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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

11月5日，特朗普政府正式重启对伊朗能源、金融
和银行业等领域的制裁，这是自5月退出伊核问题全
面协议以来，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第二轮大规模制裁。

历史总是充满巧合。本轮制裁开始前一天的11月
4日，适逢伊朗人质危机爆发39周年。当天，伊朗爆发
全国性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伊朗与美国这对冤家，
一度是签署双边防御协定的关系，但39年前的伊斯兰
革命，改变了伊朗，也使美伊关系180度大转弯，缠斗
至今难解难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一次危机，
盟友翻脸变成宿敌

对伊朗人来说，11月4日是
个特殊的日子，1979年的这一
天，伊朗人质危机爆发，成为美
伊关系的重要分水岭。在那之
前的几十年里，华盛顿与德黑
兰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

从19世纪开始，伊朗就沦
为英国与俄国的博弈场。为了
打破尴尬处境，从20世纪20年
代开始，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创
立者礼萨·汗力推“第三方外
交”政策，寻求美国支持。

二战期间，英国实力大为削
弱，其在中东的控制力同样走上
下坡路，美国此时强势崛起，开
始深度介入中东，伊朗成为重要
抓手。1941年继位的巴列维国王
继承了父亲的外交政策，此后美
伊关系开始实质性走近。

二战结束后，英国从伊朗
撤军，苏联则在国际舆论和美
国直接派兵波斯湾的双重压力
下撤出伊朗，这进一步拉近了
美伊关系。上世纪50年代，美国
又出手推翻了亲苏联的伊朗强
人首相、打压王室的摩萨台，重
获权威的巴列维国王更加铁了
心与美国为伍。1959年，伊朗与
美国签订双边防御协定，两国
成为盟友。

美国不断加强与伊朗的关
系，一方面是英国影响力大不
如前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是
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瞅准了
伊朗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后
者与当时的土耳其一道，成为
美国遏制苏联南下地中海和印
度洋的重要屏障。而伊朗背靠
美国这棵大树自然好乘凉，有
利于维护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上世纪60年代，受国际油价
大涨的影响，伊朗通过石油贸
易，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
随着腰包鼓起来，外加美国的援
助，巴列维国王的想法也多了，
他决定在伊朗发起一场“不流血
革命”，通过推行土地改革和经
济社会发展计划，利用石油财富
塑造一个现代化伊朗。

但一口吃不出个胖子，操
之过急的改革引发诸多社会问
题和宗教矛盾：通货膨胀和失
业率高企、社会贫富差距加大；
开放型文化政策导致大量西方
文化和生活方式涌入伊朗，对
伊朗固有生活方式和宗教传统
造成巨大冲击；巴列维国王大
幅扩充军备，建立秘密警察机
构，镇压反对派，实行严格的政
教分离，限制宗教上层参与政
治活动，取消宗教领袖特权，一
系列世俗化治理方式激化了与
宗教势力的矛盾。

在这种复杂背景下，1978年
伊朗爆发反对君主制的大规模
示威活动，国王巴列维不得不在
1979年1月流亡国外。不久后流
亡海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
伊朗，同年4月，政教合一体制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
转而采取反美政策，美伊关系
日趋紧张。而美国继续庇护巴
列维的做法更加激起伊朗人不
满，1979年11月4日，数千名伊
朗大学生在霍梅尼的支持下占
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押52
名美国人用以交换赴美就医的

巴列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
直到1981年1月20日，这场

持续了444天的危机才结束。在
这期间，1979年12月霍梅尼成为
伊朗最高领袖；美国于1980年4
月7日与伊朗断交，随后开始对
伊朗采取敌视和遏制政策。

三场战争，
从被牵制到坐收渔利

伊朗政治“变天”，让另一个
当时的中东大国伊拉克十分担
忧。作为一对邻国，伊朗和伊拉
克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积累
了不少石油财富，都有不俗的军
事实力，主体人口都是什叶派

（伊拉克什叶派约占总人口的
55%，伊朗占比则超过90%）。不
同的是，伊朗什叶派掌权，而伊
拉克萨达姆政权则是逊尼派。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
伊拉克作为什叶派的重要发源
地，其境内的什叶派反政府武
装更加活跃，萨达姆担心伊拉
克会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目
标。加之两国之间还存在边界
争端，萨达姆作为根基深厚的
政治强人，想借伊朗新政权还
未站稳脚跟时就给其当头一
棒，顺势攫取地区霸权地位。

随着两伊边境冲突加剧，
美国与伊朗断交5个多月后，两
伊战争于1980年9月22日爆发。

这一仗一打就是八年，直到
1988年8月20日才正式告终。虽
然是两伊直接兵戎相见，其中
却少不了美国因素。

两伊战争正值冷战末期，
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过程中已
近强弩之末，美国的地位和影
响则如日中天。紧随美伊翻脸
而爆发的两伊战争，让美国看
到了扼杀、至少是遏制伊朗的
第一个战略机遇。

随着战事推进，两伊在互
有攻守之后进入拉锯战，美国
等西方国家力挺萨达姆政权，
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军事装
备，希望借伊拉克之手尽可能
地削弱新生的伊朗政权。

两伊战争打了个平手，伊
朗和伊拉克都大伤元气。随后
两年间，伊拉克因战时积累的
巨额外债问题，寻求通过石油
输出国组织用减产提价的方式
增加收入偿还外债，但其邻国
科威特却反其道而行之。伊拉
克与科威特不仅没能就石油问
题谈拢，还连带着扯出了双方
的边界争端。

两伊战争结束两年后，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由于伊拉克拒不执行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1991年初以美国为
首的多国联军授权发起“沙漠
风暴”行动，历时约一个月的海
湾战争爆发。

美国在行动中夹带了些许
“私心”。针对伊拉克军事目标
的打击过程中，美方有选择地
避开了一些伊拉克军队有生力
量，既打疼萨达姆迫使其从科
威特撤军，又不至于彻底击垮
伊拉克军力。

美国这一策略显然是其利
用两伊战争思路的延续，仍然
希望利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来
牵制伊朗，使之连接起土耳其
和沙特等海湾富油国，构成一
道遏制伊朗的逊尼派弧形地
带，伊拉克居中起到纽带作用。

如果这一弧形地带出现豁
口，也就是伊拉克“失守”，伊朗
便可以通过什叶派占人口多数
的伊拉克与同为什叶派分支阿
拉维派掌权的叙利亚巴沙尔政
府，以及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
武装，构成截然相反的什叶派
弧形地带，威胁沙特、以色列等
美国盟友，乃至部署在中东多
地的美国军力。

这一幕恰恰在2003年伊拉
克战争后逐渐成真。这一战美国
打错了算盘，不仅推翻了逊尼派
萨达姆政权，让什叶派掌握伊拉
克政治主导权，更打碎了伊拉克
的国家认同，使伊拉克陷入宗教
派系和部落割据。伊朗趁乱加大
渗透，成功扩展了在伊拉克的影
响力，而美国却深陷伊战泥潭，
苦熬十年后匆匆抽身。

伊核问题，
成也美国败也美国

当前，美伊主要交锋点是
伊核协议。特朗普对伊核协议
未能全面限制伊朗核计划、没
有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研发而嗤
之以鼻，同时对伊核协议松绑
对伊制裁、导致伊朗近两年来
加速扩大中东影响力而十分不
爽。但综观伊朗核活动历程，美
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推波助
澜的角色。

二战后美伊关系迅速走近
的同时，伊朗的核开发活动也获
得美国支持。上世纪50年代后期
开始，伊朗利用逐渐累积的石油
财富，向核能发展计划投入大量
资金。美国在1967年首先援助伊
朗建起了一座原子能研究中心，
随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跟进与
伊朗开展核领域合作。

这些核研发设施在一团和
气时是伊朗与美欧等西方国家
蜜月期的标志，但在美伊断交
翻脸成为冤家之后，伊朗的核
计划和设施便成为美国等西方
国家攻击的目标。美国就多次
指责伊朗打着“和平利用核能”
的幌子秘密研发核武器。

2003年2月,伊拉克战争爆
发前一个月，伊朗宣布发现并
提炼出铀，其核计划立即遭到
美国严重质疑，并引起国际社
会极大关注，伊核问题浮出水
面。此后，伊朗核能力不断提
升，离心机和核设施数量不断
增加，外界担心伊朗已具备了
数月内造出核武器的能力。

从伊核问题爆发，到2013
年11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俄英法中德）达成为期6个
月的初步协议，10年间，伊朗先
是与英法德三国进行核谈判，
2008年7月后又开始与伊核问
题六国进行谈判。只是，一直没
能谈出实质性成果。

2003年至2013年间，美伊
均经历了两位总统执政。2009
年之前,一手勾勒出全球反恐
大战略的小布什任内,美伊几
近走到战争边缘。2005年6月,
强硬保守派内贾德当选伊朗总
统，并于2009年连任，伊朗核能
力正是在内贾德执政的8年间
快速提升。

在两个保守派总统治下，美
伊注定对抗。这一局面在2013年
自由派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温
和派鲁哈尼就任伊朗总统后显
现转机。两人都寻求通过对话和
谈判缓和美伊关系、达成伊核协
议，奥巴马想留下一个外交遗
产，鲁哈尼希望借此发展经济缓
和国内矛盾。最终，2015年7月各
方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并获
安理会决议认可。

随着对伊部分制裁解除，
伊朗石油出口重获新生，其与
欧洲的经贸往来得以恢复，伊
核协议带来的外部环境改善和
地区影响力扩大，也助力鲁哈
尼去年成功连任。

不巧的是，鲁哈尼和伊朗的
新对手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
奥巴马“甩手掌柜”的做法不同，
特朗普着意重返中东，但策略是
美国退居幕后，将沙特、以色列
等盟友推到前台，围绕遏制伊朗
这个核心议题搭台唱戏。在美伊
缠斗即将进入第40个年头之际，
美国启动新一轮制裁，美伊关系
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缠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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