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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3日，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
挥官苏莱曼尼遇袭身亡一周年纪念日。一年前，伊
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那次美军无人机空袭，
又一次将美国与伊朗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开启了
2020年中东地缘格局重构的序幕。

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以遏制伊朗为核心的中东
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酝酿新版中
东和平计划———“世纪协议”，加码对伊朗制裁和军事
压迫力度，撮合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
系。这些或明或暗的操作，在2020年集中发生质变。

以往中东地区的核心议题是巴以问题，但特朗
普上台后首访中东，预示着一场剧变迟早会到来。
2020年1月28日，特朗普正式公布“世纪计划”，这个一
边倒支持以色列的巴以问题解决方案，遭到巴勒斯
坦强烈反对，但沙特等国事实上采取了默认态度。

这是变化的关键。“世纪协议”将巴以问题进一步
边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沟通协调这个方案，美国实
现了缓和以色列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目标，进而
为构建“中东版小北约”、对抗和遏制伊朗打下基础。

2020年8月13日，阿联酋与以色列宣布同意实
现关系全面正常化，过去26年来铁板一块的中东反
以阵线，出现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随后巴林、
苏丹和摩洛哥先后在9月11日、10月23日和12月10日
宣布同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即便是嘴上说立场不变的沙特，也在行动上发生
转折——— 2020年11月22日，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被爆与
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起，在沙特西北部新城

“新未来城”秘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就在外界猜测沙以关系之际，2020年11月27日，伊朗重要核物理科学

家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附近遇刺身亡，以色列被认为是幕后凶手。不过，与
苏莱曼尼遇袭后伊朗以导弹打击伊拉克美军基地作为报复不同，这一次伊
朗选择在克制和忍耐中观望，等待美国下一届政府上台。

特朗普任内，为了对伊朗极限施压，无所不用其极。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重启并不断加码对伊制裁。自2017年上台以来已实施超过3900项制裁
措施，其中伊朗被制裁次数最多，仅2018年就超过700次。

2020年9月18日，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
波斯湾，这是美军航母打击群时隔10个月再进波斯湾；该航母打击群还在
法赫里扎德遇刺之后从印度洋返回波斯湾。

2020年11月和12月，美空军两次派遣B-52H战略轰炸机从本土飞赴波斯
湾空域。2020年12月21日，美海军高调宣布搭载“战斧”导弹的“佐治亚”号核潜
艇进入波斯湾，这是美军8年来首次公开宣布核潜艇开进波斯湾。

近年来，伊朗积极拓展地区影响力，构建起一道黎巴嫩真主党-叙利
亚-伊拉克什叶派-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什叶派弧形地带。这令以沙
特为首的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感到威胁，双方博弈和对抗加剧，特朗普政
府遏制伊朗的中东政策与这一格局相契合，并进一步将反伊朗阵营扩大，从
而形成沙特-以色列“双核”反伊朗联盟。

受此影响，中东地缘板块发生剧变，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与沙特为首的
逊尼派海湾国家阵营的对峙依旧，而沙特等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
系却因反伊朗这个共同诉求而拉近距离，而且海湾国家内部矛盾——— 卡
塔尔断交危机也显露化解端倪，中东局势较以往更具不确定性。

近年来在域内外热点问题上四面出击的土耳其，成为中东局势演
变中的重要变量。土耳其深入介入叙利亚，通过加强与卡塔尔的关
系而将影响力触角伸进海湾地区。围绕东地中海能源开发和军事
介入利比亚，土耳其与以色列和埃及等国龃龉不断。

土耳其富有进攻性的外交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博弈，
在域内大致形成沙特、伊朗、土耳其的鼎足之势。其中，土耳
其与伊朗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土耳其与沙特的关系更加
微妙，矛盾或竞争多于合作。这样一来，与美国关系不
睦的土耳其，很可能成为日后美国的中东盟友与伊朗
角力中的未知数。

如何调整中东政策，如何重新梳理与地区盟
友关系，如何对待伊朗和伊核协议，是摆在美
国下一届政府面前的棘手问题，也是伊朗、沙
特和以色列等各方关注的焦点。“地震”后
的中东局势，依然充满变数。

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阿联酋外长阿卜杜

拉(从左至右)在美国白宫出席关系正常化协议签署仪式。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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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指一算，苏联解体已近30年。但那场“政治地
震”的余波，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仍在俄罗斯周边
地区不断激起剧烈动荡。

2020年8月9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已连续执
政26年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遭遇了26年来最强劲的
竞争对手——— 一位名叫季汉诺夫斯卡娅的英语老师。

新冠疫情令原本经济形势就不乐观的白俄罗
斯雪上加霜，失业人口激增，民众尤其是亲西方的
政治派别对卢卡申科的不满情绪加剧，他们期望在
这次总统选举中推倒这棵“常青树”。

当多位反对党领导人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
参选之际，37岁的毫无任何政治经验的季汉诺夫斯
卡娅出现了。这位此前与政治几无关联的“素人”，
实际上是替夫出征，他的丈夫是白俄罗斯知名博
主，与卢卡申科针锋相对，后被逮捕入狱。

尽管季汉诺夫斯卡娅横空出世令反对派阵营一
度气势如虹，但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最终计票结果显
示卢卡申科以超过80%得票率成功连任，随即一场声
势浩大的抗议示威爆发了。这场已经持续了近五个月
的抗议活动，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军警与反对派支
持者的街头对峙，成了白俄首都明斯克的日常。

与白俄内斗相比，俄罗斯与美欧之间，围绕此
事的博弈更引人注目。在前期理顺了俄白关系之
后，俄罗斯迅速站到卢卡申科一边，俄总统普京多
次警告西方“不要干涉白俄罗斯内政”，而西方多国
则以制裁作为回应。

与白俄罗斯旷日持久的街头抗议相比，亚美尼亚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热战”短促且剧烈。2020年9月27
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冲突，围绕这片争议地区的战事不断
升级，最终演变为战争。在以往的屡次冲突中几乎都能占到便宜的亚美尼亚，
这次反而节节败退。

这次战争中，左右胜负的一大因素，是土耳其的插手。苏联解体后，阿
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能维持现有局面的一大原因，是双方都只认同俄罗斯作
为该区域内部争议的调解人。但在此次冲突中，土耳其旗帜鲜明地站在了

“同族兄弟”阿塞拜疆一边。
土耳其因素不仅导致阿亚两国战场上力量对比失衡，也给俄罗斯过去

较为轻松的调解工作制造了不小的难度。最终，2020年11月9日，经历了三
次停火协议沦为空谈之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领导人在俄罗斯的调
停下签署联合声明，宣布纳卡地区完全停火。此战结束后，亚美尼亚在事实
上丧失了纳卡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这个结果显然是对阿塞拜疆有利
的，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诉求也因此得以间接兑现。

与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和纳卡冲突相比，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从突生变数
到渐趋平息，进一步证明了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2020年10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议会选举，因不满执政党联盟获胜，吉
尔吉斯斯坦12个反对党联手在选举次日发起抗议集会，反对派支持者一度占
领了位于首都比什凯克、集总统府和议会办公地点为一体的政府大楼“白宫”，
控制了国家行政中枢，并要求时任总统热恩别科夫下台。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剧烈动荡十天之后，俄总统普京就此发表谈话
称，“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既是盟友也是战略伙伴，俄方对吉尔吉斯
斯坦政局感到担忧，并提议协助调解局势。”

俄罗斯一旦入场，冲突双方的“火气”立刻降温。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热恩别科夫10月15日决定辞职。第二天，比什凯克的所有抗议活动
和集会结束，反对者退出“白宫”和其他被占领的政府机构，吉尔吉
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2020年12月20日重新举行议会选举，
2021年1月17日举行总统选举。

独联体地区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方向之一，白俄罗
斯、纳卡冲突、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事件，折射出俄罗斯的
周边局势愈加敏感，欧美和土耳其等域外因素成为令局
势更趋复杂的重要变量，挑战并考验着俄罗斯外交。

苏联解体后，曾有国际问题专家预言，苏联留下
的政治版图将会遭遇“二次崩解”。但在普京的带领
下，俄罗斯以强势外交找回了昔日的大国地位，
重塑了周边地缘政治格局。不过，疫情和西方制
裁令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国内问题与家门
口的不稳定局势相互影响，考验着俄罗斯。

2020年11月20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一处公墓，当地民众安葬在纳卡冲

突中阵亡的士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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