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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赫 著 张文涛 译
”

内容提要 费 亚 兹
？ 萨伊赫 曾 为 阿盟驻联合 国参 赞 。 作者认 为 ， 阿拉

伯 民族主义 对西 方损 害 阿拉伯 民族 利 益 的政 策进行 了 反抗 。 在 冷战 期 间 ，

阿拉伯 国 家 因 与 西方 在殖 民主 义 和犹 太复 国 主义 问 题上存在冲 突 ，
其 态度

受到影 响
；
西方对待阿拉伯世界的 政策缺 乏对阿拉伯 国 家 主权和 民族主 义

的认 同和尊重 。 这些 都是造成 冷战期 间 阿 拉伯 国 家 对西 方 不信任 的 原 因 。

这些原 因 阐释 了 阿拉伯 国 家 的 中 立政策 先后 经 历 了 从遁世 冷漢到 消 极被动

再到积极主动 的发展过程 ，
也解释 了１９５ ５ 年 以 后

，
西方在 中 东地 区 的地位

日 渐 衰落 而 苏联则 步 步进逼 的原 因 。 有迹 象表 明 ，
阿拉伯 国 家 未来对待 西

方 的 态度有可能缓 和 ，
但是西 方 应该 首先主 动 改 变 ， 并 且改 变 的 条件 已 经

具备 。 阿拉伯 人 已经表现 出 不情愿 屈 从于 苏联对其 内 部事务 的 干 涉 的 态度 ，

阿拉伯 民族主义 已 经成 为 阿拉伯世界 内 反对 苏联 干 涉 的核 心 力量 。 如果西

方 能够 尊重 阿拉伯 国 家 的主权和合理诉 求 ，
他们会发现 在 东 西 方 力 量的较

量 中
，
阿拉伯 世界更有可 能加入 西方的 阵营 。

关键词 阿拉伯 民族主 义 美 苏 关 系 冷战 殖 民主义

认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美苏关系有两个基础 ，
这两个基础直接影响着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 但是 ，
这两个基础又常常被政治分析家和决策者忽视。

首先 ，
不用说阿拉伯国 家在东西方冲突 中

一

定会优先考虑 自 身 的利益

和诉求 。 从表面上看
，
阿拉伯 国 家的 共同愿望显然是从外 国 的控制下获得

自 由
，
并通过发展政治 、 社会 、 经济 ， 过上更加幸福 的 生活 ，

同时增加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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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 团结统
一

。 实际上
， 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

阿拉伯 对待东西方的 态度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 东西方对待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态度决定的 。

西方观察者在与苏联阵营相遇时 ，
习 惯性 地只 关注 自 身 的战 略 、 目 标

和利益 ， 而忽视了 阿拉伯世界作为
一种实际存在 ， 有其 自 身 的利益 、 目 标

和愿望 。 近年来 ，
美国和阿拉伯之间 的 各种误解大都可 以 归 因 于这种只 从

东西方冲 突的角度看待 阿拉伯 民族主义 ，
甚至希望拉伯 国 家放弃 自 身利益

而屈从于西方需求 的做法 。 相反
，
至少从 １９５５ 年开始 ， 苏联就宣称将阿拉

伯国家的 民族利益 和苏联与西方 的矛盾 冲突 区分开 。 而且 ， 苏联也是这 么

做的 ， 他们对阿拉伯 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
从未提出 让阿拉伯 国家服从苏联

阵营或在东西方对垒中 站在苏联一边等附加条件 。

理解冷战 中阿拉伯 民族主义的 地位的 另
一个 重要方面是把美 国 和西方

区分开
，
从而也把美苏关 系 和东西方冲突 区分开来 。 这一 区 分的重要 意义

在于意识到 西方作为冷 战 的
一方 ， 除 了 美 国 ， 还 包括其他

一些 欧洲大 国 。

在冷战前许多年 ，
阿拉伯 民族主义已经和这些大 国进行 了 多年的殊死斗争 ，

并且这些斗争的原 因与冷战毫无关系 。 从 １７９ ８ 年拿破仑人侵埃及开始 ， 直

到第
一

次世界大战后 ， 斗争达到高潮 ，
阿拉伯几 乎所有领土被英 、 法侵吞 ，

还有一小部分被意大利和西班牙 占领 。 虽然在 １９ １ ６ 年阿拉伯革命中 ， 阿拉

伯人与英国联合发动 了推翻奥斯曼帝 国 的 起义
，
并最终解放 了

“

肥 沃新月

地带
”

， 阿拉伯半岛也最终脱离了奥斯曼帝 国 的统治 ， 但是 这
一胜利成果很

快因英法瓜分这一地区而化为乌有 。

在东西方冲突 中 ，
在西方 的发 展历程 中 ， 把美 国与 西方等 同起来并不

利于团结阿拉伯人 民共同支持美 国 的事业 。 阿拉伯 人其实 和其他众多 的 亚

非洲民族
一样 ， 并没有把冷 战看成是美 国 民主和苏联共产主义 的 冲 突 ， 而

是把它看作是两大行为主体——两大力量集 团 的较量 ， 其 中
一方就包 括亚

非人民斗争多年 ， 并正在从其手 中争取 民族独立 的殖 民列强 。

对阿拉伯国 家冷战态度的评价

首先
，
从阿拉 伯人 民 的思 维角 度 出发

，
站 在 阿拉伯 民 族主义立场 上 ，

同时考虑欧洲殖 民主义与西方发展历程的关 系是判 断阿拉伯 国家对待冷 战

态度变化 的关键 。 二战结束 后 ，
阿拉伯 国家对待冷战 的 态度经历 了 四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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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 。 其中 ，
１ ９４７ 年 、

１ ９５ １ 年和 １９ ５５ 年分别是这 四个阶段 的分界点 。

第
一

阶段

第
一阶段从 １９４５ 年到 １９４７ 年 。 众所周知 ，

这一时期是冷战形成时期 。

阿拉伯 民族主义对 以西欧为主的 掠夺殖 民 主义的鲜活记忆深刻地影响 了其

对正在到来的东西方冲 突 的 态度 。 其实 ，
这一时期阿拉伯 国家反对殖 民主

义 的斗争并未结束 ，
因为还有很大部分的 阿拉伯土地直到二战结束 尚未获

得解放 。 显然 ， 美国并未参与阿拉伯 民族主义摆脱西欧殖 民主义 的斗争过

程 。 受威尔逊主义的影 响 ， 美 国 的 教育者 、 传教士 、 慈善 家共同开创 了美

阿友谊 ，
这种友谊持续 了

一百 多年 ， 并且 因为美 国奉行反对殖 民 主义 的外

交政策 ， 这种友谊存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的二十年 。 然而
，

二战刚结束 ，

美 国就紧随英国 的脚步涉足 中东 ， 支持犹太复 国主义 。 美 国不顾 １９ ４６ 年英

美质询委员 会的建议 ，
以极大的热情插手联合 国有关巴勒斯坦 问题的决议 ，

在 以色列建 国问题上广施影响 。 因 为这种做法 ， 美 国一下子变 为吞食阿拉

伯权益 的帮 凶 ， 令阿拉伯 国 家更为担心和恐惧的 是 ， 这种干预 比殖 民 主义

更要命 。 因此 ， 即使在冷战成为 国 际关系 的 主要特征之前 ，
西 方大国 已 经

因 为英 、 法 的殖 民政策和英美的亲锡安主义政策而招致怀疑 、 敌对和反抗 。

第二阶段

冷战的爆发并未彻底 改变这种局势 ，
因为在冷 战初期 中东并 未受 到影

响 。 阿拉伯 民族主义对冷战冷 眼旁观 ，
继续与西方对立 ，

原 因仍 然与冷战

无关 。

第二阶段的时间 为 １ ９４７ 年到 １９５ １ 年 。 这一阶段阿拉伯 民族主义者对待

冷战的态度受到四方面影响 。

首先 ， 东西方冲突是在阿拉伯世界之外 。 共产党 和工 人党情报局 的重

建 ， 捷克斯洛伐克政变 ， 第一次柏林危机 ， 朝鲜战争 ， 所 有这些事件都远

离 中东的 日 常意识范 围 。 阿拉伯人更关心 自 己 的 问题 ， 清除英国人在苏伊

士运河的基地 ， 重谈 《英 国
一伊拉克条约 》 ， 战后 阿尔及利亚首次政变等 ，

当然还有最重要 的——巴 以战争 。

其次 ，
在这一阶段

， 作为冷战
一方的苏联完全远离阿拉伯人的视野 。

再次 ， 冷战的 另 一方——西方 ， 虽说不受欢 迎 ， 但是 他们 的确实实在

在就在阿拉伯世界里 。 直到 １９ ５ １ 年 ， 西方殖 民列强还 占领着摩洛哥 、 阿尔

及利亚 、 突尼斯 、 利 比亚 、 苏丹和阿拉伯半 岛 的 东南边缘 。

一个 由 西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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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犹太 国家 已 经建立起来 ， 这个 国家 以 牺牲 阿拉伯 国家 的利益 为代价 ，

占据 了 巴勒斯坦大部分领土 ，
而且 西方军 队仍 然驻 扎在埃及 、 伊拉克和约

旦这样的 已经独立 的国家里 。

最后 ，
关于意识形态 的问 题 。 这是东西方 冲突 的核心 ， 但阿拉伯人根

本没有把它放在 自 己 的头脑里 。 共产 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 或者是一种社会

经济组织形式 ， 在阿拉伯世界鲜有追随者 。 这种外来 的意识形态 ， 根本无

法与阿拉伯世界的宗教说服力 、 个人信仰 、 民族 规约和基本 的 文化传统相

提并论 。 因此 ， 从 １ ９４７ 年到 １９５ １ 年 ，
阿拉伯民族主义因为无意卷人意识形

态和政治事务 ，
对冷 战表现 出 极为冷漠 的 态度 。 如 果说两者有 交集 的话 ，

那么 唯
一的交点是 ： 西方作为东西方 冲突 的

一方 ， 因支持犹太 复国 主义而

与阿拉伯人民 日 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存在着矛盾 。

第三阶段

从 １ ９５ １ 年到 １ ９５５ 年 ， 阿拉伯 民族主义对待冷战的态度开始过 渡到 第三

阶段 。 其标志是 １ ９５ １ 年西方提出 在中东地 区建立 防务组织 。 我们稍加 回忆

就会想起
，
西方在冷 战初期 ，

根据 其对苏联 阵营 的 遏制政策 ，
在欧洲 和远

东建立起集体安全防务组织 ， 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太平洋共 同 防卫组织

等 。 然而
， 直到 １９ ５ １ 年

，
中东地区 的亚非部分还 只是被看作苏联的 毗邻 区 ，

并未被纳人西方集体 防务体系 。 遏制体系 出 现这种漏洞 ， 是因 为西方认为

英 国在阿拉伯领土上驻军和 设立军事基地是事实上 的军事 占领 。 然而
，
直

到 １９５ １ 年 ， 西方才意识到英 国在阿拉伯 的 地位岌岌可危 ， 于是第一次向 阿

拉伯 民族主义伸 出友好之手 。 当 年 １〇 月 １ ３ 日
， 埃及受邀进人西方关系 圈 ，

同时西方国家经过互相妥协 ，
同意 苏伊士军事基地脱离英 国管 理 ， 开始迈

开 国际化 的步伐 。

阿拉伯 国家对于西方 的上述行 为作何反应 呢 ？ 西方政 客们起初天真地

认为 ， 只要他们改变 以前的 错误做法 ，
在基本政策不变 的条件 下 ，

阿拉伯

国家就会热情地投人他们 的 怀抱 ， 进人其遏制体系 。 然而 ，
这只 是

一

厢情

愿 。 西方把 阿拉伯纳人其遏制体 系 的努力 注定是要失败 的 ， 因 为 当 时 的条

件 、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一些具体情况均不合适 。 西方只 是看准 了 阿拉伯 国

家 的领导权 ， 其战略 目 标就是要在阿拉伯领 土上继续维持其军事基地和武

装部队 。 阿拉伯 民族主义热情在不断的无条件 的退让中逐渐被唤醒 。 于是 ，

阿拉伯 国家反殖民主义的 斗争再一 次 占据上风 ， 超过了 在冷战 中与西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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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的可能性 。

阿拉伯对于东西方冲突 的冷漠态度
一

直持续到 １９５ １ 年 ， 其表现为奉行

不干预 、 不结盟 、 不承诺的外交政策 。 而当 时亚洲 、 非洲甚 至欧洲 的
一些

国家也奉行 这样 的 政策 。 同 时 ，
西方一直反 对其他 国 家染 指苏伊士运河 ，

于是阿拉伯 民族主义将 自 己不参与冷战看作是其 民 族解放运动 的延续 。 因

此 ， 当西方运用其外交手 腕 ，
坚持要把阿拉伯 民 族主义拉人其 阵营时 ， 阿

拉伯 国家原先模糊不清的不结盟政策
一下子变得 清楚起来 。 这种外交政策

起初模糊不清 ，
且与冷战毫无关 系 ，

此时很快 与冷 战直接联系起来 。
１９５ ３

年签署的 《 巴尔干 同盟条约 》 、
１９５４ 年的 《 巴基斯坦 － 土耳其协定 》

以及

《美国
－

伊拉克协定 》 等
一

系列条约 ， 使 中东国家看到 自 己
一

个又
一个兄弟

进人到西方的藩篱之 内 。 阿拉伯 民族主义者有一种不祥 的 预感 ， 冷战的 阴

影 已 经笼罩到家门 口 了 。 如果他们不能继续对冷战保持冷漠 ， 如果他们必

须要亮出鲜明立场 ， 那么 他们信奉不结盟理论 ， 他们断然拒绝殖 民主义和

犹太复 国主义 。 西方说阿拉伯 国家可能会在
“

两种主义中选其一
”

，
而阿拉

伯 民族主义者则坚定地 回答 ：

“

两种都不要 。

”

第 四阶段

从外交上 ， 西方毫不理睬阿拉伯 国家拒绝卷人冷战 的态度 。 在阿拉伯

世界
， 谁有参与冷战 的想法就被看作异端 ， 但西方大 国仍想方设法拉拢阿

拉伯 国家加入西方阵营 。 １９ ５ １ 年对埃及政府的拉拢失败后 ，
它们于 １９５５ 年

成功地拉拢了伊拉克政府 。 当时 ， 伊拉克政府因 为忽视 了 《阿拉伯 国家联

合防务条约 》 而成为 《 巴格达条约 》 的缔约 国 。 这
一

行为把原本在 阿拉伯

世界 以外的冷战带进 了 阿拉伯世界 内部 。 随后 ，

一系 列事 件接 踵而至 ， 不

断影响 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东西方冲突 的态度 ，
这就是阿拉伯 民族主义对东

西方冲突 的态度发展 的第 四阶段 ， 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

这一阶段开始于 １ ９５５ 年 ， 阿拉伯外交政策从消 极被动的 不结盟逐渐转

变为积极主动的 中立政策 。 不结盟政策之所 以被认为是消 极被动是 因为这

种外交思想拒绝卷入任何外部集 团 的关系 网 中
，
不然就可能会导致阿拉伯

国家从属或依附于他 国 。 然而 ，

１ ９５５ 年 出现的新外交思想则充满活力 ，
这

是一种积极活跃 的态度 。 因为阿拉伯 民族主义者开始意识 到 ， 仅仅被动地

保护主权不受正在或潜在的侵害是远远不够的 ， 他们必须主动地巩 固政权 。

正如不结盟思想 的 基本原 则一样 ， 中立与理想 中 的 独立 被认为 是 同等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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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

然而
， 他们也把这种新外交政策与蓬勃兴起 的 民族运动 的 目 标联 系在

一起 。 这一 目 标指的是 ， 通过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 ，
最终 过上 幸福生活 。 正

是出 于这样的动机 ，
阿拉伯 国家积极主动的 中立政策 的基础是一切外交关

系必须以 阿拉伯 民族利益为至高 无上 。 他们追求扩大工业生产和 贸易 ，
实

现农业现代化 ， 合理开发 自 然资源 ，
拥有武器和更大的 市场 ， 寻求新 的资

本投人和技术知识及原材料 。 阿拉伯人逐渐意识到 ， 只 要外交关系 是无附

加条件的 自 由 协商 ， 只要对 国家主权没有侵犯 ，
他们可 以和任何 国家发展

外交关系 ，
而不用在乎它 的意识形态或者它是属于冷战阵 营 中的哪 一方 。

西方对于苏联与 阿拉伯 国 家关 系 的反应

如果阿拉伯 的不结盟政策让西方感到吃惊 的话 ，
那么 阿拉伯 国家与苏

联阵营不断深化发展的经贸和文化关系 则让 西方焦躁不安 ， 甚至歇斯底里 。

阿拉伯 国家这种做法 是前所未有的 ， 他们甚至威 胁说会给苏联 进入某
一区

域的特权 ，
而这一区域则 是西方的 直接保 护地 。 阿拉伯 民族 主义则 从一种

完全不 同的角度来看 待他们 的新政 。 他们认为 ，

一个主权 国家 能够 自 主决

定与其他国 家建立或发展 和平外交关系 是其主权的 首要因 素 。 他们称 ，
如

果仍有西方国家认为可 以 阻止阿拉 伯 国家 与其他 国家发展贸 易关系 ， 那是

因为他们还不愿意接受 阿拉伯 国家主权独立的 现实 。 他们应该知道 ，
阿拉

伯 民族主义存在 ， 而且还将永远存在 。 阿拉伯 民族主义认为 ， 是西方 引起

了他们政策的变化 。 因为西方 国家 冒 所有 阿拉伯 国家
，
包括伊拉克之大不

韪
， 借 《 巴格达条约 》 把冷战 引人阿拉伯世界 ；

西方也用贿赂 、 引 诱 、 恐

吓等手段 ，
迫使阿拉伯 国家和政府就范 ，

加人 由 其主导的 条约或联盟 。 当

一些阿拉伯 国家 ， 如埃及 、 叙利亚 、 也门坚 持他们 自 己 选择 的不结盟道路

时 ， 却发现 自 己 已 经处于西方 的经济制裁和惩罚 之中 。

这种时代特征及其他
一些 因素使埃及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不得不从苏

联购买武器 。 这些因 素包括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召 开的万 隆会议 ，
该会议号召 与会

国家放弃在冷战 中 的 阵线 ， 鼓励与会 国家大力 开展与其他 国家的 经济 贸易 。

还有 １９５４ 年和 １ ９５５ 年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爆发的反法斗争和在阿曼和亚

丁湾爆发的反英斗争 ， 都表明阿拉伯和西方 的关系 日 益恶化 。
５０ 年代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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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激进主义得到新 的 发展 。 １９５ ５ 年 ２ 月 大卫 ？ 本 ？ 古里安 重新上 台 ，

也许是为了讨好以色列激进派 ， 为当年 ７ 月 举行的大选做准备 ， 他随后开始

了边境空袭政策 。 还有 １９５５ 年苏联开始了一项新政策 ， 把所有欠发达 国家

统统纳人冷战体系 。 这种对亚非国 家政策的 改变使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政

策的热捧达到髙潮 。 苏联 向处于战火中 的 民 族解放运动 和欠发达 国家提供

军事 、 外交 、 经济方面的援助 ，
并利用 １ ９５５ 年召 开 的 日 内瓦首脑会议缓解

东西方紧张态势 。
、

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 使得埃及 对武器 和经济援助 的需求更加迫切 。 苏

联也为满足这种需求做好 了充分的 准备 。 大部分亚非国 家支持 这种 贸易形

式 。 随着与苏联建立新的 外交关系 ， 埃及宣布其外交政策从被 动地不结盟

转向主动 的中立政策 。 从那 以后 ， 埃及 民族主义怎样与西方
一步一步陷人

“

行动
一反动一仇恨

一报复
”

的 恶性怪 圈成为 当代史 的重要 内容 。 阿斯 旺 、

苏伊士 、

“

三国入侵
”

①
、

“

艾斯豪威尔主义
”

等都成为阿拉伯与西方渐行渐

远的标志 。

结 论

本文通过对阿拉伯 民族主义对待东西方冲 突 的 态度的研究 ， 得 出 了 三

个主要结论 ， 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 首先 ，
阿拉伯 民族主义在各个 阶段对西

方的政策和行动都有 自 己 的态度 ， 西方政策 和行为 给阿拉伯人心 中 至高无

上的 民族利益带来 巨大 的负 面影响 。 其次 ， 阿拉伯 国家与西方大 国在殖 民

主义和锡安主义方面 的对立 ，
对阿拉伯 民族主义对待东西方 冲突 的态度产

生 了决定性的影响 ， 其中 殖民 主义早于冷 战 ， 殖 民 主义与锡安 主义则都与

冷战无关 。 最后
，
西方在冷战前和冷战开始后对 阿拉伯 的政策被认为是对

阿拉伯 国家已经取得的主权和合法民族利益的不尊重 。

以上这些对于正确理解 阿拉 伯 民 族主义为什 么 在冷战 中不 信任西方 ，

之后又为什么从对东西方冲 突漠不关心转变 为被动 的不结盟 ，
又转变为 主

动的 中立政策至关重要 。 而要清楚地解释为什么 自 １９５５ 年冷战进人阿拉伯

地区后 ，
西方在阿拉伯地区势力 日渐衰退 ， 而苏联则步步进逼也绝非易事 。

① 指 １ ９５６ 年英 、 法 、 以色列人侵埃及 。

一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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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未来阿拉伯世界对 待东西 方冲突 的 态度 将会进人 另

一个阶段 ，

一种更加平衡的 常态化的 中立 ， 而非偏 向
一方的 中立 。 因为 自 １９ ５５ 年 以来 ，

偏 向任何
一

方的 中立政策都限制 了 阿拉伯 的发展 。 然而 ， 要改变阿拉伯上

述态度应首先从西方做起 。 所幸促进西方开始转变 的 因素 已经形成 。 近几

个月 以来
，
虽然有些 阿拉 伯 国家 出于经济 援助 的需 要 ，

加人 了 苏联 阵营 ，

但是阿拉伯 民族主义 者 已经 明确表现出 不愿屈服 于苏联插 手阿拉伯事务 的

意愿 。 阿拉伯 民族主义者还说 ，
他们是阿拉 伯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 中流砥

柱 ， 或是拒绝苏联诱惑的最佳选择 。 这一点 终于给了西方政客们 绝好的 机

．

会来重新认识阿拉伯 民族主义 。 他们应该认识到 ，
在和 阿拉伯 民族主义 打

交道时 ， 应该更好地保护阿拉伯 国 家的合法 利益 ， 而不是像今天这样 ，
违

背阿拉伯 国家的意愿将之带入冷战而遭到阿拉伯 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对 。

［ 责任编辑 ： 申 玉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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