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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或关联新内阁名单

扎里夫11日在社交媒体上给
出的辞职原因是“对自己的工作结
果不满意”，并表示“选择在大学延
续自己的道路”。

扎里夫的辞职与伊朗总统佩
泽希齐扬当天向议会提交的新内
阁成员名单有关。扎里夫透露，在
提交议会的19名部长名单中，3人
是他的首选，6人是第二或第三选
择，1人是他推荐的第五选择。土耳
其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称，扎里夫
的表态表明，关于内阁部长的最终
决定与他的建议不一致。

扎里夫同时强调，辞职并不意
味着他后悔支持佩泽希齐扬，也不
意味着他对新政府失去希望，而是

“意味着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有效担
任负责战略事务的副总统”。

佩泽希齐扬在竞选期间得到
了扎里夫的支持，他能够赢得总统
选举也离不开扎里夫的声望。美国

《纽约时报》评论称，扎里夫在伊朗
新政府成立之前就辞职显示出改
革派内部的深刻分歧。德国媒体

“德国之声”则报道称，继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在伊朗遭暗杀后，扎里夫辞
职可谓佩泽希齐扬上任以来面临
的第二次危机。

是学者也是资深外交官

自上世纪80年代加入伊朗外
交部以来，扎里夫在伊朗政坛沉浮
已近40年。如果没有从政，他或许
真的会走一条学术之路。扎里夫出
生在一个富裕商人家庭，17岁赴美
留学，之后就读于旧金山州立大
学，分别在1981年和1982年获得国
际关系学士和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继续在美国求学，于
1984年在丹佛大学获得第二个国
际关系硕士学位，并于1988年获得
外交政策与国际法博士学位，其论
文题目是《自卫在国际法和国际政
策中的作用》。当时老师对扎里夫
的评价颇高，丹佛大学副教授汤
姆·罗说，扎里夫是他教过的最好
的学生之一。在另一名教授维德·
南达的印象中，扎里夫在论文答辩
时表现出色，“我觉得他将会在自

己的国家发挥重要作用”。
教授们的预判没错，能讲一口

流利英语，又有国际关系学术背景
的扎里夫，当时已在伊朗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工作了。后来，他作为一
名初级外交官，参与了伊朗释放美
国人质等谈判，在外交工作中逐渐
积累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结识了
不少美国官员。扎里夫曾回忆称，
当时伊朗外交官在联合国处境艰
难，他的薪水也很低，还经常遭到
同行刁难。

1992年，扎里夫出任伊朗外交
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外长，一干就
是10年。2002年至2007年，他成为伊
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这一职位被认
为是伊朗与美国接触的重要渠道。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扎里夫进一步
展露出外交才华，被称为“出色的
讨价还价专家”。与美国人打交道
时，他既不是一味强硬，也不是任
人宰割，而是温和又坚决地捍卫伊
朗的利益。

在外交之外，扎里夫始终没放
下学术，担任过《伊朗国际事务》

《伊朗外交政策》等杂志的编委，撰
写了大量军控、人权、国际法等领
域的文章，还曾任德黑兰大学和伊
朗国际关系研究院客座教授。

当外长时曾有辞职风波

作为伊朗改革派政治人物，扎
里夫的政治生涯也与总统更迭密
切相关。2005年，以强硬著称的内
贾德当选伊朗总统，扎里夫在2007
年辞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
淡出政坛，回归学术领域，在伊朗
多所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直到2013
年改革派人物鲁哈尼上台，扎里夫
被重新起用，出任伊朗外交部长。

鲁哈尼任内寻求在伊核问题
上取得突破，扎里夫正是当时伊朗
需要的外交官。他作为外长，代表
伊朗参加伊核问题谈判，作为伊朗
谈判团队的负责人参与了伊核协
议的起草和签署。2015年7月，伊朗
与伊核问题六国达成伊核问题全
面协议。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在
2018年5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
议，并重启对伊制裁。

扎里夫担任外长期间也曾有
过辞职风波。那是在2019年2月25
日，他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辞
职。当时有分析认为，扎里夫辞职
或与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强硬政策

有关，可能标志着伊朗同西方进行
接触的外交政策宣告结束。由于扎
里夫的辞职请求需得到时任总统
鲁哈尼的批准，伊朗150名议员次
日致信鲁哈尼，希望让扎里夫留
任。随后，鲁哈尼致信扎里夫称：

“我本人、整个伊朗政府尤其是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对你信任有加，你
应该带着力量、勇气和睿智继续自
己的工作。”最终扎里夫留了下来，
在美伊关系持续恶化中继续工作，
代表伊朗发声。

曾遭到美国制裁和拒签

2019年7月底，美国政府宣布对
扎里夫实施制裁，对此，他回应称，

“美国将矛头指向我，因为我是伊朗
在世界的第一发言人……这对我个
人和家庭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在
伊朗之外没有任何资产和利益。”

2020年1月，时任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
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遇袭身亡后，
扎里夫原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就苏莱曼尼遇袭一事
发表讲话。然而，美国却拒绝发放
签证，扎里夫回击道：“因为他们害
怕我揭露真相，但他们错了，世界
并不局限在纽约，身在德黑兰也可
以跟美国人沟通，这也正是我们要
做的事。”

有报道称，扎里夫认为，美国
的力量正在衰弱，多边主义格局正
在形成，伊朗将继续与美国“软”抗
衡，不寻求直接对抗和冲突，但也

不会寻求谈判。同时，伊朗也要与
地区国家和除美国及其盟友之外
的国家拉近关系。

不过，扎里夫始终与国内的保
守派“不对付”。2021年莱希出任伊
朗总统后，扎里夫卸任外交部长，
回到校园教书。今年5月莱希在坠
机事故中遇难后，扎里夫告诉媒
体，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制裁，
阻止伊朗从国外进口零部件，是导
致这一空难的因素之一。在接下来
的伊朗总统选举中，扎里夫“出山”
全力支持同为改革派的佩泽希齐
扬竞选总统。他曾在选举期间发表
讲话，称“极端主义和强硬派只能
显示我们的弱点”，呼吁民众理性
投票，将选票投给清廉的、专业的、
勇敢的、诚实的候选人。

扎里夫被任命为负责战略事
务的伊朗副总统兼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后，有伊朗媒体报道称，“战略
事务副手”的职位是佩泽希齐扬专
门为扎里夫设置的。扎里夫则表
示，他的办公室将设在总统府内，
直接向总统汇报，其主要工作是就
战略问题向行政部门负责人提供
建议，同时“监测国内外重大形势
变化，评估实现宪法、愿景文件和
最高领袖批准的总体政策目标的
成功程度”。有观点认为，扎里夫的
回归会被国际社会视为伊朗重新
推动伊核问题谈判的象征，可能为
西方取消制裁开辟道路，而这正是
以色列不愿看到的。然而，扎里夫
的辞职给佩泽希齐扬政府未来的
外交走向增添了些许不确定性。

上任仅10天，伊朗副总统扎里夫在8月11日宣布辞职，8月1日
他刚被任命为伊朗副总统兼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现年64岁的扎里
夫是伊朗改革派政治人物，曾担任伊朗外交部长8年之久。如今舆
论普遍认为，扎里夫的辞职给正在组阁的伊朗新总统佩泽希齐扬
投上了一层“内部分歧深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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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里夫（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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