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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与也门关系很复杂
文／刘中民

今年1月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攻

占也门首都萨那的总统府，迫使总统

哈迪将政府迁至南部港口重镇亚丁。

3月25日，胡塞武装逼近亚丁，哈迪出

逃沙特。3月26日，沙特阿拉伯领导十

余个阿拉伯国家展开对胡塞武装的空

袭，并在不久后召开的阿盟峰会上宣

布组建阿拉伯国家联合部队，并计划

对胡塞武装发动地面进攻。

在国际舆论看来，沙特领导阿

拉伯国家强力介入也门内政的重要原

因在于什叶派胡塞武装得到伊朗的支

持，也门形势的背后是逊尼派大国沙

特和什叶派大国伊朗的对抗。但是，

这或许只是也门形势的一部分。从历

史的角度看，沙特自立国之日起就与

也门结下不解之缘，在历史上多次介

入和干涉也门政治。

近代也门三分天下，沙特居其一

也门本是阿拉伯半岛文明古国，

自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伊

斯兰化以后，先后曾遭阿拉伯倭马亚

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一系列地方王

朝统治。在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和

奥斯曼帝国分别从南部沿海和北部内

陆地区入侵也门。尽管葡萄牙的入侵

遭遇失败，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

则逐渐扩展至整个阿拉伯半岛，也门

逐渐被完全纳入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

围。但奥斯曼帝国的侵略遭到了也门

什叶派分支栽德派信徒的顽强抵抗，

并于1635年被迫撤离也门。两个多世

纪后的1849年，奥斯曼帝国再度入侵

也门，其占领地区也逐步从红海沿岸

深入也门北部，占领首府萨那，随后

在此派驻总督并大量驻扎军队，确立

了奥斯曼帝国在也门的统治。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殖民

主义者则不断在波斯湾沿岸和阿拉伯

半岛沿岸地区进行扩张。1799年，英

国占领了扼守红海入口处的丕林岛；

1839年占领了连接红海与印度洋的港

口城市亚丁。此后，英国先后吞并哈德

拉毛等30多个酋长领地，组成“亚丁保

护地”，进而分割了也门南方大部分领

土，这也成为也门南北分裂的开端。

1918年奥斯曼帝国崩溃，也门建立了

独立的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其领导者

为来自栽德派的伊玛目叶海亚。

在这一历史时期，阿拉伯半岛

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沙特阿拉伯王国

的建立。沙特在扩张进程中吞并了也

门一直声称拥有主权的阿尔西地区，

还力图将巴哈、吉赞和纳季兰等地归

入沙特版图。1934年，也门和沙特发

生战争，也门败北。英国乘机迫使

也门签订了所谓《友好和互不侵犯

条约》。这个条约将也门分割为三部

分，即叶海亚统治下的穆塔瓦基利亚王

国；隶属于英国的亚丁及其保护地；而

吉赞、纳季兰和阿西尔地区归入沙特

的版图。因此，事实上也门曾一分为

三，除南北两部分外，另一部分领土

则被永久地纳入沙特王国的版图。

沙特与埃及在北也门上演“代理人战争”

也门南北分裂后，走上了不同的

发展道路。1962年9月，也门北部的

“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一举推

翻了巴德尔王朝，建立了阿拉伯也门

共和国（简称北也门）。也门南部人

民于1967年11月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

立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11月更名为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称南也门）。

发动1962年革命的“自由军官

组织”得到了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大

力支持。当时纳赛尔奉行泛阿拉伯民

族主义，试图通过“军官革命”的方

式推翻阿拉伯各国的君主政权，最终

通过各国革命政权的联合实现阿拉伯

民族的统一。1962年北也门发生革命

之际，正值叙利亚退出埃及领导建立

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

联”，计划中的伊拉克未加入），纳

赛尔认为沙特的破坏是“阿联”失败

的重要原因。因此，埃及极力支持也

门“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建立

亲纳赛尔的共和制政权，以此抗衡沙

特领导的君主制阵营，重树埃及在阿

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据统计，进入

也门的埃及军队最多时曾达到7万人。

此外，埃及还向也门共和国提供了大

批的武器装备。

沙特、约旦等国家则站在君主

制一方，大力支持巴德尔政权。沙特

的考虑主要有两个：北也门作为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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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3日，一群也门儿童
聚集在萨那的联合国办事机构前
抗议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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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建立共和制政权，将直接危及沙

特与约旦等君主制政权的稳定；从意

识形态的角度看，阿拉伯革命政权均

奉行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也门革命

将进一步扩大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

力，并威胁沙特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

及其作为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地位。

埃及和沙特在北也门的这场“代

理人战争”最终在美国的干涉下有所

缓和，而美国干涉的实质是为了对抗

埃及背后的苏联，遏制它在中东地区

的扩张。1963年6月，在美国与联合国

的斡旋下，埃及与沙特达成协议，沙

特同意停止帮助王室派势力，埃及则

撤出在也门的军队。但沙特和埃及支

持的两派仍然打打停停，直到1967年

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后无力

继续支持也门战争，不得不与沙特再

度达成协议，双方均同意放弃对也门

的干涉，此后埃及逐步撤出也门。

沙特从“反对”到“默许”也门统一

南北也门分别建国后，北也门选

择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发展道路，

具有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南也门则

“是中东地区惟一具有马克思主义倾

向的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

形态方面的差异导致两国矛盾不断

激化，边界冲突屡屡发生，最终酿成

1972年9月的南北也门战争。在阿拉

伯国家联盟的调解下，同年双方签订

了谋求实现统一的《开罗协定》。

但由于南北也门实行不同的社会制

度，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和隔

阂，以及外部势力的插手，统一没有

能够实现。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埃及对

北也门影响的减弱以及南北也门走上

不同的发展道路，沙特的也门政策开

始调整。由于不希望看到也门统一后

成为自己的一个强大邻国，沙特加大

了对北也门的支持，并扶持南北也门

的部落势力，与南也门政权进行激烈

对抗，此举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南北也

门的分裂。一直到1976年，沙特和南

也门的关系才缓和，并建立了外交关

系。然而，70年代末苏联在南也门的

扩张政策导致苏联与沙特的交恶，沙

特与南也门关系急转直下，并引发了

大规模边界冲突。直至1983年，随着

国际与地区形势的缓和，双方外交关

系才逐渐步入正轨。

上世纪80年代末，奉行“改革新

思维”的苏联政府对南也门的控制减

弱，援助大幅减少，南也门经济陷入

困境。在此背景下，也门统一的国际

条件大为改善。而从80年代以来，为

了应对苏联在红海地区的势力扩张，

沙特也不再反对也门统一。1981年，

也门统一最高委员会成立，沙特对此

表示支持和赞赏；1985年，沙特为南

北也门油田合作提供了经济和技术支

持；1990年5月2日，南北也门正式合

并为也门共和国，沙特立即表示祝贺

并予以承认。因此，也门之所以能够

实现统一，既得益于整个冷战体系的

松动，也得益于沙特政策的变化。

冷战后沙特与也门关系龃龉不断

也门统一后不久，便与沙特在

地区问题上产生分歧。1990年，伊拉

克入侵科威特。也门与利比亚、阿尔

及利亚、约旦、苏丹、毛里塔尼亚等

国家以及巴解组织一道，对萨达姆的

行为持同情和理解态度，因而得罪

了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合作委员会国

家。海湾战争爆发后，也门又坚决反

对西方军事力量进入阿拉伯国家。也

门在海湾问题上的立场遭到沙特等海

湾国家的强烈谴责，而且失去了来自

海湾国家常年的财政援助，近百万名

在海湾国家工作的也门劳工也被驱逐

回国，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还配合美国

对也门采取孤立打压政策。这些事件

导致也门失业人口剧增，通货膨胀加

剧，社会不稳定因素猛增。这也构成

了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也门内战中，沙特等海湾国家

在表面上对内战双方进行斡旋，但由

于北方在军事上拥有绝对优势，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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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上采取了支持南方的政策。背

后的原因还是因为沙特与也门有边界

纠纷，沙特不愿意出现一个强大的也

门对自己构成威胁。也门与沙特在边

界问题上也时常发生纷争。1998年两

国军队在有争议的红海杜瓦米什岛发

生流血冲突。一直到2000年，双方才

正式签署了边界条约，沙特归还也门

约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决了两国长

达60多年的领土纠纷。但双方围绕杜

瓦米什岛主权的争端至今未获解决。

现实利益促使沙特与也门合作

9.11事件后，由于也门和沙特

在国内均面临恐怖袭击频发的严峻挑

战，在国际上也都面临美国的反恐压

力，因此沙特与也门就打击“基地”

组织展开了一定的合作。2003年，沙

特和也门互相移交了拥有对方国籍的

“基地”组织嫌疑犯。同年，也门与

沙特在利雅得商讨如何防止恐怖分子

越境从事恐怖活动，并签署了加强边

境管控协议。2009年1月，“基地”

组织沙特、也门分支正式合并为“基

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主要在也

门南部活动，并把推翻沙特王室政权

作为其重要目标，促使沙特和也门进

一步加强了反恐合作。

此外，随着胡塞武装日益坐大，

沙特与也门也围绕打击胡塞武装展开

合作。胡塞武装的大本营位于也门北

部多山的萨达省，该省与沙特毗邻，

在历史上一直是栽德派的核心地带。

胡塞武装由胡塞家族领导，属伊斯兰

教什叶派分支栽德派，胡塞家族领导

人都曾经在伊朗库姆神学院学习，该

派反对沙特逊尼派的瓦哈比教义，主

张在也门北方建立由伊玛目领导的伊

斯兰国家。胡塞武装的青年组织“青

年信仰者”是胡塞家族武装的精锐部

队。2004年，胡塞武装宣布在萨达省

建立伊斯兰政府，遭到也门萨利赫政

权的重兵围剿，但胡塞武装的反政府

活动从未中断。在2009年底至2010年

初，也门政府军和沙特边防部队对

胡塞武装发动南北夹击攻势，但胡塞

武装与也门、沙特军队展开游击战，

最终迫使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展开和

谈，并同意胡塞家族在其控制区域内

实行伊斯兰法。

沙特与也门合作打击胡塞武装，

是因为担心在其毗邻地区出现一个有

伊朗背景的什叶派政权，因为这不仅

将直接对沙特国内占人口15%的什叶

派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影响其国内安

全，而且还会因此壮大伊朗的什叶派

阵营。

沙特未来的也门政策并不轻松

2011年也门动荡以来，由于也

门形势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巴林，沙特

的也门政策并无好的选择，因此以海

合会的名义向自己并不喜欢的萨利赫

政权施压，并寄望继任总统哈迪通过

启动全国对话会议实现各派和解，维

持也门稳定，成为沙特的权宜之计。

但是，由于也门各种矛盾积重难返，

哈迪政府推动的全国对话会议毫无收

效，也门在去年再度陷入严重的政治

危机。虽然沙特可以通过军事行动重

创乃至剿灭胡塞的军事力量，但真正

考验沙特的是如何对未来的也门进行

安排。

首先，扶植一个亲沙特的也门逊

尼派政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有分

析指出，近年来沙特一直支持也门的

萨拉菲派势力，以抗衡什叶派胡塞势

力。虽然也门的人口结构（逊尼派占

52%，什叶派占46%）相对势均力敌，

但由于逊尼派内部的部落与家族纷

争，逊尼派的凝聚力无疑远逊于什叶

派。同时，由于沙特历史上多次干预

也门内政，双方还存在领土纷争，也

门逊尼派对沙特也没有太多好感。更

为重要的是，致力于消灭沙特君主制

政权的“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已经借

沙特打击胡塞之机攻城略地，而该组

织的社会基础就是也门东南部的逊尼

派。因此，沙特短期内想在也门打造

出一个亲沙特的逊尼派政权，可能性

几乎为零。

其次，应对相关的外交挑战也

绝非易事。在打击胡塞武装的过程

中，沙特组建了包括海合会六国以及

埃及、约旦、摩洛哥、苏丹等国在内

的国际联盟，同时也得到了美国的认

可，足见沙特在行动前进行了足够

的外交准备，也充分反映了中东变局

以来沙特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但

这种国际联盟恐怕并非铁板一块。例

如，由于历史上沙特与埃及曾长期争

夺也门，沙特对埃及塞西政权企图派

地面部队进入也门肯定会心存疑虑。

而从地区层面看，沙特组建国际联盟

打击有伊朗背景的也门什叶派，期间

又恰逢伊核谈判达成框架协议，这进

一步凸显了沙特与伊朗两强崛起的地

区格局。伊朗或许不会在也门问题上

与沙特进行全面对抗，以维护来之不

易的伊核谈判成果，但双方无疑将继

续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

林、也门等存在教派矛盾的国家进行

或明或暗的博弈，这无疑将成为沙特

面临的长期挑战。此外，有媒体报

道，沙特与以色列在打击胡塞武装问

题上进行了一定的合作，这无疑有损

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从沙特与

美国的关系看，沙特的也门政策固

然获得了美国的认可，但美伊关系改

善、美国撤出在也门的反恐力量，都

增强了沙特面临的安全压力。

（作者为上海市高校智库——上

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