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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阿拉伯世界的崛起？ 
易卜拉欣·卡林 

 

佔據著歷史比重的大事件正在阿拉伯世界進行得如火如荼，突尼斯和埃及開始永遠地改變中東的面貌。很

多西方人在忙亂中尋求對此事件的準確理解，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仿佛依稀重現。我們在世界當中爲何

未曾看到它的來臨呢？ 

每個人都在追問接下來會發生什麽，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也問錯了地方，因爲它低估了阿拉

伯世界所發生事件的意義。人們無法在沒有理解阿拉伯世界社會政治動力的情況下獲得可靠的預見，這一

動力已將兩位或許更多位獨裁者趕下權力寶座。 

一個關鍵的動力應當是終結數十年獨裁統治的要求。與某些分析所主張的觀點相反，阿拉伯人並沒有把獨

裁政權看作是他們文化、宗教或歷史的自然結果，而是將之視爲西方列強的傀儡，與阿拉伯世界的現實相

脫節。它們既無法帶來安全，也不能讓人民獲得自由或繁榮。因此爲何要與它們合作？ 

這種觀點此時此刻聼來不切實際，但在阿拉伯世界廢黜獨裁政權並建立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可以為西方和

阿拉伯世界的關係揭開新的篇章。美國在與民主政府的平等合作當中，會停止包庇阿拉伯世界的壓迫和腐

敗，它甚至可以把握時機令其内外政策協調一致，捍衛世界任何地方所有人的自由與繁榮。對於與阿拉伯

世界關係密切的衆多歐洲國家來説，情況也是如此。 

問題是歐美國家是否對此已有充分準備？ 

新的政治領導力量將會以此一或彼一方式出現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如也門和巴林這些國家也將

進行的調整，適應於民衆在異見表達和透明度方面更多的訴求。關鍵問題是這一新領導力量的構成和方

向，拉什德·安努西（Rashid al-Ghannushi）所領導的突尼斯復興黨政府是否會被取代？穆斯林兄弟是否會

把埃及轉變為一個擁有反美反以政策的伊斯蘭教法國？新的阿拉伯政治體系是否會將阿拉伯社會帶向民主

政治？ 

正是這類考慮造就並維持了大部分阿拉伯世界的現狀。獨裁者們時常利用某些論點，其中之一便是懼怕混

亂：（如果）沒有我，國家將陷入混亂。穆巴拉克在最終下臺前一天正是這樣說的，他的意思很清楚：我

就是埃及，埃及沒有我便一無是處！現在所有人都知道埃及人是如何回應“我就是國家”這種偏執言論的

了。 

第二個論點在西方比在穆斯林世界更加有效，那便是懼怕伊斯蘭主義者接管政權。當失去民望的獨裁者黯

然離去時，伊斯蘭主義者接管國家，將其變爲神權國家，向西方宣戰，云云。以色列的安全也被計入其

中。結果是：號稱中東唯一民主國家的以色列，為阿拉伯世界的獨裁政權四處遊説。（毫不奇怪，以色列

人當時瘋狂致電穆巴拉克，讓其堅持到最後一刻，不要放棄權力）。 

這一神話在西方的權力殿堂仍然頗具力量，但它終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之外。民主政治將會轉化哪怕是最激

進的運動，無論它是宗教的、社會主義的，抑或是國族主義的。如今是克服“假如……會怎麽樣”的局

面，並讓阿拉伯人自己説話，自己做決定的時候了。 

這便是阿拉伯世界現時的時代精神。 

 

土耳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典範嗎？ 

 

根據近期由土耳其經濟社會研究基金會（TESEV）發表的一項調查，土耳其在中東人當中被認爲是積極主

角和上升力量。與認爲“阿拉伯人不樂意土耳其在該地區中的地位提升”這一主張相反，該調查指出，阿拉

伯人希望看到土耳其扮演更爲重要的角色。這是爲什麽呢？ 

土耳其經濟社會研究基金會關於“中東對土耳其的認識”的報告，建基於對七個阿拉伯國家（埃及、約

旦、伊拉克、敍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兩千二百六十七人的訪談。採訪者問及土耳

其在中東的地位、土耳其的歐盟成員國身份、土耳其作爲其它國家的典範，以及美國、中國和以色列等其它

國家對土耳其的認識等問題。 

調查得出多項結果，首先，百分之七十五的受訪者 對土耳其持贊許態度。問題涵蓋了諸多領域，例如土



2011.03.24      11:09     1,690 words     CCC 8.4 6B CV - KALI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Arab world UK 1,690(譯文).doc 

2 

耳其在宗教、經濟、旅遊業和民主政治方面的外交政策。土耳其被認爲憑藉其在地區中的斡旋努力扮演了一

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從巴勒斯坦問題到伊朗核計划，許多人都認爲土耳其是解決問題的主角。甚至更有趣的

是百分之七十八的受訪者相信，土耳其應當在該地區扮演更爲重要的角色。 

除了其外交和斡旋者角色之外，土耳其也被看作是一個民主國家。這一點將土耳其置於該地區其它鄰邦之

上。且不論它在阿拉伯人認識中頻繁出現的軍事角色，土耳其的民主政治作爲能夠鼓舞其它國家的一個顯著

特徵而出現。而且，百分之六十六的受訪者相信，土耳其能夠成爲其它國家的典範，（又是百分之六十六的

受訪者）所提到的主要原因是它能令伊斯蘭教與民主政治達成和解。 

土耳其在該地區受贊許的形象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是其經濟。並不是很多人知道土耳其（八千億美元）是穆

斯林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領先於印度尼西亞（七千億美元）、沙特阿拉伯（四千五百億美元）和伊朗（三千

五百億美元）。在阿拉伯人的中東，沙特阿拉伯仍被視爲最大的經濟體，但現在情況有所變化。由於土耳其

的公司和商品在阿拉伯市場日益湧現，土耳其將很快被看作是該地區名副其實的經濟巨頭。 

民主政治、伊斯蘭、經濟和外交政策是衡量土耳其在中東新近形象的四個主要指標。這些因素是否令土耳

其成爲典範呢？有些人認爲是這樣的。但關於典範的論爭是不牢靠的，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土耳其並沒有

把自己向任何人突出為一個典範。居爾（Abdullah Gül）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總理和其

他正義與發展黨（AK 黨）官員在許多場合都說過這樣的話，他們恰當地避免了任何讓其它國家領情的言辭

或態度。 

其次，為阿拉伯國家樹立一個典範，是強迫它們做出改變的一種方式，與布什總統破了產的“民主與自由

議程”並無太大區別。在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當中需要做的事情很清楚：更好的管治、結束腐敗、建立民主制

度、自由公正的選舉和更優越的經濟政策。這些都是輪廓鮮明的目標，已經變成了普遍的政策。阿拉伯國家

不需要土耳其或其它哪個國家把這些政策落實在它們自己的國家裏。 

在當前關於典範的論爭中存在另一個問題。那些直到最近都對土耳其持有強烈批判態度的人們，如今卻把

它作為阿拉伯世界的典範，原因是他們看來想要建立民主政治的領導層。首先，我們有獨裁的阿拉伯政權，

其次，有半民主政治（在某種程度上不守規矩）的土耳其。再次，我們還有西方的先進民主政治。該觀點認

爲，由於阿拉伯人無法像先進國家那樣滋養和維持民主文化和制度，所以它們應當效法像土耳其這樣的國

家。 

本文做出的分析有所不足，遠不能把握阿拉伯世界的現實狀況。正如我們在突尼斯和埃及所看到的那樣，

阿拉伯民衆憂心於民主文化和民主制度，他們想要看到兩者在他們的國家貫徹實行。土耳其的民主政治、不

斷發展的經濟和積極的外交政策，可以作為靈感的來源，但這並不意味著阿拉伯人對他們應當採用何種政治

体制無跡可尋，從而應當指望土耳其。 

土耳其經濟社會研究基金會的調查表明，土耳其可能在中東作為建設性成員而提升其能力。這一點對於每

個人來説，應當是受歡迎的發展，因爲該地區的諸多問題都需要更爲積極和具建設性的成員在場參與。 

 
 

這些文章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始由 Turkish Press.com（普利茅斯，密歇根州）出版。承蒙撰者

特許，現轉載於此，並作出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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