巴嫩国家 ； 那些居住在黎 巴嫩 山 以外 的人 ， 则保持与叙利亚东正 教的 联

系 ，

？ 转而支持建立大叙利亚国家 。

黎巴嫩海外基督徒侨 民对黎 巴嫩 的 国 家认 同具有 多样 性的特征 。 黎 巴

嫩海外基督徒侨民 创建了 各种不 同组织 ， 为建 立独立 的 黎 巴嫩 国家 ， 在法

国和其他地区进行政治游说 。 以侨居巴黎的乔治
？

萨姆 （
Ｇｅ ｏｒｇｅ

Ｓａｍｎ ６ ） 为

例 ， 他曾主张三种不 同 的 黎 巴嫩 国 家认 同 观念。 早年 ， 他主张大黎 巴嫩 国

家认同思想 ； 后来 ， 他放弃了扩大黎 巴嫩山边界的 国 家观念 ， 而倡导建立 自

治的单独的黎巴嫩山 国家思想 ， 即建立小黎 巴嫩 国家 ；
他还主张大叙利亚 国

家认同思想 。 他说 ：

“

大黎巴嫩 的 自 治 ， 是对整个叙利亚领 土的保证 。

” ② 显

然
， 他对黎 巴嫩海 外基督 徒侨 民 的 国 家认 同 的 形成 ， 产生 了非 常重 要 的

影响 。

（
三

） 奥斯曼帝 国 和 法国 对黎巴嫩基督徒的 国 家认 同 产 生 了 重

要影响

黎巴嫩基督徒的 国家观念 ，
得益于基督徒本身 的历史观念和 自 由 传统 。

但基督徒的 国家认 同 的形成 ，
经常受到 外部势力 的影响 。 奥斯曼帝 国对 黎

巴嫩长期实行 自 治的统治方式 ， 保障 了基督徒 的宗教 自 由 和文化传统 ，
也

维护 了基督徒的政治特权地位 。 １ ８６ １ 年 ， 《黎巴嫩组织法令 》 的颁布 ，
正式

确立 了穆斯塔法的黎 巴嫩山 省 自 治实体 。 它使得基 督徒 保 留 了
一个相对独

立的政治实体 ， 为基督徒进一步建立独立国 家创造 了条件 。 １９ 世纪下半 叶

以来 ， 奥斯曼苏丹阿布杜
？ 哈米德二世 的残暴统 治使黎巴 嫩基督徒奋起 反

抗 ，
在黎巴嫩基督徒 中诞生 了 为独立 而反对奥斯 曼帝 国 的 民 族 主义思想 。

当时 ，
黎 巴嫩基督徒成为阿拉伯地 区 民族主义 的 主要倡导者 ， 成为反抗 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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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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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斯曼帝国专制和帝国 主义的主要思想阵地。
？ 黎 巴嫩基督教徒 ， 特别是马龙

派教徒开始寻找机会彻底脱离奥 斯曼帝 国 。

一

战后 ， 奥斯曼帝 国 的崩溃为

中东民族主义运动实现他们 的历史 目标创造 了条件 。 在此基础上
，
黎 巴嫩

马龙派基督徒主张建立一个独立于奥斯曼帝 国之外 的黎巴嫩国家 。

一

战后 ， 法 国在黎 巴嫩的委任统治促进 了黎 巴嫩基督徒 的 大黎 巴嫩国

家认同 。 当时 ， 黎 巴嫩基督徒 的 国 家认 同 观念要转变为现 实的 黎巴 嫩 国家

形态
， 需要借助法 国 的力量来实 现 。 从一定程度 上讲 ，

现代黎 巴嫩 国家的

建立
， 亦是法国一手操办的产物 。 在法 国委任当局古罗将军的推动下 ，

１９２０

年建立了黎 巴嫩共和 国 ， 国 家的疆界范围 扩展 到黎 巴嫩 山 省 以外 的 区域 。

因此 ， 黎巴嫩国家带有明 显的黎 巴嫩 民族 主义思 想的 色彩 ，
它是一个建立

在基督徒 自 由 和特权基础之上的 国家 。

（
四

） 基督徒知识分子是黎 巴嫩民族主 义思想和运动 以及黎巴

嫩 国 家观念的发起人和倡导者

有学者认为 ，
知识分子作为 一个阶层 ， 历史 地承担 了 民 族主义意识形

态的创造者和解释者 的角 色 。 他们强调
“

自 古以来
”

的 民族发展史 ，
指称

民族祖先和 民族符号 ，
从而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文化基础 。

？ 黎 巴嫩基

督徒知识分子是黎巴嫩国家认 同的发起人 ， 他们所倡导 的黎 巴嫩国家观念 ，

成为基督徒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 。 黎巴 嫩基督徒知识分子创造 了

黎巴嫩的历史神话 ， 并为基督徒 的 地理 、 文化纽 带 提供 了 基础 。 从地理 、

文化 、 血缘 、 教派归属 等要素 出 发 ， 黎 巴嫩基督 徒知识分子强调 了基督徒

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 不 同 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 。 早期黎 巴嫩基督徒知

识分子以研究黎巴 嫩地理、 历史 文化为主 ， 最具代表性 的 人物为布鲁斯 ？

纳杰姆 （ Ｂｕｌｕ ｓ Ｎｕ
ｊ
ａｙｍ ） 。 纳杰姆是一位来 自杰尼赫 （ Ｊｕ ｎｉｅｈ ） 的马 龙派知识

分子
，
受地理决定论？思想 的影响

，
他从黎巴嫩地理角度考察 了黎 巴嫩的历

① 彭树 智主编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 》 ， 西北大学出版社 ，
１９９７ ， 第 １ ５ ３ 页 。

② 徐迅 ：
《 民族 主义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５ ， 第 ７９ 页 。

③ 地理环境决定论 ， 简称
“

决定论
”

， 即以 自 然过程的作用来解 释社会和经 济发展 的进 程 ，
从

而归结于地理环塊决定政治体 制 。 地 理决定论是 由美 国 地理学家亨 廷顿 （ Ｅ ． Ｈｕｍｉｎｇｔ〇 ｎ ） 提

出 的
，
他于 １ ９〇３ ？ １ ９０６ 年在印度北部 、

中 国塔里木 盆地等 地考察后 出 版 《亚洲 的脉动 》

一

书 ， 认为 １３ 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是 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 日 益变坏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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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 国家观念 。 １９０ ８ 年
，
他在 《黎 巴嫩 问题 》

①
（ ＬａＱｕｅ ｓｔ ｉｏｎｄｕ Ｌ ｉｂ ａｎ ）

—

书 中提出建立
一个黎 巴嫩实体 的概念 ，

认为黎 巴嫩 的地理 概貌确定 了黎 巴

嫩的历史和认同 。 因此
，
基督徒知识分子 宣称 的 黎巴 嫩 民族特性 ， 为基督

徒群体创立独立的 国家实体奠定了基础 。

黎巴嫩基督徒 国家观念的形成 ，
是基督徒知识分子倡导 的 民族主义运

动的产物 。 精英知识分子也是民 族主义运动 的领导者 。 以 民族精英和知识

分子领导的 民族主义运动 ，
最终都是 以 民 族独立和 国家统

一

的方式来谋求

政治权力 的 。 而基督徒知识分子所倡导 的基督徒 民族主义 思想 ，
激发 了 基

督徒建立独立国家实体 的愿望 。 同 时
，
它也为基督徒的 国家认同观念提供

了思想基础 。 基督徒知识分子推动 了 黎 巴嫩基督 徒 民族主义 的 发展潮 流 ，

创造 了基督徒 的 民 族主义意识形态 ，
操 纵 了基督 徒民族主义 的政 治诉求 ，

即创立基督徒实体 国家 的 目 标 。 正如黎 巴 嫩基督徒 知识分子纳杰姆所指 出

的
， 只有在法国 的保护下 ， 建立

一个独立的 基督徒实体
——大黎 巴嫩 ，

才

能解决黎巴嫩问题。
１ ９ １ ９ 年 ， 纳杰姆发表 《腓尼基复兴 》

一文 ，
他呼吁建

立一个独立于叙利亚之外的大黎 巴嫩国家 。
？ 他 的思想对很多黎 巴嫩基督徒

民族主义者产生 了重要影响
，
黎 巴嫩 基督 徒知识分子们在法 国保护下

，
为

实现大黎巴嫩国家事业而斗争 。 因此
，
基督徒知识分子成为黎 巴嫩 国 家认

同的发起者 。 他们的思想 和主张促进 了 基督徒 民族主义运 动 ， 加快 了 黎 巴

嫩 国家的形成 。

三 黎 巴嫩基督徒国家认 同评析

在基督徒 民族主义思想 的 推动下 ，
在法 国及海外侨 民 的支持 下 ， 在基

督徒各教派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
以 及在基督徒 同穆斯林政治领袖 的协商下 ，

现代黎巴嫩国家最终形成 了 。 现代黎 巴嫩 国 家是一个多民 族 、 多宗教 、 多

元文化共存的 国家 ，
具有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双重特性 。

首先 ， 基督徒国家认 同的 实质是对 黎巴 嫩 国家 的构 建 ， 即确 立现代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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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 国家实体 的历程。 民族主义 目标之一是建构本民族的 国家 。
① 黎巴嫩基

督徒 民族主义思想催生 了基督徒 的 国家观念 ， 也确立 了 基督徒对黎 巴嫩 国

家的认同 。 不管是大黎 巴嫩 国 家认 同 ， 还是大叙利亚 国家认 同 ，
抑或是小

黎巴嫩国家认同 ， 基督徒 寻求的 政治 目 标是 自 治和特权地位 。 要 实现大黎

巴嫩国家认 同 ， 基督徒必须 同穆斯林达成
一

致 ， 构建一个穆斯林与基督徒

并存的 国家 。 而穆斯林寄希望 于将黎 巴嫩建 构成一个 阿拉伯伊斯 兰 国家 ，

或建立一个大叙利亚的 阿拉伯 国家 。 在法 国 委任 当 局推动下 ， 穆斯林默许

了现代黎巴嫩国家的建立 。 虽然 １９２０ 年 已建立 了现代黎巴嫩 国家 ， 但黎 巴

嫩人仍面临着两难抉择 ：
黎 巴嫩是一个阿拉伯 国 家 ，

还是一个带有
“

阿拉

伯色彩
”

的 国家 ？ 它是中东 基督徒 的避难所 ， 还是
一

个多元化的 教派共存

的 国家 ？
？然而 ， 黎巴嫩 国家 的建立 ，

违背 了马 龙派建立基督徒 国 家实体的

初衷 ， 黎巴嫩成为一个穆 斯林和基督 徒共享的 国 家 ， 成 了一个非穆斯林的

阿拉伯 国家 。 现代黎巴嫩政治发展的历程表明 ， 马龙派在黎 巴嫩 国 家中 的

主导地位正在逐渐衰退 ， 而穆斯林势力逐 步上升 ，
正成为黎 巴嫩政 治发展

中的主导力 量 。 大黎巴嫩 国 家认 同下形成 的 现代黎 巴 嫩 国家实体 ， 符合黎

巴嫩 的国情 ，
它反映了黎 巴嫩 国家 的特性 ， 即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 、

穆斯林与基督徒共存的 国家形态 。

其次 ， 基督徒 国家认同 的产生 与发展 ， 是基督 徒为争取独立不 断争 鸣

的过程 ，
大黎巴嫩国 家认 同 最终战 胜其他 国家认 同 ， 对现代黎巴 嫩国 家的

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 综观黎巴嫩基督 徒的 四种 国 家认 同 ， 基督徒对未来

黎巴嫩 国家的构建存在着严重分歧 。 国家疆界问 题成为影响基督徒 国家认

同的重大问题 ，
它实质上确 立 了基督徒 构建 的黎 巴嫩 国家 的 属性 。 例如 ，

寻求穆斯塔法制度下的 自 治 ， 就是把黎 巴嫩 山 区作为一个 国家疆界 的基础 ，

同时规定 了 国家的基督徒属性 ， 即基本上以 基督徒为主构建的 国家 。 显然 ，

大黎巴嫩国家认同 ，
就是将穆斯林聚居区 划归黎巴 嫩 国家 ， 最终使黎巴嫩

具有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存 的 国家 属性 。 马龙派领袖和教会主导 了 黎巴嫩

国家认同 的走向 ，
他们成为大黎 巴嫩国家认 同的坚定支持者 ， 也是 １９２０ 年

黎巴嫩共和 国 的主导者 。 马龙 派在 黎巴嫩居长期 主导地位 ，
为获取更多 的

① 周丕启 ：
《 民族 主义 与国家构 建 》 ， 《 国 际政治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７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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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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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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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或经济利益 ，
马龙 派政治领袖主张建立

一个大黎 巴 嫩国 家 ， 并得到 了

法国委任当局的支持 ， 大黎 巴嫩 国家认 同最终 战胜 了 其他 国家认同 。 基督

徒所构建的现代黎 巴嫩 国家 ，
是 为 了保证基督徒 的特权和 自 由 ， 而为维持

这种特权 ， 基督徒 同穆斯林 的矛盾将逐 渐激化 ，
最终酿成冲 突和 内 战 。 内

战结束后 ，
马龙派最终 承认 了穆斯林的 多数派地位 ， 同穆斯林达成一 致实

现 了政治和解 ，
使各教 派的政 治权 利接近平等 。 马龙派接受 了黎 巴嫩 国家

的政治现实 ，
承认什叶派成为黎 巴嫩最大的政治社团 。

最后
， 黎巴嫩基督徒群体 的 多样性和 基督徒 民 族 主义思想 的多元化

，

对黎 巴嫩基督徒的 多重 国 家认 同产 生了 重要影响 。 黎 巴嫩基督徒群体具有

多教派 、 多区域的特点 ， 同
一基督徒教派 内还存在不 同级别的社会阶层 。

从基督徒民族主义 思想 的影 响 上 看 ， 基 督徒 民 族主义 的多 元化特 点 ，

造就了黎巴嫩基督徒 国 家认 同 的多样性 。 黎 巴嫩基督 徒民 族主义运动促 进

了黎巴嫩各基督徒群体 的 联合 ，
以基督 教信仰 和民 族主义组织为 基础 ， 形

成了一种国 家观念 。 基督徒 民族主义者 选择 的 黎巴 嫩 国家认同 ，
包括 大黎

巴嫩 国家思想 、 小黎 巴嫩思想 、 大叙利亚 国家思想 以及 大阿拉 伯 国家 观念

等 ， 体现了黎 巴嫩各地区基督徒 、 各教派同 民族意识 的紧密结合 。 传统上 ，

黎巴嫩基督徒 民族主义 思想具有 两个特征 。 第一 ， 强调 黎巴嫩与阿拉伯 世

界地 区其他 国家的民 族主义的 区别 ， 在黎巴嫩对 国家 民族主义 （Ｗ ｔａｎ ｉ

ｙｙａ ）

的 忠诚高于
“

不确定 的和含糊 的
”

泛 民族主义 （ Ｑｗｍ ｉ
ｙｙ

ａ ） ， 后者意 味着将

超越现有的边界 。 第二 ，
强调黎 巴嫩 民族主义 的 重要 性 ，

即抵抗 中东地 区

两大主要威胁 ：

一是被政治伊斯兰化 的 阿拉伯 民 族主义
；

二 是不 同 的伊斯

兰运动都寻求建立一个伊斯 兰帝 国 。 后来 ，
基督徒 民族主义思想 逐渐发展

为马龙派 占主导的黎 巴嫩 民族主义 。 黎 巴嫩 民族 主义是 由 马 龙派知识分子

发起 的
一

种政治话语 ， 其 目 标是建立大 黎巴嫩 国 家 。 黎 巴嫩 民族主义思想

以基督徒的 自 由和特权为基础 ， 强调大黎 巴嫩 国家 的认 同观念 。

黎巴嫩海外侨 民的黎 巴嫩 国家认同 ， 成为影响黎 巴嫩 国 家属性 的
一

大

因 素 。 黎巴嫩海外侨 民 的 民族主义思想 ，
亦对黎 巴嫩 国 内 民族主义思想产

生了重要影 响 。 从阿拉伯主义 向叙利亚 主义和黎巴 嫩 民族主义 的发展 ，
是

大多数黎巴嫩移民知识分子共有 的思想特征 。 而海外 的黎 巴嫩穆斯林侨 民

们则反对建立大黎 巴嫩 国 家 ， 认为它是法 国支持 下的马龙派 国家 。 为 实现

基督徒和穆斯林在黎 巴嫩 国家 的和解 ， 黎 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领袖对 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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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民族主义进行 了 调整 ，

一定程度上适应 了 黎 巴嫩 多元教派共存的特征 。

黎 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在努力寻求和解 ， 最终黎巴嫩各派以
“

黎 巴嫩

主义
”

为 口号 ， 建立 了一个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存 、 文化多元和社会发展 的

国家 。 基督徒主流的 国家认 同 ，
即 大黎 巴嫩 国家认同使黎巴 嫩成为 中东地

区一个具有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存 、 多元文化发展 、 相对 自 由 和 民 主的阿拉

伯 国家 ， 但它又不是
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伊斯兰 国家 。

结 语

黎 巴嫩基督徒的 国家认 同 ， 实质上是基督徒 民族主义思想中 泛阿拉伯

主义 、 大叙利亚主 义 、 黎 巴嫩 民族主义等思想融合 的产物 。 基督徒 民族主

义的最终落脚点为 黎巴嫩主义 ， 即 以 黎巴嫩 为实体概念 ， 确立大黎 巴嫩 国

家认同 。 基督徒的 国家认同具有维 护基督徒 自 由 和特权地位 、 保证黎 巴嫩

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等积极作用 ， 大黎 巴嫩 国家认 同保 障了 基督徒 同穆斯林

共存的政治多元主义发展道路 ， 它成 为黎巴 嫩国 家 的发展基石 。 大黎 巴嫩

国家的建立 ，
反映了基督徒群体的政治诉求 和利益。 由 于没有考虑到穆斯

林群体 的利益诉求 ， 或者是压制 了穆斯林 的 政治利益 ， 它对后来穆斯林 同

基督徒 的冲突埋下 了伏笔 。 同时 ，
基督徒的 国 家认同 ， 与外部势力关 系密

切 ， 包括基督徒的 国 家观念 、 民族主义 运动都受到外部势力 的影响 ，
这对

黎 巴嫩 国家 的发展产生 了不利影响 。 黎 巴嫩 国 内各派在 国 家认同 上产生分

歧或矛盾 ， 如 １９５８ 年危机 、
１９７５－ １９９０ 年 内战 ， 为地 区和大 国势力插手黎

巴嫩内部事务提供了机会 。

［ 责任编辑 ： 李福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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