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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马龙派国家观念探析

胡耀辉
*

内容提要 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马龙派就构想了心目中的现代黎巴

嫩国家形态，历经小黎巴嫩国家观念和大黎巴嫩国家观念的碰撞，大黎巴

嫩国家成为现代黎巴嫩国家的雏形。马龙派的国家观念具有强烈的教派主

义国家观和亲西方的对外倾向两大特点，集中体现了多元主义国家理论的

内涵，即黎巴嫩是一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存的多元文化和多教派的国家。

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马龙派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亦是马龙

派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 黎巴嫩马龙派 国家观念 教派主义 多元主义

国家观念是一个意识范畴的概念，它的内涵亦随着历史形态的演进、

国家的发展而丰富或改变。① 作为一个群体，黎巴嫩基督教②马龙派对自己

所在国家的认可、感知和归属，深刻影响了黎巴嫩的国家发展。马龙派的

国家观念推动了现代黎巴嫩国家的形成。独立后，马龙派对黎巴嫩国家的

认知感和归属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故此，从黎巴嫩马龙派这一特定

群体角度出发，考察黎巴嫩国家形态的演变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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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璐: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观念的嬗变》，《广西民族研究》201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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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教徒和科普特组成。2016 年黎巴嫩总人口约 623. 7 万，

其中 40. 5% 为基督徒，马龙派天主教占黎巴嫩总人口的 21% ，希腊东正教占总人口的 8% ，

希腊天主教占 5% ，德鲁兹派占 5. 6%。马龙派一直在黎巴嫩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

中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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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CIA，World Factbook，https: //www. cia. gov / library /publica-
tions / the-world-factbook /geos / le.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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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亦能窥见现代黎巴嫩国家发展进程的某些特征。

一 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形成背景

马龙派是黎巴嫩国内最大的基督徒群体，自黎巴嫩独立至今，马龙派

在国内享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它所倡导的黎巴嫩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观

念，催生了现代黎巴嫩国家的形成。黎巴嫩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形成，是特

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建立在马龙派群体的经济、政治利益诉求的基础之

上，并借助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支持，最终形成了马龙派心目中的现代黎

巴嫩国家雏形。综合看来，影响黎巴嫩马龙派国家观念形成的主要因素有

如下三点。

第一，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为马龙派寻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创造

了条件。1861 年欧洲列强同奥斯曼帝国共同控制黎巴嫩山区，奥斯曼帝国

给予黎巴嫩山省以穆斯塔法 ( Mutesarrifate) 地位，即自治省的政治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以及法国和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霸权，

为马龙派构想的独立基督徒国家观念提供了机遇。① 1920 年 9 月 1 日，法国

委任当局正式宣布建立大黎巴嫩国家，马龙派长期寻求的基督徒统治的独

立黎巴嫩国家观念得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黎巴嫩国家从法国殖

民统治中获得独立，马龙派构想的独立国家观念最终成型。

第二，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政治上，

马龙派不满足于穆斯塔法自治地位，马龙派教会和世俗领袖都主张建立一

个更大的黎巴嫩国家实体。在黎巴嫩山省中央行政委员会的支持下，马龙

派主教成为黎巴嫩独立和建立大黎巴嫩国家的捍卫者，他主导了基督徒国

家观念的构建。1919 年，马龙派教会主教艾里斯·胡瓦耶克 ( Elias Huway-

ik) 到凡尔赛和会进行游说，要求法国支持其创建大黎巴嫩国家。② 此外，

黎巴嫩山省面积有限，缺乏商业发展的贸易港口和农业耕地，不能满足马

龙派发展经济的需要。马龙派领袖认为，“黎巴嫩山省要发展，就必须将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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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山省疆界扩大到包括沿海城市特里波利、贝鲁特、西顿和提尔，以及

贝卡和阿卡平原等地区”。①

第三，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建立了现代黎巴嫩国家，使马龙派主张的大

黎巴嫩国家观念最终成型。大黎巴嫩国家的建立，主要归因于法国分裂和

控制叙利亚的利益需要。1920 年，法国提出了不同于穆斯塔法的小黎巴嫩

国家②的“大黎巴嫩”国家观念。③ 法国委任当局把贝鲁特、特里波利、西

顿、提尔、贝卡谷地和巴勒贝克并入旧黎巴嫩省，组成了大黎巴嫩，将以

基督徒为主的黎巴嫩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叙利亚对立起来。④ 然而，大黎巴嫩

国家的建立，是马龙派教徒心中国家观念的重要体现。

二 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发展阶段

马龙派长期享有自治的政治地位，他们在黎巴嫩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构建了个性鲜明的黎巴嫩国家观念。由于马龙派政

治地位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导致马龙派在不同历史时期构想出不同的国家

观念，这种国家观念思想亦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
1. 大小黎巴嫩国家观念的碰撞时期 ( 19 世纪后期 ～ 1943 年)

自 19 世纪末以来，马龙派为未来的黎巴嫩国家构想了两种不同的国家

观念。一是同一宗教的小黎巴嫩国家观念，即将黎巴嫩构建为一个同一的

基督教徒国家。马龙派中下层民众支持该观念，例如 1926 年埃米勒·埃迪

就曾强调黎巴嫩是一个本土的、自由和独立于叙利亚之外的基督徒阿拉伯

国家。⑤ 二是大多数马龙派所倡导的主流国家观念———大黎巴嫩国家观念，

要求建立一个比黎巴嫩山省更大的、独立的黎巴嫩国家实体。1926 年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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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黎巴嫩” ( Petit Liban) 国家，亦称独立的黎巴嫩山省国家，一战期间一些马龙派教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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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洁: 《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

64 页。
Kamal S. Salibi，The Modern History of Lebanon，Frederick A. Praeger，Inc，Publishers，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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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宪法，命名大黎巴嫩为“黎巴嫩共和国”，成为现代黎巴嫩国家的制度基

础。1943 年 9 月，马龙派领袖比沙拉·扈里和逊尼派领袖利雅德·索勒赫

达成了一项民族和解协议———国民公约。国民公约规定在 17 个公认的宗教

社团间分配国家政治权力，黎巴嫩是一个持中立外交政策和享有独立主权

的国家。它解决了独立后的黎巴嫩国家定位问题，黎巴嫩具有东方和西方

的双重属性。这意味着黎巴嫩穆斯林必须接受马龙派教徒在黎巴嫩国家向

西方开放中的主导作用，而基督徒必须接受黎巴嫩国家是阿拉伯世界的一

部分。国民公约既界定了未来黎巴嫩国家的性质和走向，也使马龙派的大

黎巴嫩国家观念最终成型。因此，在现代黎巴嫩国家形成与独立的过程中，

马龙派的国家观念历经了大黎巴嫩国家观念与小黎巴嫩国家观念两种思想

的碰撞，最终以大黎巴嫩国家观念为模型建立了现代黎巴嫩国家。
2. 维护黎巴嫩主权与独立时期 ( 1943 ～ 1975 年)

黎巴嫩独立后至 1975 年前，马龙派国家观念集中体现为维护黎巴嫩国

家的主权和独立，保持黎巴嫩国家的基督徒特性和自由地位。其间，马龙

派国家观念面临着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观念和国内基督

徒教派大叙利亚主义的大叙利亚国家观念的双重威胁。黎巴嫩独立后，国

家主权面临着诸多挑战，且马龙派国家观念也易受地区局势和国内政局的

影响。如 1958 年埃及同叙利亚联合成立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黎巴嫩

穆斯林抗议马龙派主导黎巴嫩政治，他们要求黎巴嫩同叙利亚、埃及合并。

总统加米尔·夏蒙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呼吁美国援助黎巴嫩，维持黎

巴嫩国家的主权。此外，黎巴嫩国内还存在着分裂国家的思想和运动，以

叙利亚民族社会党所倡导的大叙利亚国家观念为重要代表。1949 年 3 月 31

日，黎巴嫩基督徒安东尼·萨阿德领导的叙利亚民族社会党发动了旨在推

翻黎巴嫩国家的武装起义。① 1961 年 12 月 30 日至 1962 年 2 月 1 日，叙利

亚民族社会党和下级军官又发动反对总统谢哈布的政变，结果再次失败。

很显然，叙利亚民族社会党成为大叙利亚国家观念实力最强大的践行者，

它对黎巴嫩主权和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
3. 马龙派政治精英捍卫独立的基督徒国家时期 ( 1975 ～ 1990 年)

1975 年至 1990 年的黎巴嫩内战期间，马龙派的国家观念呈现出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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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国家色彩，强调黎巴嫩国家是基督徒的国家，拒绝同穆斯林共存于

一个国家。马龙派感觉到自身的统治地位受到穆斯林同巴勒斯坦人结盟、

以及叙利亚驻军支持穆斯林力量的威胁时，马龙派开始寻求武力捍卫自己

的黎巴嫩观念。1976 年 9 月，以 “政治多元主义内军事统一”的名义，长

枪党领袖贝希尔领导的 8 名基督徒执行委员会成员成立了准军事黎巴嫩力量

( LF) 组织，其中包括贝希尔·杰马耶勒领导的长枪党组织、夏蒙领导的自

由国民党老虎旅、坦兹姆 ( Tanzim) 和艾特勒·萨卡尔 ( Etienne Sakr) 领

导的雪松卫队等马龙派民兵武装组织。自此，教派民兵武装力量粉碎了黎

巴嫩国家机器并侵蚀着国家的独立。① 1988 年 9 月，总统阿明·杰马耶勒任

期届满，任命军队司令米歇尔·奥恩出任总理，控制着贝鲁特东区，而叙

利亚支持萨利姆·胡斯以总理身份组建内阁，控制着贝鲁特西区。由此，

黎巴嫩出现了两个政府，即基督徒政府和穆斯林政府。马龙派领袖奥恩认

为胡斯政府非法，呼吁马龙派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的黎巴嫩基督徒国家。

1989 年 3 月，奥恩号召马龙派发动一场反对叙利亚军事占领黎巴嫩的 “解

放战争”。奥恩的国家观念，亦称奥恩主义，即通过马龙派民兵武装力量的

联合抵抗叙利亚的占领，最终创建一个独立的黎巴嫩基督徒国家。

4. 维护国家主权和反对叙利亚的占领时期 ( 1990 ～ 2005 年)

1990 年至 2005 年，马龙派的国家观念为维持黎巴嫩国家的独立，强调

黎巴嫩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意识，反对叙利亚占领黎巴嫩。内战后，马

龙派经历了从国家权力的中心到边缘化地位的转变，基督徒在总统、政府

和议会的权力日益削弱。1990 年 8 月，叙利亚占领贝鲁特后，增强了对黎

巴嫩的全面控制。世俗的马龙派领袖被叙利亚流放、逮捕或镇压，马龙派

教会主教纳斯鲁拉·瑟夫尔开始对叙利亚占领黎巴嫩表示不满，但他的政

治影响力有限。2000 年 9 月 20 日，马龙派主教委员会在贝鲁特宣称 “以色

列已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依据塔伊夫协议，该是叙利亚军队全面从黎巴嫩

撤军的时候了”。②贝鲁特声明是对叙利亚霸权的反抗，也是马龙派实现独立

的黎巴嫩国家的全面宣言。很显然，马龙派已适应了大黎巴嫩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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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不再要求建立一个基督徒国家，① 而主张捍卫黎巴嫩国家的独立和主

权。因此，马龙派对黎巴嫩国家的认知仍然是强调黎巴嫩的特性，即内战

前的多元教派共存的黎巴嫩国家。

5. 多元化的发展时期 ( 2005 年至今)

2005 年雪松革命后，黎巴嫩政治发展呈现出什叶派与逊尼派两大教派

对抗分化的趋势，马龙派被迫适应现状，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产生了分裂。

马龙派内部政治力量呈现碎片化和多样性的特点，马龙派教徒的国家观念

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5 年后至今，黎巴嫩国内形成了两大对峙的跨

教派政治阵营，即所谓的“3 月 14 日联盟” ( 由逊尼派主导) 和“3 月 8 日

联盟” ( 由什叶派主导) 形成激烈的政治对峙，两大阵营均有特定的外部联

系和国家观念。马龙派群体加入了两大政治阵营，他们在黎巴嫩国家属性

和发展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倾向。马龙派内部长枪党、黎巴嫩力量

党和教会主教瑟夫尔加入 “3 月 14 日联盟”阵营，而奥恩主义者加入了“3

月 8 日联盟”阵营。“3 月 14 日联盟”阵营主张黎巴嫩国家应面向西方和保

守的阿拉伯国家，强调黎巴嫩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要求解除民兵私人武装，

维护黎巴嫩国家的主权和统一。“3 月 8 日联盟”阵营主张黎巴嫩国家应面

向叙利亚和伊朗，强调真主党武装是 “抵抗”以色列运动的正义行为，认

为真主党武装是捍卫黎巴嫩主权的重要力量。自 2010 年叙利亚危机发生以

来，黎巴嫩马龙派内部产生分裂，米歇尔·奥恩同真主党结盟，并同情阿

萨德政权。② 而“3 月 14 日联盟”内的其他马龙派领袖则反对叙利亚和伊

朗。大多数马龙派对阿拉伯之春以及叙利亚危机较为冷淡，他们主张黎巴

嫩国家应在叙利亚危机中持中立和不参与的立场。③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

来，马龙派反对叙利亚难民涌入黎巴嫩境内，极力呼吁维护黎巴嫩国家的

主权和独立。2005 年的雪松革命非但没有统一国家，反而强化了黎巴嫩国

家沿着教派界线产生的两极分化。很显然，马龙派内部沿着两大阵营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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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Walid Phares，Lebanese Christian Nationalism: The Ｒise and Fall of an Ethnic Ｒesistance，Boul-
der，Colo. L. Ｒienner，New York，1995，p. 221.
NerguizianAram， “Lebanon，Syrian Instability，and the Ｒisks of Sunni-Shiite Competition，” in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October 2012，p. 13.
Geling，Gert Jan，The Lebanese Exception why Lebanon has been Immune to the Arab Spring，Bach-
elor Thesis，University Utrecht，July 2012，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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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处于分裂中，黎巴嫩国家依然处于教派分裂的深渊，且国家依附于不

同的国际力量，而使黎巴嫩国家呈现出多元化的国家形态和方向。

三 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基本内涵

所谓马龙派的国家观念，指的是马龙派心目中的黎巴嫩国家应该是什

么样的形象，亦即马龙派社群对黎巴嫩国家的憧憬和构想，体现了马龙派

社群在黎巴嫩国家中的地位。马龙派的国家观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观念、

国家权力分配观念、国家属性观念等内容。从国家理论出发，马龙派的国

家观念基本上反映了多元主义国家理论的学说和思想。多元主义者向往一

种“多元的国家”，国家实行最大限度的分权，国家内部没有一个绝对的主

权者。① 马龙派所主张的黎巴嫩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多元主义的国家观，如

强调国家权力的分化，反对中央行政集中化，主张黎巴嫩实行教派分权体

制的同时维持马龙派教派的主导地位等。

第一，马龙派的国家主权观念，主要包括黎巴嫩国家对内实行教派民

主制度和弱化国家权威的观念，对外强调黎巴嫩国家的独立，特别重申黎

巴嫩独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国家观念。马龙派心目中的黎巴嫩国

家就是一个具有主权多元性的国家，即国内强调教派、家族领袖的权威高

于国家权力，对外强调捍卫黎巴嫩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维持黎巴嫩国家的

基督教传统性。1975 年内战前，由马龙派总统主导的黎巴嫩政治呈现出国

家权力弱化的特点，但同时国家内部主权有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如谢

哈布总统执政时期 ( 1958—1964) ，黎巴嫩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权力集中和统

一。内战期间，马龙派自视为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抵抗巴勒斯坦人、

叙利亚或以色列等外部力量对黎巴嫩的占领。他们谴责穆斯林缺乏爱国主

义，指责穆斯林没有起来保卫黎巴嫩国家的独立和主权。② 1990 年内战结束

后至今，黎巴嫩国家权力仍然较为薄弱，国家的主权仍面临着外部力量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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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吴惕安、俞可平主编《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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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和国内祖阿玛①权力强大的双重挑战。实际上，1989 年各派签署的塔伊夫

协议，不仅没有捍卫黎巴嫩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而使叙利亚成为黎巴嫩

国内政治的主宰。2005 年 5 月底，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后，黎巴嫩恢复了

主权和独立，马龙派的国家主权观念得到了实现。但黎巴嫩国家内部权力

的薄弱化却较内战前有所增强，客观上反映了马龙派的国家内部主权多元

化的观念。2005 年至今，国家权威被教派权威所淹没。黎巴嫩军队在维护

国家稳定和主权方面的作用有限，这与马龙派的国家观念有关系。马龙派

心中的国家是一个无中央政府的国家，军队不能妨碍基督徒的政治权力和

特权。黎巴嫩国家权威的薄弱，主要是因为祖阿玛想要维持他们自己在体

系内的统治地位。黎巴嫩各教派内部的祖阿玛反对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

他们以“庇护人—保护人”之间的纽带关系维持着对黎巴嫩政治的控制和

影响。

第二，马龙派的国家权力分配观念，集中体现为教派分权制的国家权

力分配。在多元主义者看来，国家本质上是 “分” ( Distributive) ，而不是

“集” ( Collective) ，民主政治要求不断扩大区域自治和职业自治。② 罗伯特·

达尔也曾称: “如果 ( a) 一个国家是多头政治意义上的民主， ( b) 重要的

组织是相对自治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多元主义的民主政体。”③ 显然，黎

巴嫩具备典型的多头政治的民主条件，黎巴嫩国家是一个多教派共享的民

主政体。多元主义国家理论强调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的权力。黎巴嫩独立

后，马龙派在国家权力问题选择了自由的国家而不是强权的国家。④ 1943 年

国民公约，奠定了黎巴嫩国家的教派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也确认了黎巴嫩

中央政府非集权的发展策略，国家机构以教派为界进行划分，军队和国家

机器处于各教派的控制之下。内战前，国民公约确保了马龙派对国家权力

的垄断和主导。马龙派总统领导着一个庞大的政治庇护体系，它是黎巴嫩

基督徒享有霸权政治地位的象征和保证。内战期间，马龙派领袖反对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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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祖阿玛 ( Zu'ama) ，是政治领袖的意思，它的单数是扎伊姆 ( Zaim) ，黎巴嫩各主要教派内

都存在着数目不一的祖阿玛，他们有封建性的大地主祖阿玛和城市化的大商人祖阿玛之分，

而祖阿玛的核心是各教派社群内的家族领袖。
吴惕安、俞可平主编《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 20 页。
〔美〕罗伯特·达尔: 《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求实出版社，1989，第 5 页。
Tom Najem，Lebanon: The Politics of a Penetrated Society，Ｒoutledge Press，New York，2012，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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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派社群的特权，他们认为只有马龙派社群拥有主导地位，才能保障国

家的安全并维持教派权力分享的政治体系。内战后，马龙派不仅在黎巴嫩

政治中丧失主导地位，而且马龙派内部支离破碎并日益边缘化。1989 年，

塔伊夫协议试图在不同教派间建立更公平的权力分享模式。它引领着黎巴

嫩国家向一个以公民为基础的现代化和独立的国家方向发展———权力分离、

行政权力分散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享有平等代表权。后塔伊夫时代的黎巴

嫩政治体系呈现出相对公平和平衡的教派权力分配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国

内所有的教派社群，但它仰赖叙利亚当局和国内教派领袖的支持，国家权

力仍较为薄弱。2005 年，叙利亚撤军后，黎巴嫩国家的权力进一步弱化，

真主党所拥有的武装发动了一场黎巴嫩同以色列的战争，这是对黎巴嫩国

家主权和权威的蔑视，实际上反映了黎巴嫩国家内部权力持续性的分裂，

即碎片化的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同时，它也打破了内战前马龙派在国家权

力中的霸权地位，增强了教派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国家军

队和机器的权威更为弱化。

第三，马龙派的国家属性观念，主要指马龙派对黎巴嫩国家的认知和

归属，亦即马龙派的国家认同。黎巴嫩马龙派的国家观念经历了大黎巴嫩

国家、黎巴嫩山区国家到阿拉伯国家的演变，马龙派承认了黎巴嫩国家的

阿拉伯属性，但仍认为黎巴嫩国家具有文化和宗教层面的西方国家特性。

在黎巴嫩国家形成过程中，马龙派就强调黎巴嫩国家的特殊身份，即不同

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特性。独立后，马龙派强调黎巴嫩国家属性具有

两族国家特点，即面向西方的基督徒国家和面向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国家

观念，黎巴嫩国家与基督徒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都保持密切联系。显然，马

龙派构建的黎巴嫩国家身份，明显区别于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世界。然而，

黎巴嫩国家自身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性，助长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心目中国家

观念的发展，如教派的独立身份、微型的民族和国家。因此，每个社群或

教派都有自己的国家观念，即他们在一个更大的独立政治实体或黎巴嫩国

家内的微型民族或微型国家寻求独立。① 内战期间，马龙派就强调黎巴嫩基

督徒国家的特性，主张构建一个统一的基督徒国家。内战后至今，马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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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对黎巴嫩国家的认知，从孤立的基督徒国家观念逐渐转变为阿拉伯国

家观念。《塔伊夫协议》不再强调黎巴嫩作为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纽带的角

色，而是强调黎巴嫩的阿拉伯国家属性。然而，马龙派始终认为黎巴嫩国

家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它是阿拉伯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双重统一体。如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之父塞利姆·阿布 ( Selim Abou) 所言: “黎巴嫩将永

远是一个多社群或多教派的国家。”①

四 马龙派国家观念的特点

马龙派的国家观念，根基在于基督徒的自治实体观念，即以保证基督

徒的自由和特权为根本目标。某种程度上，黎巴嫩国家的形成，就是马龙

派所构想的未来国家观念的具体实践。黎巴嫩国家的特性，如国家权力的

软弱、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化国家的双重属性等，均

与马龙派所倡导的国家观念密切相关。马龙派构想了以教派为分界线的国

家与社会形态，使黎巴嫩俨然成为一个教派国家和教派社会。

第一，马龙派国家观念以教派主义的国家观念为基础。基督徒国家观

念到底是世俗国家观念还是教派主义国家观念呢? 世俗国家观念的核心是

民主自由，强调国家的世俗化，宗教脱离于政治。然而，黎巴嫩国家既不

同于政教合一的国家，也不是完全的政教分离国家，它是一种世俗与教派

的混合体。表面上看，黎巴嫩是一个世俗化的自由、民主国家，而实际上

黎巴嫩国家的内核为教派国家或宗派国家。教派是黎巴嫩国家的主要载体，

国家的宗教性非常明显。马龙派所构想的黎巴嫩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

维持基督徒教派的政治地位，即强调教派权力的重要性。自 1920 年法国委

任统治下建立的大黎巴嫩国家以来，宗教和政治间的相互影响成为黎巴嫩

政治的显著特征，教派归属决定了黎巴嫩人的身份和国家属性。1943 年国

民公约，明确规定了黎巴嫩国家权力和公民身份以宗教信仰或教派为界限

进行划分。1989 年塔伊夫协议，虽对黎巴嫩政治体系进行了修正，但它保

留了教派政治体系，确保了教派间权力的平衡。它还规定了黎巴嫩国家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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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阿拉伯国家和基督教文明属性，这意味着黎巴嫩仍然是一个教派联合的

国家。事实上，黎巴嫩人的身份并不取决于对国家的忠诚，而是取决对村庄、

家族首领以及所有宗教组织的忠诚。① 在黎巴嫩，所有人都归属于特定的教

派，教派成为黎巴嫩人社会身份的重要标记。黎巴嫩国家俨然成为一个多教

派共存的联合体，教派成为国家内部相对自治的 ( 独立的) 组织。

第二，黎巴嫩民族主义是马龙派国家观念的重要指导思想。马龙派的

国家观念以黎巴嫩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它象征着黎巴嫩国家的西方化遗

产。马龙派所主张的黎巴嫩民族主义先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黎巴嫩民

族主义不是反阿拉伯或反穆斯林的思想，它旨在维护黎巴嫩的国家独立和

主权。如马龙派长枪党领袖持独立的黎巴嫩国家主权观念，强调国家内部

基督徒—穆斯林能够平等地存在，黎巴嫩不得被阿拉伯世界问题吞没。② 独

立后，马龙派以黎巴嫩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强调黎巴嫩国家的基督教特

性，以及马龙派领袖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霸权。长枪党认为黎巴嫩是以马

龙派为基础的国家，其创立者皮埃尔·杰马耶勒将爱国主义等同马龙派主

义。③ 马龙派坚信地理上黎巴嫩属于阿拉伯东方，历史和宗教上属于西方，

基督徒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他们有别于阿拉伯人的重要特征。黎巴嫩民族主

义者拒绝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对西方有强烈认同感，坚持使黎巴嫩成为

中东地区一个基督徒的民主中心。④ 显然，塔伊夫协议使马龙派所倡导的黎

巴嫩民族主义丧失了合法性。内战后至今，马龙派教派民族主义不再是主

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马龙派内部形成了以黎巴嫩力量主张的基督徒民

族主义和奥恩自由爱国运动主张的世俗民族主义之间对立的状况。当前马

龙派的两种民族主义思想同样影响了马龙派的国家观念。黎巴嫩基督徒民

族主义者的代表是黎巴嫩力量党，他们认为在黎巴嫩国家内，基督徒无法

与穆斯林达成共识，黎巴嫩国家应该是一个由各教派自治聚居而组成的联

邦国家。黎巴嫩马龙派领袖米歇尔·奥恩倡导的反对政治教派主义、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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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ism，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2011，p. 1.
Frank Stoakes，“The Supervigilantes: The Lebanese Kataeb Party as a Builder，Surrogate and De-
fender of the State，”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11，No. 3，1975，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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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思想，强调世俗化是黎巴嫩走向现代国家

的重要前提。米歇尔·奥恩领导了一个基督徒政治组织———自由爱国运动

( FPM) ，主张建立一个世俗的黎巴嫩国家。

第三，马龙派的国家观念呈现出对外交往中的亲西方倾向。马龙派构

想的黎巴嫩国家具有鲜明的西方化模式，不同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主

张黎巴嫩国家在文化和历史上同西方有着密切联系。现代黎巴嫩国家就是

在法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马龙派长期依赖西方的庇护和支持，从而维持

黎巴嫩国家所具有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同时保障基督徒尤其是马龙派在

国家的霸权地位。事实上，黎巴嫩各教派都有自己的国家观和对外交往依

附对象，如逊尼派强烈地依附阿拉伯世界，主张黎巴嫩拥有阿拉伯国家的

属性; 马龙派则强调它们同西方的联系，主张黎巴嫩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

国家。亲西方的对外交往倾向，是马龙派对黎巴嫩国家认知的重要体现。

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少有的自由和民主国家。正如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

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瓦利德·法雷斯所讲: “黎巴嫩基督徒一直奉行着西方

的价值观念，他们强调不会与阿拉伯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一道反对西方

和以色列。”① 内战前，马龙派总统主导着黎巴嫩外交政策，可以说亲西方

的对外交往成为黎巴嫩国家外交的重要表现。内战期间，黎巴嫩国内存在

着两极分裂的政治共同体，大多数穆斯林支持泛阿拉伯主义，而绝大多数

基督徒支持一个亲西方的黎巴嫩。马龙派认为左翼和泛阿拉伯主义者旨在

推翻现存的黎巴嫩国家，也挑战了黎巴嫩国家的西方特性，并威胁马龙派

社群所享有的霸权地位。在马龙派看来，阿拉伯主义的本质是要削弱马龙

派的权力，并把黎巴嫩并入阿拉伯世界，最终使黎巴嫩丧失其西方特性。

内战后，尽管马龙派领袖公开宣称他们忠于阿拉伯世界，但它是阿拉伯国

家统治的地区内唯一的基督徒西方国家。2005 年后，黎巴嫩所有教派，因

反抗以色列和美国以及商人共和国的重建而产生分裂。马龙派认为黎巴嫩

国家应该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而实施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很显然，

黎巴嫩国家仍是教派社群凝聚的混合物，而非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16

① Kais M. Firro，“Lebanese Nationalism Verus Arabism: From Bulus Nujaym to Michel Chiha，”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40，No. 5，2004，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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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影响

马龙派所构想的黎巴嫩国家原型就是现代黎巴嫩国家的现状，它是一

个多教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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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派的国家观念，对黎巴嫩政治发展、民族国家构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是对现代黎巴嫩民族国家的构

建，即确立现代黎巴嫩国家的属性和基本形态。

第一，马龙派的国家观念构想了现代黎巴嫩国家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1943 年国民公约规定“黎巴嫩是个拥有阿拉伯面孔的独立国家”，同时黎巴

嫩也是一个文化和历史上属于西方基督教的国家。国民公约基本上符合马

龙派的国家观念，即保障了马龙派在国家权力中的主导地位。1989 年塔伊

夫协议规定黎巴嫩为阿拉伯国家的身份属性，宪法也明确规定 “黎巴嫩国

家具有阿拉伯的身份和信仰”，规定黎巴嫩是所有黎巴嫩人的祖国。显然，

塔伊夫协议解决了黎巴嫩国家身份的复杂问题，承认黎巴嫩国家是一个多

教派社群共存和分享权力的统一体，① 也强调黎巴嫩国家享有的阿拉伯国家

特性。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黎巴嫩国家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属性。

现代黎巴嫩国家具有两大特征: 一是相当多的基督徒人口; 二是黎巴嫩长

期同西方的友好关系。这两种特征与马龙派长期构建的黎巴嫩国家观念密

切相关。内战后，很多马龙派成员移民海外，马龙派政治边缘化以及塔伊

夫协议规定了黎巴嫩国家的阿拉伯属性，但马龙派仍维持着黎巴嫩国家的

基督教文明属性。马龙派在黎巴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仍是黎巴嫩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一员，他们构想了多元文化、多教派共

存的国家观。

第三，马龙派的国家观念塑造了一种强社会与弱国家相互对立的黎巴

嫩国家现实。它对黎巴嫩民族国家构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利于一个统

一的黎巴嫩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黎巴嫩国家是多种教派构成的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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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教派平衡模式来捍卫它的传统、价值观和政治体系。但教派体系并

没有解决好黎巴嫩国家构建问题。它使黎巴嫩国家呈现出强社会与弱国家

之间的互动局面，妨碍了黎巴嫩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发展进程。黎巴嫩国家

的软弱，根源于马龙派特有的国家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国家

权力分散，如中央政府权力不集中、政府和军队的权威弱，而社会力量强

大，如家族领袖祖阿玛对政府和地方权力的控制和操纵，以及强大的教派

权力等; 二是国家对外政策过多依赖外部支持，马龙派具有强烈的亲西方

性，强调马龙派的基督教文化特性。当前，黎巴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重新

建立一个权力平衡的国家，黎巴嫩的稳定越来越需要一个多元和自由的

政体。①

其次，马龙派的双重国家观念，对黎巴嫩外交政策影响较大。自独立

以来，黎巴嫩国家对外交往始终面临着西方化或阿拉伯化的两难抉择。1943

年国民公约规定黎巴嫩保持严格的中立外交政策，不加入阿拉伯世界和基

督徒欧洲任何一方。穆斯林领袖将忠于黎巴嫩以及马龙派的国家元首地位，

而马龙派将尊重、支持和接受黎巴嫩的阿拉伯主义色彩; 而所有教派都必

须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因此，黎巴嫩反对外部干预，它旨在减少教派紧张

并增强各教派对国家的忠诚。内战后，马龙派被迫接受了黎巴嫩各派达成

的塔伊夫协议，该协议解决了黎巴嫩的外交问题，承认了叙利亚占领黎巴

嫩的合法化。叙利亚占领期间，马龙派要求叙利亚撤军，维护黎巴嫩国家

的主权和独立。同时，马龙派呼吁西方国家尊重黎巴嫩国家的主权，最终

在美国和法国的联合支持下，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2005 年至今，马

龙派国家观念的对外交往方向也趋向分裂，出现了亲伊朗和叙利亚的奥恩

自由爱国运动同亲西方的长枪党、黎巴嫩力量党的对立。实际上，不管马

龙派内部如何分裂，马龙派选择的黎巴嫩国家对外交往路径始终是西方化。

正如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之父塞利姆·阿布所说: “对基督徒而言，西方文

明的世俗方面，仍然是黎巴嫩基督徒不可缺的物质和精神源泉。”② 自独立

以来，黎巴嫩一直存在着两种身份观念的对立: 黎巴嫩主义同阿拉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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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抗。马龙派群体仍倾向同西方国家保持密切联系，逊尼派则倾向同阿

拉伯伊斯兰世界保持密切联系。

最后，马龙派国家观念对黎巴嫩教派主义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马龙

派国家观念的核心就是维护马龙派在国家的霸权地位，马龙派寻求的独立

的基督徒自治实体，实质上就是将黎巴嫩构想为一个马龙派主导的教派分

权制国家。可以说，内战前的黎巴嫩是一个马龙派主导的教派国家，而内

战后的黎巴嫩是一个相对均衡的分权制教派国家。实际上，教派国家助长

了教派分权政治的发展，也使教派权力高于国家权威，形成了黎巴嫩人对

教派的忠诚高于对国家的忠诚的传统。1943 年国民公约规定依据 1932 年人

口普查的结果，以教派来分配国家的政治权力。它使黎巴嫩教派分权制度

化，黎巴嫩形成了特殊的分权制的教派政治。它规定马龙派总统享有绝对

的行政权，使马龙派在国家权力处于主导地位。内战前，马龙派反对改革

教派主义的政治体系，尽管一些穆斯林政治家和左翼组织主张激进地变革，

包括废除政治教派主义和将黎巴嫩改造成一个世俗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但大多数黎巴嫩人赞成维持一个具有东西方相混合的多元文化并繁荣独立

的黎巴嫩国家。内战期间，黎巴嫩左翼和穆斯林要求改变教派政治体系，

实行世俗化的政治，马龙派认为这是对黎巴嫩现存政治秩序的威胁。他们

不惜以教派准军事武装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黎巴嫩出现了穆斯林和基

督徒相对立的教派武装化局面。内战后，叙利亚军队占领黎巴嫩，解除了

马龙派的民兵武装力量，削弱了总统的权力，使教派权力分配得更为平衡。

但马龙派仍然接受了塔伊夫协议的现实，支持教派分权的政治体系，如哈

达德所讲: “内战后，超过 2 /3 的马龙派民众支持保存黎巴嫩教派主义体

系，反映了黎巴嫩政治依然为教派社群主义。”① 2005 年至今，黎巴嫩政治

呈现出教派主义强化趋势，教派的分化和组合成为当前黎巴嫩政治发展的

重要特点。黎巴嫩教派政治从基督徒—穆斯林的对抗转变为什叶派—逊尼

派的对抗，马龙派成为两大教派政治阵营的参与者，不再是黎巴嫩教派政

治的主导者。当前的教派主义更多表现为 “教派民主”和教派个人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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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① 而不像内战前马龙派所主导的霸权性教派主义政治。值得注意的

是，教派政治体系仍是现代黎巴嫩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黎巴嫩国家仍相

当软弱，实质上国家权力的实施，取决于各教派精英之间的志愿合作。国

家从未形成过真正的权威，而教派领袖和教派内的家族领袖祖阿玛是国家

权力的真正主导者。

结 语

综上所述，马龙派与黎巴嫩国内各派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国家观念，实际上黎巴嫩国家是马龙派政治精英同逊尼派政治精英相互妥

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不同教派间交往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不同宗教文

化交往的产物。然而，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反映了不同教

派群体间从文明交往走向文明自觉的过程，马龙派同各派间的思想碰撞、

妥协最终转变为各派共存于多元化的黎巴嫩国家。黎巴嫩民族主义从地缘、

文化和个人身份归属出发，建构了马龙派心目中的黎巴嫩国家。马龙派的

国家观念具有地缘上阿拉伯国家、文化和历史上西方化国家的特质，它强

调黎巴嫩国家的特性，即不同于阿拉伯主义的国家。黎巴嫩人或黎巴嫩主

义是马龙派的身份归属，而黎巴嫩国家的双重特性是马龙派寻求的国家观

念的一种选择。事实上，马龙派国家观念深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国内各

教派共存的教派分权体系是马龙派为维持其政治权力的基础，国外寻求西

方特别是法国的保护和支持，是马龙派维持黎巴嫩国家特性的重要条件。

因此，马龙派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国内教派间的政治权力平衡、

马龙派自我身份的认定，以及地区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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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In the Oil era，monarchy politics become a component and important form of

expression，authoritarian family politics is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authoritarian monarchy. Facing with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s

at home and abroad，reform of family politics shows the evolution feature of legal-

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it contains modern political ideas such as constitu-

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o a certain extent. Family politics shows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s，secular politics and elite politics. At the turning

of centuries，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started within the Al Saud，i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Saudi

Ara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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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banese Maronite's
National Idea

Hu Yaohui

Abstract: From the evening of 19th century，Maronite has conceived the

idea of a modern Lebanon state，after smaller Lebanese state and greater the Leb-

anese state of ideas collision，The greater Lebanese state become the prototype of

the modern Lebanese state. Maronite national concept has strong national outlook

of sectarianis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tendency in the west，it embody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pluralist state theory connotation，Lebanon is a state

of Christian and Muslim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se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aronite national ide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

litical status of maronite，is also the image of the Maronite to safeguard their own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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