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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没没人人再再管管““闲闲事事””时时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9月30日—10月6日）

本报记者 王昱

1994年的10月3日，联合国公
布了一份二十世纪最血腥的报
告，说在刚刚发生的卢旺达大屠
杀中，至少死了50万人。后来的统计
显示，这个数字过于保守了，作为20

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单次屠杀，有
80万-300万名图西族人死于胡图族
人对他们发动的种族灭绝，屠杀之
残酷让十年之后参加纪念会的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都不禁流泪。

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除了

泪水，还留下了个后遗症，那就是非
洲国家每当纪念该事件时，总会埋
怨上几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作
为”：你们不是自居“世界警察”吗？
这么大的屠杀为什么要袖手旁观？

抛开美国有没有做“世界警
察”的资格不谈，需要承认的是美
国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表现的确一
反常态——— 不仅没像后来科索沃事
件中那样，绕开联合国直接冲上去
维和，甚至都没争取联合国授权出
兵，而是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

“心平气和”地研究怎样“通过政治
途径”“和平解决”该争端——— 就这
么一直研究到卢旺达那边杀的没人
可杀了，屠杀自行结束。

为啥“暴脾气”惯了的美国当
时会突然转了性呢？这事儿得从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一年前说起。
联合国确认卢旺达大屠杀的这一

天，恰好是曾震惊世界的“黑鹰坠
落”发生一周年——— 1993年10月3

日，美军在索马里遭受当地武装
分子突袭。本来，美军此次行动是
获得联合国授权的，奉命去抓捕
曾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抢劫人
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当地军阀。但
索马里民众在军阀的洗脑宣传
下，误以为美军是侵略者，所以授
权维和的美军一进入当地就陷入
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遭受
了美军自越战以来最惨痛的军事
失败。让美国政府更受打击的则
是事件之后的各方评价：美国国
内对这场行动中18名美国大兵的
死亡痛心疾首，质问政府为何要
流美国人的血去管“闲事”。而国
际舆论则恰恰相反，由于冲突至
少造成3000名索马里人死亡，一
些国家趁机指责美国滥杀无辜。

本来奉联合国之命前去维和的山
姆大叔，到头来损兵折将不说，还
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痛定思痛，时
任总统的克林顿感叹说：“美国给
索马里送去了成千上万吨救援物
资，索马里却还给了美国十八口
棺材。”于是一挥手让美国大兵们
从索马里撤了出来。

知道了这么一段“伤心往
事”，你就不难明白在卢旺达大屠
杀时美国为何会袖手旁观——— 据
说当时驻守卢旺达的联合国维和
部队司令达赖尔将军曾拍胸脯
说，美国如果肯派5000名士兵给
他，卢旺达大屠杀就能被阻止。但
问题是，美国如果真的参与到卢
旺达的这场种族纠葛中，面对杀
红了眼的胡图族人，又将发生多
少次和“黑鹰坠落”类似的事件？
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怎么说？

克林顿扛得住吗？从索马里“黑鹰
坠落”到卢旺达大屠杀，实际上体
现了美国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
个悖论，那就是不管“闲事”要挨
骂，管了“闲事”却要挨更多的骂。
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个悖论
的表述则更加可悲：“以暴制暴”
是不完美的，但很多时候，人们找
不到除此之外更有效的遏制人道
主义灾难的方式。

如今的索马里不仅是海盗的
贼窝，其境内的索马里青年党还
刚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肯尼亚恐
怖袭击。应该说，这些其实都是
1993年美国在索马里“半途而废”
的后遗症。至于卢旺达百万具尸
体为国际社会留下的争论，穿过
科索沃战争的迷雾，穿过叙利亚
化武危机的疑云，或许还会陪伴
人类社会走上很长一段路。

一周史记

说说说说美美伊伊那那段段““蜜蜜月月””期期
□本报记者 王昱

山姆大叔领养

“西亚孤儿”

知道些二战史的人大约都
会对“德黑兰会议”这个名字有
点印象，不过，若问美英苏三国
为何偏要跑到既非敌国又非盟
友的伊朗去开这样重要的会议，
恐怕就知者寥寥了。

实际上，更鲜为人知的是，
在二战中伊朗差一点上了轴心
国的贼船——— 当时统治伊朗的
巴列维王朝开创者礼萨·汗不甘
心当英国和苏联的半殖民地，频
频向法西斯德国伸出橄榄枝，把
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吓出了一身
冷汗。伊朗的战略位置实在太重
要了，不仅能北向威胁苏联的巴
库油田，西向更会与轴心国的非
洲兵团一起夹击英属殖民地。于
是到了1941年，正当二战各方拼
得油枯灯尽时，苏英两国竟然

“忙里偷闲”，各自抽出一支偏师
开进伊朗，端着刺刀“请”礼萨·
汗写退位诏书，让位给他的儿子
礼萨·巴列维。从那以后直到二
战结束，伊朗名义上虽然是独立
王国，享受的却是标准的战败傀
儡待遇，连自家首都请客开会这
么重要的事儿，国王巴列维竟然
是在会议开始几天后才接到照
会。

然而正是从那以后，傀儡国
王巴列维开始秘密接触被他日
后喻为救星的美国人。而美国看
上伊朗的原因说来挺纠结———
总统的顾问们研究一通后，发现
伊朗是个标准的“西亚孤儿”。

的确，数遍整个西亚，恐怕
也很难找出第二个像伊朗这么

“十三不靠”的国家。论人种，在

西亚闪米特人的汪洋大海中，伊
朗人是唯一能和欧洲人攀上点
亲戚的雅利安人种。论文化，伊
朗的波斯文明比作为中东主流
的阿拉伯文化年长整1000岁，导
致后者一直没能将其完全同化
掉。论宗教，伊朗又是中东唯一
一个什叶派人数占优且长期掌
权的区域，与环绕四周的逊尼派
各国长期互相看不起。至于与国
际其他列强的关系，就更不必说
了，光英俄两国20世纪对这片土
地的盘剥，就够伊朗人民记上几
百年。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伊
朗的这种状态却正对了美国的
胃口。培养伊朗成为中东的“样
板国家”，既不用防范其成为伊
斯兰世界的盟主而尾大不掉，又
不必担心它投靠自己的死对头
苏联，该国还是仅次于沙特的石
油大国。这么理想的盟友到哪儿
去找？

“看上去很美”的

培养史

既然决心要认伊朗这个小
弟，自然要替人家消灾，而伊朗
当时的要求，就是期望美国能帮
它把苏联人和英国人请走。

苏联人好说，在美国一番折
冲樽俎下来，不仅让其打消了在
伊朗境内扶植共产主义的野心，
连军队也在二战后不久撤走。这
让伊朗政界和民众对美国的好
感一下子达到了顶点。

相比之下，赶走英国的过程
有点曲折。英国在伊朗的主要产
业是垄断伊朗石油的“英伊石油
公司”。对着英国这么个亲戚兼
盟友，美国不好意思直接轰它

走。于是出来打圆场，建议将该
石油公司的利润五五分成，英国
拿一半，伊朗也分一半。不料英
国人不买账，伊朗人也跳出来反
对。借着民族主义思潮上台的
伊朗首相摩萨台坚持要将伊朗
境内的油田全部国有化，并且
说干就干，出兵把油田全部抢
了过来，加上英伊闹翻后，英国
的封锁让伊朗政治经济陷于崩
溃，担心伊朗因此赤化的美国
最终出了个昏招：1 9 5 3年，在
英美谍报机关的支持下，伊朗
发生政变，民选的摩萨台政权
倒台。国王巴列维在美金和美
式装备的护卫下坐上了专制国
王的宝座。

美国策划的伊朗1953年政
变被认为是种下伊朗与美国日
后仇恨的一颗种子。不过，这一
后果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恰恰
相反，政变后的伊朗自此之后反
而开始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
在美国的力主下，英伊最终在石
油项目上达成了妥协，伊朗得以
在英伊石油公司的利润中得到
丰厚的分成，再加上美国的援助
和技术指导，政变后不到两年，
伊朗的石油年收益就从1954年
的3千万美元暴增到1956年的1
亿8千万美元。

手里有钱、背后有靠山，自
20世纪60年代起，咨询了美方意
见后，国王巴列维开始推行旨在

“将伊朗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工业
强国”的“白色革命”。讽刺的是，
正是这场号称“不流血”的革命
却最终造成了巴列维王朝的倒
台，最终造成伊朗与美国间的决
裂。因为这场革命中，巴列维得
罪了他最不该得罪的人——— 伊
朗全体什叶派信众。

从“稳定之岛”

到“邪恶轴心”

历史上伊朗大量的土地和
财富被宗教界所占有。而巴列维
所谓“白色革命”的核心正是土
地改革，具体做法是由国家出面
强制赎买各大清真寺超过限量
的土地，再分配给无地农民。巴
列维政府与以宗教领袖霍梅尼
为首的什叶派宗教人士至此撕
破了脸皮。

实际上，即便到了1978年伊
斯兰革命前夕，如果光看数据，
伊朗的形势依然可谓“一片大
好”。在经济上，“白色革命”成效
显著，伊朗年经济增长率连续10
年超过10%，国民收入更是成十
数倍增长。在军事方面，由于美
国允诺可向其出售任何常规武
器，伊朗摇身一变，成了有着“海
湾宪兵之称”的中东第一军事强
国。伊朗的迅速崛起，让扶植巴
列维的美国颇感自得。以至于直
到“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不到10
天，美国总统卡特还在称赞伊朗
是中东这个多事地区的“稳定之
岛”。

然而，伊朗在世俗化过程中
出现了过去宗教社会中从未出
现过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当被富
裕阶层抛弃的底层民众与既得
利益受到侵害的宗教界势力结
合时，炸碎巴列维王朝的黑火药
就已经配好了。1978年9月8日，
德黑兰发生反对派与军警的严
重冲突。霍梅尼通过全国九千多
座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广播，发表
了要求信众推翻巴列维政府的
演讲，伊朗伊斯兰革命正式开
始。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
登上了流亡的专机，伊朗延续了
2500多年的君主制正式终结。

霍梅尼所建立的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总统仅仅是名义上的
国家首脑，最高宗教领袖才是真
正的主宰者。霍梅尼极力反对巴
列维王朝曾推行的世俗化政策。
而扶植巴列维完成独裁的美国，
则被描述成“大撒旦”。为了摆脱
伊朗受到孤立的局面，霍梅尼还
奉行“输出伊斯兰革命”政策，鼓
动中东其他国家建立与伊朗类
似的政教合一体制。伊朗这个美
国昔日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摇
身一变，成了西方世界眼中的

“邪恶轴心”，而今天，输出革命
失败，经济陷于困顿的伊朗又回
到了当年“西亚孤儿”的地位。

从“西亚孤儿”再回到“西亚
孤儿”，美国对伊朗失败的“培养
史”，其实正是伊朗困局的主因。
对于像伊朗这样一个创造过灿
烂古文明的国度来说，自己的路
最终还是要自己走。伊朗如此，
中东如此，整个世界也一样。

当地时间9月24日，
第68届联大会议举行了
首轮辩论。尽管奥巴马
与鲁哈尼可能在联大会
议午宴上会面的猜测在
最后时刻被伊朗否认，
但从两国元首在联大会
议第一天的发言中不难
看出，两国都存在缓和
双边关系的意愿。

从去年差点为伊朗
拥核甩开膀子开仗，到
今年双方领导人在联大
会议上互抛媚眼，美伊
关系的破冰已经算是

“神逆转”了。不过，当媒
体都在热议美伊是否有
可能握手言和时，不知
会有多少人想起，仅仅
35年前，这对今天的冤
家还是最亲密无间的盟
友。 1977年11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右）在白宫欢迎来访的巴列维。

1979年2月，反对巴列维的示
威民众举起霍梅尼的巨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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