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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九一一事件 :

对美国反恐战略的解读 (上 )
*

马 丽 蓉

内容提要 五年多来的大量事实证明: 出于能源、地缘与文化的再三考量, 美国抓住九

一一事件乘势将  绿祸! 锁定为  假想敌 !, 它暗合了白宫借反恐谋霸的现实需求: 布什政

府将报九一一事件之仇的军事行动定性为  全世界的战斗 !, 甚至  文明社会的战斗 !, 进

而以  要么站在我们一边, 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 ! 来划分世界, 希望各国的态度是  打

击一个国家就是打击全体 !, 借此  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为配合布什政府的这一反恐战
略, 美国传媒则以发掘九一一事件的世界性意义、渲染  改变一切! 的新闻议题等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精心营构了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舆论。

关 键 词 九一一事件 美国 反恐战略

作者简介 马丽蓉, 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 #副主编

(上海 200083)。
*

一

在九一一事件前夕, 西方各大媒体主要关注下列热点问题, 显出所谓  山雨欲来风满楼! 之势。

(一 ) 西方传媒格外关注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政治处境

题为 ∀鲍威尔走中间道路 # 一文认为, 鲍威尔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奉行一条中间主义的道路, 尽

管他明确表达了美国在无数问题上的政策, 但他仍然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象征, 而不是一个远见卓识

者。∃ 而 ∀拉姆斯菲尔德可能触礁 # 一文却认为:  公开失误加上国会的控制和内部分歧使观察家们

有充分理由相信, 拉姆斯菲尔德会很快离开五角大楼。! 尽管鲍威尔因所奉行的  中间道路 ! 而赢得
民众首肯, 但尚未显出基辛格般的雄才大略。% 而基辛格在接受独家采访时也明确认为  我们不再有

任何敌人了。!  我们面前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考验是: 我们能否生活在

这样的一个世界, 即我们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但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坚持要处于主宰地位。 (否

则 ) 我们将会因为将外交政策变成一系列国内问题而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 花费我们更多的精

力 !。∋ 基辛格的这些表白多少也反映出白宫政要的共同心声, 即冷战结束后美国  一超独霸 ! 的事

实和对国际事务, 尤其是对巴以和平进程所持的旁观与漠视的立场。再加上在 ∀京都议定书#、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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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年度一般课题  中东问题研究中的经典解读 ! 成果之一。

参见 [美国 ] ∀华盛顿邮报 #, 2001年 8月 26日。

参见 [英国 ] ∀外事报道 #, 2001年 8月 23日。

[美国 ] 克劳迪娅 德赖弗斯于 2001年 8月 29日对亨利 基辛格的独家采访,  New sMax com! 网站。



防御计划等问题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已程度不同地影响到  美国形象 !。而通过树立  假想敌 !

来转移民众注意力、且回避国内矛盾便成为美国霸权政治的一种现实选择。出于对地缘与能源的再三

考量, 美国更倾向于选择  绿祸! , 九一一事件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白宫的此种谋霸选择, 也为

拉姆斯菲尔德的去留做了某种暗示。可见, 对这两位白宫政要的特别关注, 透露出美国政坛  鸽派!
与  鹰派! 进行政治较量、将影响布什政府制定相应的内外政策、进而左右世界新格局的重要讯息。

(二 ) 西方传媒察觉到了基地组织的新动向, 俄罗斯、以色列欲联手打击  伊斯兰恐怖主义!

2001年 9月 5日 ∀卫报# 刊登 ∀本 拉登的外国军团支持强硬派扩张 # 一文指出, 阿拉伯雇佣

兵在阿富汗塔利班运动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本 拉登与隐居的塔利班领袖奥马尔关系日益密切。塔

利班便拒绝将本 拉登交给美国审判, 任凭联合国为此对塔利班实施了两年的制裁。次日, 另一篇文

章则予以回应:  俄罗斯过去一直亲近阿拉伯国家, 可是最近几年它开始同以色列频繁接触。首先是

从 (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 ) 入手, 对俄罗斯来说是指车臣问题, 对以色列来说是指巴勒斯坦问题。!∃

在伊斯兰中心腹地建国的以色列一直视  伊斯兰恐怖主义 ! 为心头之患, 尽管巴勒斯坦问题与车臣

问题不可相提并论, 但很难排除以色列欲借  车臣问题 ! 和俄罗斯联手出击的可能。九一一事件后
以色列就搭上了美国的  反恐列车!, 将阿拉法特与本 拉登相提并论, 进一步巩固了美以  战略同

盟 ! 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 九一一事件使美阿双方两败俱伤, 而最大的获益者却是以色列和俄

罗斯。

(三 ) 沙龙将阿拉法特定性为  恐怖同盟的头目! , 西方传媒再次聚焦中东局势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曾公开指责道,  阿拉法特对以色列奉行的是恐怖政策。我们国家的被害人

中, 约有一半是被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人干掉的。! 他还宣称, 以美战略合作关系极为密切, 他本人

同布什总统私交甚密; 以色列境内有 100万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 他母亲就是在俄罗斯出生的。% 可

见, 沙龙的这些道白, 既披露了以色列与美国, 甚至与俄罗斯非同寻常关系的情感因素, 又暗示出在

反击  伊斯兰恐怖主义 ! 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更流露出以色列随时想搭美俄  反恐列车 ! 的政治企
图。九一一事件终使以色列  坐收渔翁之利 ! 而成了最大的赢家, 巴以和平进程也因此受阻。题为

∀如何关闭中东大战的大门? # 一文也指出, 俄罗斯目前对巴以和平事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提供实际

和有效的帮助。其实在美国的倡议空转和该地区领导人对美国失去信任的背景下, 俄罗斯一方面应当

利用冲突期间形成的外部作用真空, 劝说巴勒斯坦人停止恐怖活动, 另一方面应与中东各国首先是同

以色列加强对外经济联系。以色列对俄罗斯采取务实外交政策的原因还在于,  以色列现在居住着

100多万操俄语的公民, 用以色列驻俄罗斯大使的话说, 他们是人组成的独特桥梁, 有助于加深俄以

战略伙伴水平的关系 !∋。因此, 巴以和平进程也面临美国  全球反恐战略! 的严峻挑战。

二

事实上,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西方一些政治家、学者与传媒就投入了一场  媒体战 !。

(一 ) 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当天就将之定性为  恐怖主义的战争 !

布什总统在 2001年 9月 11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先将九一一事件定性为  恐怖主义战争!, 事发

一周后, 他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指出,  9月 11日, 自由的敌人对我们国家实施了战争行为。! 布

什总统的这两次讲话可谓  世界反恐总动员!: 将复仇目标锁定为本 拉登及其基地组织, 要求塔利

班必须交出该组织领导人, 关闭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  训练营地 ! , 并将恐怖分子及其党羽交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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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 玛丽 -皮埃尔 叙布蒂: ∀沙龙和普京想打击  伊斯兰恐怖主义 ! #, 载 [法国 ] ∀世界报 #, 2001年 9月 6日。

参见 [俄罗斯 ] 格 博夫特: ∀阿拉法特是恐怖同盟的头目 #, 载 [俄罗斯 ] ∀消息报 #, 2001年 9月 6日。

[俄罗斯 ] ∀红星报 #, 2001年 9月 6日。



当局处置, 否则塔利班将与恐怖分子落得  同样下场!; 向世界穆斯林强调, 美国尊重  善良与和平

的 ! 伊斯兰信仰, 美国的敌人只是  一个极端的恐怖分子网络, 以及支持他们的所有政府。! 而非全

世界的穆斯林; 恐怖分子袭击的动机是仇视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欲推翻亲美的阿拉伯国家现政权、将

以色列赶出中东; 美国将动用世界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参战,  任何一个继续容留或支持恐怖分子的

国家都将被美国视为敌对国! , 世界各国  要么站在我们一边, 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 因为, 这

不仅是  一场史无前例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 , 还是  一场全世界的战斗 ! , 更  是一场文明社会

的战斗 ! ; 美国希望世界各国的态度应该是  打击一个国家就是打击全体 ! , 唯其如此, 美国才有可

能借反恐之战  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 !。在 2001年 9月 11日晚间布什发表电视讲话后, 由美国有线

新闻网 ( CNN ) 、 ∀今日美国报# 和盖洛普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中, 86%的美国被调查者认为这次恐

怖分子的袭击是一次战争行动, 只有 10%的人持不同意见。传媒更是争先表态:  美国媒体刊登的九

一一事件后受到伤害的国家和民族尊严的画面, 迅速变成了极端的偏见和狂热的复仇言论。在不知敌

人是谁、敌人在何处的情况下, 媒体发表了大量的复仇言论, 要发动一场世界性的报复战争。第一个

报复对象是阿富汗, 第二个则是伊拉克。!∃ 美国传媒散布的复仇言论凸显裸露、血腥, ∀国家评论#

总编辑里奇 劳 (R ich Low ry) 于 2001年 9月 13日在 ∀华盛顿邮报 # 发表看法认为,  美国激发的

愤怒是正义的, 这种愤怒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力量。那些支持本 拉登或支持他这种类型的人

的国家, 有必要让他们感到痛苦。解决问题的部分方案就是部分地捣毁大马士革或德黑兰, 或其他可

疑的城市!%。 2001年 9月 11日, 美国前副国务卿劳伦斯 伊格尔伯格通过美国有线新闻网指出,

 对于这些人, 只有一种对付办法, 你必须杀死他们中的一些人, 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

∀纽约时报# 载文解释冷战结束后其他民族对美国的怨恨为  这场恐怖行动源自宗教狂热主义、跟不

上全球化的落伍者的愤怒、对西方文明、文化价值的厌恶和全球化时代的绝望者。!  我们的国家是

一个伟大的和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许许多多方面受到世界的嫉妒。因此, 它很容易成了人们袭击

的对象 !。∋ 专栏作家安 库尔特 ( Ann Coulter) 在 2001年 12月 9日 ∀纽约每日新闻 # 撰文表示:

 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寻找直接参与这次恐怖袭击的具体人员。我们应该入侵他们的国家, 杀死他们

的领导人, 把他们的人民驯化成基督徒。! 这些充斥于大众传媒上的言论  都会令美国人和阿拉伯人

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感到极端愤怒 !。∗

不可否认, 布什总统的  世界反恐总动员 ! 所暴露出的问题值得反思: 首先, 美国的外交政策

需做全面反思与适当调整, 这也是九一一事件后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如加拿大

学者詹姆斯 罗恩认为, 面对  巴勒斯坦人欢庆九一一自杀性事件的可怕场面 !, 应委派一个由学

者、政界人士和人权专家组成的高级委员会检讨美国的外交政策, 且坚信  仅仅这一点就大大有利

于改变国外视美国为单边主义恶霸的普遍观点。!+ 美国学者比勒指出:  美国最有效的反恐怖措施就

是消除地区问题萌芽的健全的外交政策。!, 其他一些人也认为,  美国人也许不愿考虑他们的外交政

策是怎样招致这种仇恨, 以至于在几个小时内使数千平民罹难。但是在中东的许多人都恳求他们一定

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此, 有人强调,  虽说恐怖活动令人憎恨, 但是在对阿拉伯世界的姿态和与国

际社会的协调上, 可以说这起恐怖事件再次向布什政府提出了疑问。!. 事实证明, 执意拒绝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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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光著: ∀畸变的媒体#,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85页。

同上书, 第 285页。

同上书, 第 187页。

同上。

[美国 ] 詹姆斯 罗恩: ∀自我批评的外交政策可能加强美国的安全 #, 载 [美国 ] ∀巴尔的摩太阳报 #, 2001年 9月 24日。

[美国 ] 比勒: ∀恐怖事件对美国政府的导弹防御设想构成打击 #, 载 [日本 ] ∀朝日新闻 #, 2001年 9月 12日。

[美国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 2001年 9月 13日。

布施广: ∀恐怖事件使人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怀疑 #, 载 ∀每日新闻 #, 2001年 9月 12日。



外交政策作全面反思与适当调整的布什及其同党, 在九一一事件后的  反恐战争! 中, 不仅深陷伊

拉克恐怖泥潭而不能自拔, 还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惨败收场; 其次, 不要将反恐战争扩大升级为  文
明战争 !, 这既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人士所担忧的, 也是后来不幸酿成伊拉克恐怖泥潭的导

火索之一。基辛格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一周内就曾告诫说,  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谨慎从事, 不要把这项

新政策表现成西方同伊斯兰两种文明之间的一场冲突 !。  美国应该修改其外交政策, 来消除导致产
生恐怖主义的愤懑情绪。当然, 美国应该不断研究它的政策。同伊斯兰国家的良好关系必须成为美国

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 但基辛格的劝诫非但未被布什总统所接受, 更不幸而言中, 甚至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 5周年之际, 布什还宣称要与  伊斯兰法西斯主义 ! 继续斗争,  为文明而战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美阿矛盾, 人为制造两大文明间的对立, 尤其将恐怖主义和特定宗教、民族

与文化相联系, 势必会殃及地区和平并影响世界和谐。

需要指出, 经过西方传媒的精心炒作, 布什总统的  世界反恐总动员! 却为白宫重塑  美国形
象 !、调整美国对全球战略立下了功劳。其最明显的战绩是,  一超独霸 ! 的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受

害者, 且赚足了世人的同情心, 布什总统当仁不让地成为  全球反恐总指挥 !, 且发布了军事打击阿

富汗的作战命令。随后, 世界众多传媒普遍认为, 恐怖分子袭击美国, 将会改变世界秩序、引发暴力

升级: 埃菲社马德里 2001年 9月 12日报道:  美国今天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 将改变世界秩序的前
途, 而且马上会招致布什政府的一次武力回击, 甚至也会引起一次暴力升级 !; ∀阿贝赛报 # 认为

 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是一场世界性的进攻, 因此就应该对恐怖主义和那些纵容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

绝对的打击 ! ; ∀法兰克福汇报 # 2001年 9月 11日刊登短评 ∀宣战# 认为:  这些轰炸不只使美国,
也使西方文明社会面对不再认为是可能的暴力逐步升级。!

(二 ) 西方传媒互相呼应; 本 拉登被判为最大嫌犯和追捕目标

据悉, 北约于 2001年 10月 4日通过了支持美国针对九一一事件所采取军事反击的 8项举措。基

辛格在当日也公开表示,  九一一事件后最具戏剧性的变化是欧美关系, 表明至少在一些问题上需要

共同行动。! 事实上, 北约盟国不仅大力支持美国的  反恐! 军事行动, 还与美国传媒一道, 将九一

一事件最大嫌犯本 拉登树为  绿祸 ! 的典型, 反复播放本 拉登头像与双子星座楼倒塌交错的画

面, 趁势渗透  伊斯兰恐怖论 !。亦即, 西方传媒使本 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成为全世界关注焦点的新

闻炒作也为后发的  恐伊症! 的肆意蔓延全球作了充分的造势准备。日本的吉野藏一指出, 美国中

央情报局在冷战时代曾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机构一起, 暗中向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资金等。但冷战结

束后, 美国却公开指责塔利班的恐怖行为, 并对它进行制裁。因此,  本 拉登 / 塔利班 / 巴基斯
坦 ! 这个三角也和阿拉伯国家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相呼应, 使那里形成了西方国家难以插足的地区。

巴基斯坦有学者也披露, 20世纪 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主要

目标是打败苏联, 为实现此目标, 美国招募了许多在本国不受欢迎的阿拉伯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

林到阿富汗参加宗教战争, 最终美国成功地利用了这些圣战勇士打败了苏联, 但随后美国便对他们弃

之不理。90年代初, 由于苏联解体后中亚及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再度开始关注阿富汗, 阿富汗境内对美国人的仇恨正是在这期间产生的。由于当年遭到美国人的

抛弃, 那些仍留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对美国无比仇恨, 这种仇恨胜于当年对苏联的仇恨。过去西方曾

把他们看做圣战斗士, 而现在他们却被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媒体也基本

上是跟着这种说法来形容他们。可以说, 本 拉登及其同伙由昔日抗苏的  圣战斗士 ! 落魄为反美
的  恐怖分子! , 是美国霸权主义者利用本 拉登及其同伙的伊斯兰认同使然。但是, 在诸种因素的

综合作用下, 尤其在美国及其盟国主流传媒大张旗鼓的造势中, 本 拉登却被判为九一一事件的最大

嫌犯和主要追捕对象, 而美国却堂而皇之地成了审判者、甚至行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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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 基辛格: ∀一场战争可以使未来摆脱恐惧 #, 载 [英国 ] ∀每日电讯报 #, 2001年 9月 16日。



可见,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政府由怀疑基地分子所为到推断本 拉登策划, 并判定塔利班助暴, 进

而锁定阿富汗和伊拉克为军事打击目标, 由此美英联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至今, 本 拉

登成为全球媒体出镜率最高者。更出乎布什总统预料的是, 本 拉登一直逍遥法外, 而布什自己却落

得与本 拉登共同成为  全球最危险的两个人物! 的尴尬下场。

(三 ) 西方传媒竭力渲染由九一一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 将美国逐步推上人道同情的  巅峰!

九一一事件后, 西方传媒竭力从美国的经济损失与其公民的家庭悲剧中发掘世界性的灾难意义,

宣称此事件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一切, 甚至全球从此步入  世界大战时期 !。如法新社 2001年 9

月 11日的英文报道认为,  美国金融中心的腹地今天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给原本已经在衰退边

缘徘徊的脆弱的美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伦敦 ∀金融时报 # 股票指数收盘时下降了约 5 7%。欧洲

市场上交易的美国股票受挫。微软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9%, 美铝公司的股价则下跌了 6 7%  由于史

无前例, 因此很难估计 9月 11日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但在短期内, 或

许可以简单地通过袭击事件的 3种主要后果对此事件进行评价: 对国际支付体系和国际清偿能力造成

的影响; 袭击事件导致人力与物力资源损失可能造成的影响, 以及事件的发生及后果对消费者和企业

行为造成的影响。!∃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网站于 2001年 9月 11日发表 ∀爆炸使美国经济陷入瘫痪 #

一文指出, 美国外汇交易市场于当日关闭, 巴黎证券市场暴跌了 7 4个百分点; 石油交易商把赌注下

在美国将对中东地区的某个目标进行报复上, 这种心态又将原油价格推上了 9个月以来的最高点; 保

险业损失惨重; 因取消了全美国所有民航航班, 航空业每天的损失将以数亿美元计算, 旅游和航运业

蒙受巨损& &西方传媒在播报各种世界性经济损失之际, 又强调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对立所带来的精神

损失:  在发生了 9月 11日的袭击事件以后, 美国人已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地缘政治优势。!  俄罗斯

人已经离开阿富汗, 但是, 特别是自赢得海湾战争 ( 1990~ 1991年 ) 以后, 美国人却陷入了一种越

来越深的矛盾之中: 美国既要支持以色列, 又要支持阿拉伯国家, 特别是要支持一些年来一直资助敌

视犹太人和西方人的伊斯兰极端派组织的沙特阿拉伯!。% 一名美国外交官说:  如果布什总统在电视

上说, 我们要捉拿恐怖分子和那些包庇他们的人, 这意味着许多人会遭殃。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

理所应当的&&但我们的政策会产生巨大影响, 许多人已因他们所认为的我们的傲慢而吃了许多苦

头。! 对此, 许多穆斯林则认为,  通过一连串的军事干涉、美国主使的政变和高压手段, 非洲、拉

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府成了美国的盟友 / / / 但它们的人民却成了美国的敌人。这使许

多人确信, 尽管美国鼓吹正义和民主, 但它遵循的却是双重标准 !。∋

事实证明, 由于西方传媒, 尤其是美国主流传媒对九一一事件所致各种损失的蓄意渲染, 使美国

反恐同盟迅速扩大, 对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不断攀高, 并将美国逐步推上人道同情的  巅峰!。但美国

却借  反恐 ! 之名谋取全球霸权利益, 践踏了国际公约及其原则, 也辜负了世界民众的同情和善意。

(四 )  文明冲突论! 甚嚣尘上

九一一事件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说 !。他武断地判定儒伊文明联手将构成对世界最大

的威胁, 并将西方传媒所臆造的  黄祸 !与  绿祸!逐步升级为美国面临的  潜在敌人 !与  现实的敌

人 ! , ∗循着先树敌、后罗织  罪名! 的逻辑思路推导出下列论断: 一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存在

不可调和甚至势不两立的冲突; 二是穆斯林生来就  好战, 不相容 !,  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

向 !, 再加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人口膨胀、缺乏核心国家、被边缘化等因素的整合作用, 阿拉

伯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对立日趋激烈; 三是悍然确立  文明冲突 ! 的主战场在阿拉伯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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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 ∀国家报 #, 2001年 9月 19日。

[法国 ] 伊夫 拉科斯特: ∀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 载 [法国 ] ∀费加罗报 #, 2001年 9月 14日。

[美国 ] 理查德 布德罗: ∀超级大国的悲哀与因果报应 #, 载 [美国 ] ∀洛杉矶时报 #, 2001年 9月 13日。

塞繆尔 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 / /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82~ 283页。



兰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 九一一事件后, 白宫先将本 拉登定为最大嫌犯, 又将阿富汗和伊拉克判

为全球  反恐主战场 !, 继而针对塔利班、基地组织, 以及萨达姆的  恐怖罪状 ! 展开军事打击。可
以说, 布什政府的  反恐行动路线图 ! 与亨氏  文明冲突! 论的逻辑思路彼此呼应、惊人吻合。我

们不得不承认, 亨廷顿的学术观点已如此绝妙地演绎为美国霸权政治的  方略 !、甚至全球战略的

 圭皋!! 从某种程度说, 九一一事件不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间的一场  文明冲突!, 而是西方传媒倾
力而为的一个  泄愤之作! , 也是西方霸权语境中的一场  文明冲突 !。从福山的  历史的终结 ! 到

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 !,再到西方传媒鼓噪的  世界大战 ! 论, 折射出美国寻求向阿拉伯 -伊斯兰世

界开战理由的这一根本动机, 凸显了美国借  反恐 ! 之名谋世界霸权之实的舆论背景。

(五 ) 阿拉伯 / / / 伊斯兰世界成为国际传媒的关注焦点
当人们反思在美国发生的九一一事件的同时, 国际传媒也将关注焦点投向了阿拉伯 -伊斯兰世

界。如法国 ∀世界报 # 2001年 10月 3日发文谈海湾国家艰难处境问题 / / / 既怕得罪伊斯兰世界, 又

怕得罪美国, 拒绝重犯海湾战争时卷入军事联盟的错误。同时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与九一一事件间的

内在关联。据美国战略预测公司 2001年 10月 9日发表题为 ∀  站在我们一边, 或站在恐怖分子一

边 !: 阿拉伯国家政府进退两难 # 的文章认为, 全世界伊斯兰国家的政府  在政治上也将变得十分危

险。!  像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政府这样温和的政权和像沙特阿拉伯的沙特王室这样保守的统治者现在

都面临激进主义浪潮日益高涨的危险。! 可见, 国际传媒在对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中, 也

开始关注巴以冲突与九一一事件的内在关联; 担忧那些亲美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处境和命

运; 由巴勒斯坦民众庆祝九一一事件而倍加关注阿拉法特的政治抉择 / / / 要么站在美国一边, 要么站

在恐怖分子一边。事实是, 沙龙乘势搭上了美国的  反恐快车! , 而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进行大规模

 定点清除!、围困阿拉法特, 并彻底断送其政治生命, 终使  欢庆九一一事件 ! 的巴勒斯坦民众在
全世界一致  声讨! 恐怖分子和  同情! 美国之际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 阿拉法特的饮恨而终、

萨达姆的大闹公堂及内贾德的强硬抗争, 又折射出中东政治强人与美国相抗的当代史, 而沙特、埃及

和约旦的领导人因亲美而陷入矛盾与尴尬当中, 九一一事件使全球穆斯林处于  被审 ! 的窘境、中
东政局更加动荡不宁, 整个阿拉伯 / 伊斯兰国家均被此次事件程度不同地推向了历史抉择的  十字

路口!。

总之, 九一一事件让  一超独霸 ! 的美国  撞上了 ! 冷战结束后  树敌 ! 的重要契机, 基于能

源、地缘与文化的诸多考虑, 本 拉登不仅成为九一一事件最大嫌犯, 也成为所谓  好战而恐怖的
伊斯兰 ! 的符码, 进而将  与本 拉登有关联 ! 的阿富汗、伊拉克锁定为复仇目标。美国传媒在竭

力发掘九一一事件灾难的世界性意义中赚得全世界同情, 并为布什政府成功营制出借  反恐 ! 来

 谋霸! 的有力国际舆论,  反恐战争 ! 这一词组高频出现在国际传媒上, 但  这个在斗争的第一阶
段有利于号召公众支持的词组或许符合总统的政治利益, 但对在主流穆斯林中赢得人心、阻止 (基

地 ) 招募新成员非常不利 !∃。因此, 继 2006年底英国官员叫停  反恐战争! 提法后, 约瑟夫 奈又

于 2007年 2月呼吁  反恐战争应该休矣 !, 对西方传媒在九一一事件报道上的失当之举提出委婉

批评。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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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 约瑟夫 奈: ∀别提反恐战争了 #, 载美国 ∀国际先驱论坛报 # 网站, 2007年 2月 8日。



Re- surveying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 D issection of the

U. S. ) s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 1 of 2)

Ma L irong pp 5- 10

S ince the Event o f September 11, a great dea l

of the facts have proved that based on the care fu l

consideration o f energy, geog raphy and culture, the

Un ited S tates has taken the advantage o f the oppor

tunity of the event to de fine the  green menace! as

the img ined enemy!, wh ich po tentia lly accords the

real demand of the U. S. for hegemony in the name

of counter- terrorism. The Bush adm inistration de

fined the U. S. m ilitary operation o f revenge as the

 battle o f the world! and even as the  battle of the

c iv ilized society!, and div ided thewo rld by  wheth
er stay w ith us, or stay w ith the terrorists!, hoping

that the o ther countries of thew orld w ould th ink tha t

 attacking one country is attacking the w ho le! so

that the who lew orld cou ld be un ited. In order to as

sort w ith the governm ent) s counter- terror ist strate

gy, the U. S. med ia have carefully created favora

b le in ternational pub lic opin ions by disintering the

w 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nd

play ing up the new s top ic o f  chang ing everyth ing!.

Ch ina) s Strategic Choice for Establishing D iplom atic
Relations w ith South Africa ( 1 of 2)

Yang L ihua pp 11- 16

U nder the situat ion o f globa l integration and de

ve lopment diversity, conferr ing and co llaberation be

tw een the deve loping pow ers are play ing an unne

glectab le ro le in bu ild ing the world econom ic and

po litical o rder, w hich is prov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 ina- South A frica cooperative re lation. S ince

the d ip loma tic re lation swere estab lished betw een

China and South A frica for nearly ten years, the bi

latera l common understanding has been deepening

and a strateg ic partnership o f po 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 icmutua lbenefit and in ternationalmu tual as

sistance is form ing. From enhanc ing understanding

to deepen ing perception, China and South A frica

have extensive common stance and cooperat ive basis

on the ir own conceptions o f national governce po licy

and inm eet ing the develop ing countries)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ffa irs, and very effective consu lting

mechanism s have been estab lished betw een the tw o

sides. Ch ina- South A frica relation w ill go mature

and stab le in the future.

Afrikaaners) Land Conception and Their Colonizing South Africa

SunH ongqi pp 29- 34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
th
century, as the

most pow erful colon ialists of the wo rld then, the

N etherlanders ccup ied firstC ape and then to the east

the who le of today) s South A frica, during w hich the

N etherlanders becameA frikaaners and the owners o f

almost a ll South A frican lands w ith many h igh -

sound ing reasons. Th is papermainly a im 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 een the land cogn ition of the N eth

erlands co lon ia lists and the ir pract ice in co lon izing

South A frica, to revea l the co lonialists ) menta l

process of co lon izing South A frica and spo liat ing the

land o f nativ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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