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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１９６３ 年成立以来，也门社会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由初期的阿

拉伯民族主义、纳赛尔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糅，到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再到主张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最后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也门社

会党意识形态演变的主要动因包括党内斗争、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和

国际力量的干预等。 目前，也门社会党意识形态面临理论缺陷、吸引力降

低、实用主义导向等挑战和威胁。 未来，也门社会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能否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融入到也门伊斯兰社会中并进行理论创新，
以赢得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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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社会党意识形态演变论析


　 　 １８３９ 年，英国为控制通向印度洋最近的通道，入侵也门亚丁地区，控制了曼德海

峡。 １９３４ 年，英国趁也门同沙特阿拉伯交战之际，迫使也门签订为期 ４０ 年的《友好

互助条约》，即《萨那条约》。 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南北也门的正式分裂。 二战结

束后，为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南也门地区许多民族主义组织相继成立。 １９５９ 年，阿
拉伯民族主义运动（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①（以下简称“阿民运”）在亚丁建立

分支，号召成立包括所有反殖民力量在内的联合阵线。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阿民运亚丁分

支联合其他民族主义组织在萨那召开大会，宣告成立解放被占领的南也门民族阵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ｍｅｎ） （以下简称 “民族阵

线”）。 １９７８ 年，民族阵线改名为也门社会党（Ｙｅｍｅｎ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从南也门革

命到建立阿拉伯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到南北也门统一以来，也门社会党的意

识形态经历数次演变。 考察也门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演变及其原因和面临的挑战，对
理解也门政党政治和国家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也门社会党在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及政策主张

自 １９６３ 年成立以来，也门社会党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革命时期

（１９６３ 年～１９６７ 年）、一党执政时期（１９６７ 年 ～ １９９０ 年）、联合执政时期（１９９０ 年 ～
１９９４ 年）、反对党时期（１９９４ 至今）。 不同时期也门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及政策主张存

在较大区别。
（一） 革命时期（１９６３ 年～１９６７ 年）： 多种意识形态进行革命动员

作为以阿民运亚丁分支为主体构成的民族主义组织，民族阵线成立的目的就是

以阿拉伯民族主义②为旗帜，领导南也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 同时，
民族阵线也深受纳赛尔主义③的影响。 民族阵线多数领导人在埃及接受过教育或军

事训练，其总部与埃及政府联系密切。 此外，民族阵线的一些左派成员奉行马克思

列宁主义。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好与民族阵线武装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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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民运是由乔治·哈巴什（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ｂａｓｈ）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创立的一个学生组

织。 １９５８ 年该组织正式将名字定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并在阿拉伯国家中形成众多分支。 阿民运以阿拉

伯民族主义为旗帜，致力于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社会进步。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涵主要包括：要求阿拉伯人基于共同的土地、经济、种族、宗教、语言和历史团结

起来，摆脱外来殖民主义的占领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使阿拉伯人成为他们自己土地的主人，自己资源和财富的

唯一受益者，反对以色列。 参见［美］凯马尔·Ｈ．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７４－７９ 页。

纳赛尔主义是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Ｇａｍａｌ Ａｂｄｅｌ Ｎａｓｓｅｒ）思想和主张的统称，主要包

括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对外政策、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统一，民
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现这种统一的手段。 参见［美］凯马尔·Ｈ．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

和社会思想》，第 ２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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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合。 中国和越南革命的成功则为民族阵线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革命方式。 “马克

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和越南农民战争，满足了南也门革命者的道德、战术和组织的需

要。”①但除了追求民族独立外，左派还要求“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摒弃现存的社会

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无阶级社会”②。 革命后期，左派的力量不断壮大。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宪章》（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ｔｅｒ）反映了民族

阵线这种复合性的意识形态。 《国家宪章》内容主要包括：号召实现南也门的全面解

放和彻底清除英国的势力，推翻苏丹统治，完成南北也门的统一；扩大公共部门，建立急

需的经济基础设施，实行免费教育，进行土地改革，维护经济体系的独立和社会公正；支
持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解放巴勒斯坦，实行中立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③

《国家宪章》全面阐述了民族阵线的政治经济社会目标。 在革命时期，实现民族

独立是民族阵线的首要任务，为进行革命动员，争取部落保守力量的支持④，民族阵

线外宣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号召武装反抗英国殖民统

治。 “左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则被简化成一些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类似的口

号。”⑤在部落的支持下，民族阵线领导南也门独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 由于“英国除了对纳赛尔政权有着强烈的敌意和民族阵线在军事上获得的胜利

以外，更重要的是未发觉民族阵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⑥，英国最终决定将权力

移交给民族阵线。 １１ 月 ３０ 日，民族阵线宣告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结束了英

国对南也门长达 １２９ 年的殖民统治。
（二） 一党执政时期（１９６７ 年 ～ １９９０ 年）：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民族阵线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阿卜

杜·法塔赫·伊斯梅尔（Ａｂｄ ａｌ⁃Ｆａｔｔａｈ Ｉｓｍａｉｌ）发表讲话，提出民族阵线的任务是“巩
固和推进革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清算反革命分子，实行计划经济，最终目

的是实现社会主义”⑦。 大会宣布，民族阵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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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ｍｅ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 １２２．
Ｍｉｒｉａｍ Ｍ． Ｍüｌｌｅｒ，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ｅ Ｉｓ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Ａｒａｂｉａ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ｔｏ Ｙｅｍｅｎ，

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５， ｐ． ２３３．
Ｔａｒｅｑ Ｙ． Ｔｓｍａｅｌ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Ｓ． Ｔｓｍａｅｌ， ＰＤＲ Ｙｅｍ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Ｆ． Ｐｉｎｔｅｒ， １９８６， ｐ． ２５．
民族阵线成立时建立了由 １２ 人组成的领导集团，其中 ６ 人来自阿民运亚丁分支，６ 人来自部落，参见

Ｎｏｅｌ Ｂｒｅｈｏｎｙ， Ｙｅｍ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ｒａｂ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１１， ｐ． １７。
Ｍｉｒｉａｍ Ｍ． Ｍüｌｌｅｒ，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ｅ Ｉｓ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Ａｒａｂｉａ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ｔｏ Ｙｅｍｅｎ，

ｐ． ２３３．
Ｈｅｌｅｎ Ｌａｃｋｎ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ｅｒｖ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５， ２０１７， ｐ． ６８０．
Ｊｏｅ Ｓｔ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ａ：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ＭＥＲＩＰ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Ｎｏ． １５， １９７３，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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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组织。 大会决议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将民族阵线发展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党；第二，开放民

族阵线，面向国内其他民主党派；第三，建立地区代表大会；第四，实施国有化；第五，
清洗所有反动国家机构和军队；第六，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等。①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民族阵线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颁布新的党纲。 新党纲规定，民族

阵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民族阵线有三

条重要的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大清洗。② 大会还将民族阵线改名为

“民族阵线政治组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伊斯梅尔在这次大会

上规定了民族阵线的新任务：“民族阵线正在改变它的地位，由摧毁封建主义和殖民

主义所建立的一切制度、领导民众建立新国家的大众组织，转变为领导国家进行社

会建设的负责的权威力量，为广大民众指引前进的方向。”③同第四次代表大会相比，
此次代表大会所使用的政治话语明显缓和，不再激烈批判阿拉伯世界的小资产阶

级，主要强调解决民族民主革命所遇到的问题。④

通过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确立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后，民族

阵线政治组织开始参照苏联共产党进行党的建设。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民族阵线政治组织

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意合并民族阵线政治组织、南也门人民先锋党（Ｐｏｐｕｌａｒ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ｍｅｎ） 和民主人民联盟党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Ｕｎ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组成统一政治民族阵线（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 （以下简称“统一阵

线”）。⑤ 同时，大会制定了新的党纲，规定统一阵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是代表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劳苦大众的政治先锋。 新党纲还强调，国家现在正处于

民族民主革命过渡阶段，通过自发或实验性的革命实践，党会成为也门人民真正的

先锋队。⑥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统一阵线改名为也门社会党，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颁布了

新的党纲。 党纲规定：“也门社会党是联合农民、其他劳动人民阶层和革命知识分子

的也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目标是对社会进行改造，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各

项任务，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渡；为完成这一崇高的目标，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ｏｅｌ Ｂｒｅｈｏｎｙ， Ｙｅｍ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ｐ． ３８－３９．
Ｔａｒｅｑ Ｙ． Ｔｓｍａｅｌ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Ｓ． Ｔｓｍａｅｌ， ＰＤＲ Ｙｅｍ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３６．
Ｉｂｉｄ．， ｐ． ３７．
Ｆｒｅｄ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ｍｅｎ １９６７－１９８７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 ２５．
人民民主联盟是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人民先锋党是一个复兴党性质的党派，二者的意识形态和

主张跟民族阵线左派是一致的，因而这两个组织在南也门独立后仍被允许存在，参政议政。
Ｔａｒｅｑ Ｙ． Ｔｓｍａｅｌ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Ｓ． Ｔｓｍａｅｌ， ＰＤＲ Ｙｅｍ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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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指导，同时结合南也门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本国特点。”①伊斯梅尔在大会政治

报告中宣称，也门社会党是“工人阶级及其所有同盟军的党……受世界三大革命力

量，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②。 同时，也门社会党对 １９７０ 年制定

的宪法进行了修订。 新宪法规定：国家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

所有劳动者的利益，实现也门的统一，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以走向社会主

义建设的过渡阶段。③ 宪法还强调在各个领域实行民主集中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指导下发展计划经济，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公平分配。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也门社会党在参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尝试

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但没有触动到苏联模式的根本。 在意识形态

方面，也门社会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 联合执政时期（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４ 年）： 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获取选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受苏东剧变和国内经济恶化的影响，也门社会党不得不加快

展开与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Ａｌｉ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Ｓａｌｅｈ）领导的北也门统一谈判进程。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南北也门正式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

南北也门统一后，也门社会党宣布放弃计划经济，支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推进

民主化改革。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也门社会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全会，修改党纲

和党章，规定“也门社会党为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坚持伊斯兰原则和目标，反对阶级

专政，致力于完成也门民族民主任务，将也门建设成为民主现代化国家”⑤。 这次会

议标志着也门社会党正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此后，也门社会党致力于发展政

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淡化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色彩。 “虽然相对于北部一些保

守主义力量来说，也门社会党的主张仍显得比较激进，但总体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已

经放弃了社会主义主张。”⑥也门社会党还在议会中积极发挥作用，推进立法进程。
从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到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议会选举前，议会平均每年通过 １７ 条法律。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议会选举结束到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内战前，仅仅只有 ６ 条法律通过。⑦

这一时期，也门社会党虽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将自身定义为民族主义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５７ 页。
彭树智：《阿拉伯国家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９２ 页。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ｎ，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８１， ｐ． １７８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ｎ．ｏｒｇ ／ ＹｅｍｅｎＰＤＲ１９７８．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７８８－１７８９．
王家瑞主编：《当代国外政党概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９２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ｕｎｂａ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３， １９９２， ｐｐ． ４７４－４７５．
Ａｂｄｕ Ｈ． Ｓｈａｒｉｆ， “Ｗｅ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ｉ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１９９３－ ９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９， Ｎｏ． １， ２００２， 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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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奉行伊斯兰主义①，但更多地是将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作为进行社会动员获

取选票的工具，并未确立明确完善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纲领。 意识形态的模糊性

是导致也门社会党在 １９９３ 年选举中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四） 反对党时期（１９９４ 年至今）： 以社会民主主义推进民主化改革

１９９３ 年议会选举后，总统萨利赫利用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以下简称“全人大”）在议会中的优势，希望促使宪法修正案的

通过，废除主席团委员会，将权力集中于总统手中，削弱也门社会党，致使双方矛盾

激化。 最终内战爆发，也门社会党遭到重创。② 内战结束后，也门社会党需要新的意

识形态，对内加强党的统一和稳定性，对外进行社会动员以获取选民支持，消除内战

影响，重返议会。 １９９６ 年，也门社会党在改革派领导人加拉拉·奥马尔（ Ｊａｒａｌｌａｈ
Ｕｍａｒ）带领下，致力于将自身重建为一个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民主党。
奥马尔是继伊斯梅尔之后党内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对也门社会党意识形态转向社

会民主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
因为它同时注重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③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也门社会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轮会议；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又举行

了第二轮会议。 这次代表大会重点强调消除内战的影响和实现民族和解，其他政策

主张包括：要求萨利赫政府调整其错误的经济、金融和公共服务政策，推进民主化改

革，治理腐败问题，遵守宪法和法律，尊重司法独立，保证社会安全，减少政府不必要

的开支和外债，为投资创造条件，解决失业问题等。④ 同时，大会也提出要努力争取

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身份。 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也门社会党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

也门社会党开始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２００２ 年，也门社会党与伊斯兰改革集团（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ｉ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以及其他小党派组成一个广泛的反对党联盟———联合会议党（Ｊｏｉ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联合会议党主张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解决也门当下面临的严重

·９５·

①

②

③

④

伊斯兰主义是指一种主张伊斯兰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而且是一套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主义

呼吁现代的穆斯林去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寻根，并且在政治上统一思想，强调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有

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应团结起来，捍卫、复兴伊斯兰信仰。 参见向文华：《巴基斯坦

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演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９７ 页。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比德通过亚丁电台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南方脱离也门共和国，成立也门民主共

和国，内战爆发。 这场内战以也门社会党的失败告终，比德等主要领导人逃往国外。 ９ 月，也门社会党重新选出

新的领导机构，阿里·萨利赫·奥贝德（Ａｌｉ Ｓａｌｅｈ Ｏｂａｄ）出任总书记。 内战重创了也门社会党，也门社会党从此

由一个执政党沦为反对党。
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ｅ Ｂｒｏｗｅｒ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 ｏｆ Ｙｅｍｅｎｓ Ｊｏｉ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４， ２００７， ｐ． ５７２．
Ｙｅｍ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ｌ⁃Ｂａｂ，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ｂａｂ． ｃｏｍ ／ ｙｅｍ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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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在 ２００３ 年议会选举中，联合会议党提出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进行公平、自
由、公正的选举，制定相关政策解决也门面临的严重问题，如公共安全、贫困加剧、水
资源短缺、公共服务不足等，制定法律根除腐败问题，保护人权以及维护个人言论自

由权利等。①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也门社会党举行了以纪念奥马尔②为名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大会

通过了党纲修正案，新党纲规定：也门社会党是民族、民主和社会的政党，致力于消

除 １９９４ 年内战的影响，推进政治制度改革，维护国家统一，深化民主，推进现代化发

展，实现社会公正，遵守伊斯兰教义，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开展政治斗争等。③ 这次会

议标志也门社会党正式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 ２００８ 年，也门社会党升级为社会党国

际的咨询党。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也门社会党积极参与新政府组建，试图推进政治

经济改革和解决南方问题。 ２０１２ 年，也门社会党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 ２０１３
年，在全国对话大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举行的关于南方问题的会议上，
也门社会党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十二条主张，主要内容包括：补偿因 １９９４ 年内战遭

受损失的民众，建立和解与正义机构，归还抢占民众的土地，与“南方运动”展开对

话，消除在教育和文化方面对南方的歧视，释放相关政治犯，停止镇压南方和平的政

治运动，废除对南方网站的禁令等。④

二、 也门社会党意识形态演变的原因

从 １９６３ 年成立以来，也门社会党意识形态发生多次变化，由初期的阿拉伯民族

主义、纳赛尔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糅，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到主张民族

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最后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这一演变历程与党内的政治斗争、国
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国际力量的干预密切相关。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Ｓｈｅｉｌａ Ｃａｒａｐｉｃｏ， Ｌｉｓａ Ｗｅｄｅ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ｎａ Ｗｕｅｒ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Ｊａｒａｌｌａｈ Ｏｍａ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ｒｉｐ． ｏｒｇ ／ ｍｅｒｏ ／ ｍｅｒｏ１２３１０２，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奥马尔在伊斯兰改革集团（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ｉ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的一

次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双方加强合作时，遭极端分子枪杀。 伊斯兰改革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是由部落领导人阿

里·艾哈迈尔（Ａｌｉ Ｍｏｈｓｅｎ ａｌ⁃Ａｈｍａｒ）和穆斯林兄弟会联合组建的，主张将也门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１９９７ 年选

举失利后开始寻求与也门社会党的合作。
《也门社会党政治纲领》 （阿拉伯文），也门社会党官方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ａｌｅｓｈｔｅｒａｋｙ．

ｃｏｍ ／ ａｄｂｊｆａｅｅ⁃ａｄｌｉａｌｉ ／ ｉｔｅｍ ／ ３５９１⁃ａｄｂｊｆａｅｅ⁃ａｄｌｉａｌｉ⁃ｄｄｆｋｂ⁃ａｄａｍｃｊａｃｉ⁃ａｄｉｅｆｉ，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ｓｓｕｅ，” Ａｌ⁃Ｂａｂ， Ａｐｒｉｌ ２９，

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ｂａｂ．ｃｏｍ ／ ｙｅｍ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１０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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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内的政治斗争

也门社会党的前身民族阵线成立后，因意识形态分歧很快分化成左右两派：一
派是以民族阵线领导人盖哈坦·沙比（Ｑａｈｔａｎ ａｌ⁃Ｓｈａａｂｉ）为首的右派。 右派大多数

成员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纳赛尔主义，掌控着总部。 另一派则是伊斯梅尔领导的

左派，深受法农、德布雷、格瓦拉等人的影响，欣赏中国、古巴和越南的革命，认为“马
克思列宁主义是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保证”①。 早在 １９６５ 年的第一次代表

大会上，两派就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左派迫切要求大会承诺在独立

后进行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右派则拒绝做出任何这样的承诺。 因此这次大会颁布

的《国家宪章》是双方妥协的产物。
南也门独立后，沙比身兼党政军各项要职，主张走既非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社

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左派抨击为“右倾主义”和机会主义。 在 １９６８ 年召开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左派提出实行集体领导和国有化，无偿没收土地，加强党对政府

的控制等。 右派则认为南也门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采取渐进主义，防止与中产阶级对抗，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应

补偿土地拥有者，沿用英国留下的政府体系等。 这次代表大会有 １６７ 名代表参加，其
中左派代表占大多数，②大会通过的决议主要是按照左派的主张制定的。 但沙比政

府并没有贯彻实施大会通过的决议，而是继续实行自己的政策主张。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左派通过发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６·２２”纠偏运动迫使沙比交出政权。

左派夺权后，积极贯彻执行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然而新政权中的总统

委员会主席萨利姆·鲁巴伊·阿里（Ｓａｌｉｍ Ｒｕｂａｉ Ａｌｉ）和总书记伊斯梅尔在意识形态

和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不断扩大。 在意识形态方面，鲁巴伊认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

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标的实现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和自觉性，而不是

一个先锋党。 伊斯梅尔则认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

国，需要一个先锋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这一目标。 在外交政策上，鲁巴伊主张不仅

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也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等国家的关系；伊斯梅尔则主张

全面发展与苏联的关系。 双方的矛盾最终引发了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的“６·２６”流血事

件。③ 内乱结束后，伊斯梅尔独揽党政大权，将也门社会党改造成了一个苏联共产党

式的政党，但其集权行为也逐渐引起了副主席阿里·纳赛尔的不满。

·１６·

①

②
③

Ｍｉｒｉａｍ Ｍ． Ｍüｌｌｅｒ，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ｅ Ｉｓ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Ａｒａｂｉａ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ｔｏ Ｙｅｍｅｎ，
ｐ． ２１９．

Ｎｏｅｌ Ｂｒｅｈｏｎｙ， Ｙｅｍ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ｒａｂｉａ， ｐ． ３８．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北也门总统艾哈迈德·本·侯赛因·加什米（Ａｈｍｅｄ ｂｉｎ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ａｌ⁃Ｇｈａｓｈｍｉ）接见

南也门特使时，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加什米当场被炸死。 伊斯梅尔联合总理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胡萨

尼（Ａｌｉ Ｎａｓｉｒ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Ｈｕｓａｎｉ）借此诬陷鲁巴伊。 ６ 月 ２６ 日，伊斯梅尔等人在苏联支持下，发动政变，鲁巴伊

在内斗中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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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年 ４ 月，阿里·纳赛尔和国防部长阿里·安塔尔（Ａｌｉ Ａｎｔａｒ）联手逼迫伊斯

梅尔辞去总书记等职务。 阿里·纳赛尔掌握政权后，对南也门的经济和外交进行大

幅改革，如鼓励私有经济发展、放宽对私营企业活动的限制、逐步改善同邻国及中国

的关系、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来往等。 在推行政策调整的同时，阿里·纳赛尔与阿

里·安塔尔的关系开始恶化。 阿里·安塔尔转而和伊斯梅尔结成联盟，帮助其回

国。 １９８５ 年，在苏联的干预下，伊斯梅尔回到南也门。 同年，也门社会党召开第三次

代表大会，伊斯梅尔等人激烈指责阿里·纳赛尔的集权政策。 双方矛盾激化，最终

酿成了 １９８６ 年“１·１３”流血事件①。 此次内乱后，新政权开始反思多次政变的原因，
并着手进行党内民主化改革，加快了与北也门的统一。

（二） 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二战前后，亚丁地区出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繁荣。 １９３１ 年 ～ １９４６ 年，亚丁城市

人口增长超过 ７０％。② 亚丁建立起西方工业化生产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个

国际性大都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人口也迅速增长，代表工人的报纸、政治

俱乐部和工会纷纷出现。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２５ 个工会组织组成亚丁工会代表大会（Ａｄｅｎ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前后共领导了 ８５ 次罢工。③ 到 １９６３ 年民族阵线成立时，亚
丁工会代表大会已经有 ２．２ 万名成员，约占亚丁登记工人的 １ ／ ３。④ 亚丁的经济和工

人运动的发展，再加上英国殖民统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很多亚

丁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思想。 这也是民族阵

线左派出现和不断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１９６７ 年南也门独立后，国内经济陷入了混乱状态。 英国的撤出直接导致约 １．４

万至 ２．５ 万的人口失业，大约有 ８ 万名贸易和服务业的熟练工人离开了亚丁；苏伊士

运河的关闭导致亚丁港口的船只数量由 ６５０ 艘直降到 １００ 艘左右。⑤ 因此沙比政府

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寻求多元化的外国援助，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这与左派倡

导激进式改革的主张相矛盾。 左派政变胜利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南也门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农业和

工业产值持续下滑，国民生产总值的 ５０％仍然来自私营部门，来自国外的工人的现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阿里·纳赛尔一方与伊斯梅尔和阿里·安塔尔一方在首都亚丁爆发武装冲突，最
终酿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内战。 阿里·安塔尔、伊斯梅尔等人在冲突中丧生，阿里·纳赛尔逃亡到北也门。 也门

社会党重组成新的领导机构，阿里·萨利姆·比德（Ａｌｉ Ｓａｌｉｍ ａｌ⁃Ｂａｙｄｈ）当选为总书记，海达尔·阿布·巴克

尔·阿塔斯（Ｈａｉｄａｒ 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ａｌ⁃Ａｔｔａｓ）接任最高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亚辛·赛义德·努曼（Ｙａｓｅｅｎ Ｓａｉｄ Ｎｕｍａｎ）
出任总理一职。

Ｍｉｒｉａｍ Ｍ． Ｍüｌｌｅｒ，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ｅ ｉｓ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Ａｒａｂｉａ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ｔｏ Ｙｅｍｅｎ，
ｐ． ２０２．

Ｔａｒｅｑ Ｙ． Ｔｓｍａｅｌ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Ｓ． Ｔｓｍａｅｌ， ＰＤＲ Ｙｅｍ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２３．
Ｎｏｅｌ Ｂｒｅｈｏｎｙ， Ｙｅｍ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ｒａｂｉａ， ｐ． ５．
Ｔａｒｅｑ Ｙ． Ｔｓｍａｅｌ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Ｓ． Ｔｓｍａｅｌ， ＰＤＲ Ｙｅｍ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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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外汇占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① 同时，苏联大幅度削减了对南也门的经济援助。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８８ 年，苏联对南也门的援助额每年高达 １．３３ 亿美元；但 １９８９ 年却只有

５，０００万美元。② 在此背景下，也门社会党采取多种举措试图解决经济困境，并逐步

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
１９９０ 年也门统一后，实行议会选举制。 也门社会党为提高支持率，赢得选票，遂

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社会动员，但仍在 １９９３ 年议会选举中失

利。 １９９４ 年内战后，萨利赫政权得到巩固，集权趋势强化。 萨利赫通过建立以复杂

的部落和地区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庇护体系来维持自身的统治。 这种政治庇护体系

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大多数杰出的政治精英，不管他们是与执政的全人大结盟还是

正式的反对党成员，都从中获得某种形式的利益，因此在维护政治现状方面具有某

些共识。 这种普遍的政治利益分配阻碍了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但实际上也门的政治

经济亟需变革。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也门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非官方统计

失业率高达 ３０％ ～４０％。③ 萨利赫政权未能成功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设计的结构改革和援助一揽子计划。 此外，也门还面临着腐败、高生育率、日益减少

的石油储量、逐渐耗尽的水资源、落后的教育和卫生，大面积的贫困、效率低下的政

府管理等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基地”组织在也门不断壮大，战乱频仍，影响了也

门人的正常生活。 同时受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也门经济严重恶化。
２００５ 年，也门的贫困人口比率为 ３４．８％，而 ２０１４ 年贫困人口比率高达 ４８．６％，也就是

将近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其中约有 １８．８％ 的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超过 １．９
美元。④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也门社会党要求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呼吁政治民主化，支持

政府适当干预经济，要求建立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体系，维护人权。 在这一

过程中，也门社会党逐渐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同时因为处于萨利

赫主导的政治庇护体系中，为挑战萨利赫政权，也门社会党不得不抛开意识形态分

歧，寻求与右翼政党如伊斯兰改革集团的合作与结盟。

（三） 国际力量的干预

南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连接红海和阿拉伯海，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

位，是大国争夺的焦点。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初，埃及总统纳赛尔为建立一个

·３６·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ｕｎｂａ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ｐ． ４６４．
赵和惠、李爱忠：《也门统一后面临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载《西亚非洲》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第 ５８ 页。
Ｎｏｒａ Ａｎｎ Ｃｏｌｔｏｎ， “Ｙｅｍｅｎ： Ａ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４，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 ４１５．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Ｈｅａｄ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ｓ （％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Ｉ．ＰＯＶ．ＮＡＨ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Ｅ＆ｖｉｅｗ＝ ｃｈａｒ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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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插手南北也门的革命。 １９６２ 年北也门内战期间，埃及在北也门

驻军增加到 １．５ 万人，还包括 ２００ 架军用飞机，以及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① 民

族阵线成立以后，埃及便向其提供武器弹药和给养，在塔伊兹和萨那建立训练营地，
为民族阵线培训各类战斗指挥人员。 １９６６ 年当英国发表白皮书宣称计划在 １９６８ 年

将军队撤出亚丁后，纳赛尔就宣称埃及的力量要在南也门保持 ２０ 年的存在。② 由于

埃及纳赛尔政权对南也门革命的支持，民族阵线在成立初期表示拥护纳赛尔主义。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为加强对民族阵线的控制并将南也门民族主义力量合并起来，埃

及纳赛尔政权向民族阵线施压，要求其与南阿拉伯联盟（Ｓｏｕｔｈ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Ｌｅａｇｕｅ）③和

人民社会党（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ｔｒｙ）④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解放被占领

的南也门阵线（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ｍｅｎ）（以下简称“解放阵

线”）。 ６ 月，民族阵线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拥护合并，签订了合并协议———
“亚历山大协议”（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然而在 １１ 月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民族阵线大部分成员要求终止合并，宣告脱离解放阵线，这场合并风波使民族阵线

与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关系恶化。 １９６７ 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败，导致许多

拥护纳赛尔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逐渐向左派靠拢，重新唤

起阿拉伯民族意识和探寻实现阿拉伯现代化的道路。 同一时期，阿民运本身由于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分离逐渐解体，随着民族运动

不断分化和地方化，阿拉伯民族斗争让位于地方斗争和阶级斗争，阿民运最终走向

了消亡，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失去了号召力。 伴随着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

失败，民族阵线越来越多的成员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初期，苏联对南也门并不重视。 这一时期，苏联将北

也门作为潜在的地区盟友。 据英国情报机构资料，苏联向北也门提供了大量的武器

和坦克，⑤同时苏联与埃及和索马里保持密切的关系。 但是，随着与埃及和索马里关

系的恶化以及北也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开始重视南也门。⑥ １９７２ 年，苏联同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第 １８３ 页。
Ａｓｈｅｒ Ｏｒｋａｂｙ， “ 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ｉ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Ｂａｔｔｌｅｇｒｏｕ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１，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 ２０４．
南阿拉伯联盟成立于 １９５０ 年，其领导人是穆罕默德·杰夫里（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Ｊｉｆｒｉ），代表农村商业资

产阶级利益，其政治主张主要包括：支持南也门的统一，反对南北也门合并；主张与英国进行谈判妥协，反对武

装斗争。
人民社会党是由工会代表大会领导人阿卜杜拉·艾斯纳吉（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ｌ⁃Ａｓｎａｊ）于 １９６３ 年成立的，主

张南也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支持南北也门的统一。 但它不主张武装斗争，而是寄希望通过外交方式实现南也

门的独立。
Ａｓｈｅｒ Ｏｒｋａｂｙ， “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ｉ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Ｂａｔｔｌ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 ２００．
１９７２ 年，埃及驱逐了苏联顾问，北也门与美国建立了联系；１９７６ 年，埃及终止了与苏联签订的友好合

作条约，禁止苏联军队通过埃及港口；１９７７ 年，索马里终止了与苏联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驱逐了所有的苏联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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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南也门提供 ２，０００ 万美元贷款，并派遣共 ２００ 名军事顾问。①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７９ 年

间，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高达 ２．５ 亿美元。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南也门约有 ２．１ 万

名士兵配备苏联装备，总价值约 １．８５ 亿美元，而到 １９８０ 年，数字可能翻了一番。③ 苏

联对南也门的援助是也门社会党能够维持政权生存的重要因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后期，苏联督促也门社会党根据南也门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并且大幅度削减了对南

也门的经济援助。 在苏联的施压下，新政权开始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苏东剧变后，也门社会党也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 也门社会党意识形态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威胁

政党的意识形态发挥着维护政党统一性和稳定性、为其目标和政治行动进行辩

护的作用，只有那些拥有明确完善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政党才能够成功地在政坛立

足。 同样，意识形态在也门社会党的发展历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目前也门社

会党的意识形态面临着理论缺陷、选民基础的丧失、实用主义导向等挑战和威胁，致
使其社会动员能力减弱。

（一） 伊斯兰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之间存在冲突

也门社会党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发源于西欧，深受基督教的教义与价值观的

影响，强调民主、平等、法治、宽容、公正与互助或团结。 而在也门现实社会中， ９９．１％
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 ６５％的信众属于逊尼派，３５％的信众属于什叶派。④ 也门

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社会，伊斯兰教为国教，强调恪守《古兰经》和“圣训”，要求宪法

和法律必须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规定。 这与社会民主主义强调的法治观相冲突。 穆

斯林社会对非穆斯林、无神论者存在排斥情绪，而伊斯兰教中的不同派别之间也相

互排斥，甚至敌对。 这又与社会民主主义强调的宽容、团结的价值观相冲突。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教义之间的冲突问题，奥马尔曾如此解释：

“我们的问题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上；人类、独裁、国家的建立、民主、人权，这些才

是我们的目标所涉及到的；因此我认为也门社会党只要在一般意义上承诺伊斯兰教

作为国教，那么它就符合宪法。”⑤此外，也门社会党还试图将社会民主主义普遍的价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ｏｅｌ Ｂｒｅｈｏｎｙ， Ｙｅｍ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ｒａｂｉａ， ｐ． ８２．
Ｍｉｒｉａｍ Ｍ． Ｍüｌｌｅｒ，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ｅ ｉｓ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Ａｒａｂｉａ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ｔｏ Ｙｅｍｅｎ，

ｐ． ３１３．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ｍｅｎ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９７０－１９８５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Ｔｏ Ｂｌｏ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 ８２．
“Ｙｅｍ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ｉａ．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ｙｍ．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ｅ Ｂｒｏｗｅｒ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 ｏｆ Ｙｅｍｅｎｓ Ｊｏｉ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ｐ． 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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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融合到国内的伊斯兰环境中。 该党在 ２００５ 年制定的党纲中既提出了很多社会

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同时又提出要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保护宽容的伊斯兰

信仰。①

然而，在南也门独立时期和统一后，也门社会党推行的一些政策主张使保守的

信众至今仍会抨击其为无神论者和违反伊斯兰教义。 也门社会党在执政时期将所

有的宗教财产国有化，并摧毁了很多圣徒的坟墓，抓捕和杀害了一些著名的毛拉。②

也门社会党颁布了阿拉伯地区最开明的婚姻法，允许妇女自由离婚，在照顾家庭和

抚养孩子方面与男方负有同等的责任。 也门社会党还设立也门妇女联合大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Ｙｅｍｅｎｉ Ｗｏｍｅｎ），成员约 １．５ 万人，主要是向妇女提供各种职业技

能培训。③ 南北也门统一后，也门社会党仍致力于提高妇女教育水平，鼓励妇女参加

选举。 到目前为止，在公共部门甚至私人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妇女大多数在南也门

接受过教育或出生于南也门。 也门社会党始终主张建立世俗国家，拒绝根据伊斯兰

教义制定法律和政策。 以上这些政策都与伊斯兰教的价值观相左。 作为一个现代

化的世俗政党，也门社会党如何在实践中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伊斯兰教价值

观的平衡仍需要继续探索。
（二） 意识形态对南方民众的吸引力被削弱

也门社会党在南也门长达 ２３ 年的执政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基层组织结构。 该

党在南也门地区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免费教育政策等赢得了很多

民众的支持。 同时，其推行的部落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南也门传统的部落和宗教

结构，淡化了部落认同和宗教认同，加强了国家认同。 上述因素使得也门社会党在

南方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１９９０ 年南北也门统一后，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８２％，
南方人口占 １８％。④ 不仅如此，自 １９８８ 年南北也门边界开放后，大量南方人涌到北

方，希望在相对富裕的北方谋生。 这种人口对比显然不利于也门社会党在议会选举

中获胜。 也门社会党为把影响力渗透到北方地区，试图用在南方的土地改革政策来

赢得北方农民的支持，但成效不大。 一方面是因为苏东剧变导致民众对其社会主义

政党背景存有偏见，另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地区传统部落和地区势力强大，关系错综

复杂，其主要支持的政党是建立在部落和地区势力基础上的全人大和伊斯兰改革集

团，也门社会党很难将影响力渗透进去。
１９９３ 年的议会选举则体现了也门社会党在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影响力的差距。

·６６·

①
②

③
④

参见《也门社会党政治纲领》（阿拉伯文）。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Ｃｌａｒｋ， Ｙｅｍｅｎ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ｎａｋｅ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１２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ｔｏｏｋｅｙ，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ｍｅｎ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 ７１．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ａｙ，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Ｙｅｍｅｎ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Ｃｏｕｌｄ Ｌｉｎｇｅｒ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Ｂ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２， Ｎｏ． ３， ２００８， ｐ．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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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议会选举中，也门社会党获得 ５７ 个议席，次于全人大的 １２３ 个议席以及伊斯

兰改革集团的 ６２ 个议席。① 从统计结果看，也门社会党获得了南方选区 ９５％的选

票，但在北方选区则仅赢得了 １４％的选票。② 这次选举的结果是 １９９４ 年爆发内战的

一个重要原因。 内战后，也门社会党遭到重创，其领导人被迫逃亡，财产被没收，组
织结构遭到破坏。 但也门社会党在南方仍然拥有广泛的支持，自内战后一直代表南

方民众要求萨利赫政权公平对待南方。 在此期间，尽管全人大和伊斯兰改革集团试

图把影响力扩张到全国，但他们的影响力仍然只局限于北方地区。③

然而，２００７ 年“南方运动”（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④兴起后，迅速获得了大部分南

方民众的支持，严重冲击了也门社会党在南方的根基。 也门社会党传统的支持者是

工人和一些之前受益于土地改革、免费教育和社会福利的人等。 而“南方运动”的支

持者包括所有对现状不满的社会阶层，包括部落人员、失业的青年人、失地的农民、
退休人员、工人等。 对于南方遭到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也门社会党一直采取在体制

内与政府合作的方式，避免与其发生公开的冲突。 但“南方运动”却提出要实现南方

地区的完全自治，并发展到要求建立独立的国家。 相比于“南方运动”，也门社会党

的行动和主张始终是滞后的，不能满足民众的政治需求。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

后，也门社会党仍坚持通过对话方式解决南方问题，其领导人努曼曾建议建立小组

委员会来联系南方精英，鼓励他们参与全国对话大会。 ２０１３ 年，也门社会党在全国

对话大会中的代表指出“南方运动”是“阿拉伯之春”的开始，南方问题应该成为全国

对话大会的首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南方问题的政策主张。⑤ 然而全国对话大会并

未获得“南方运动”的广泛支持。 ２０１４ 年，“南方运动”在亚丁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要
求南方独立。 随着“南方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也门社会党不得不面临着自己的政

治基础逐渐被侵蚀掉的危险，需要重新寻找能够巩固与南方民众联系的方法。

（三） 实用主义导向致使意识形态淡化

也门议会选举实行的是单一选区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 这种规则在一党占优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ｒａｙ，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９７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３， １９９８， ｐ． ３８．

Ｍａｒｓｈａ Ｐｒｉｐｓｔｅｉｎ Ｐｏｓｕｓｎｅｙ， “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３６，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０２， ｐ． ４１．

Ｓｔａｃｅｙ Ｐｈｉｌｂｒｉｃｋ Ｙａｄａｖ，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 ５５２．

２００７ 年，南部地区民众为抗议萨利赫政府推行的“强制退休”计划发起集会和静坐活动，促使“南方运

动”的出现。 “南方运动”开始是指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运动不断壮大，这些派别走向联合，目前处于主导

地位的政治派别是埃达鲁斯·祖拜迪 （Ａｉｄａｒｕｓ ａｌ⁃Ｚｏｕｂａｉｄｉ） 领导的南方过渡委员会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Ｙｅｍ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Ｓａｙｓ Ｓｏｕｔｈ Ｉｓｓｕ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ＢＢ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９，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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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会造成选举的失真，从而让占据优势的政党更加巩固它的支配地位。 在萨利

赫执政时期，全人大在议会中一直占有优势地位，也门社会党等反对党都遭到排斥。
为扩大在议会中的席位，也门社会党不得不寻求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和结盟，同时扩

大选民基础。 为此，也门社会党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以实用主义为导向，致力于解决

也门所面临的具体政治经济问题，从而导致其意识形态淡化。 奥马尔在一次采访中

说道：“也门社会党党纲不再过分突出意识形态色彩，会更关注实际问题，如民主、人
权、自由、社会公正等，也会变得更加开放。”①

也门社会党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导向突出表现在与伊斯兰改革集团及其他反

对党组成联盟挑战萨利赫的独裁统治。 ２００２ 年，也门社会党联合伊斯兰改革集团以

及其他小党派成立了联合会议党。 也门社会党和伊斯兰改革集团的联盟被认为是

一场“政治婚姻”。 实际上，也门社会党与伊斯兰改革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极大

的分歧，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 也门社会党主张把“也门建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化的

公民国家，即国家权力受宪法约束，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尊重人权”②。 而伊

斯兰改革集团则致力于将也门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义作为国家立法的根

据。 对于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联合会议党的发言人穆罕默德·盖哈坦（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Ｑａｈｔａｎ）说：“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仅仅是属于冷战时期的讨论，当我们思考也门的

未来和目前的状况，我们不得不把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抛开在一边，以便为这个国

家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③

也门社会党在政治生活中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其目的是让自身不再局限于某一

思想主张，加强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和扩大自己的选民支持。 但是，这种实用主义导

致也门社会党的政治纲领与其他中右翼政党没有太多差异。 在面对共同的对

手———萨利赫政权时，也门社会党可以与伊斯兰改革集团及其他反对党派抛开意识

形态差异，组建联盟，这不失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然而，当失去这一共同对手、政
治力量重组时，也门社会党在与中右翼政党竞争时，既失去了传统的理论优势，又没

有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有的政策主张，致使其自身陷入发展困境中，不仅失去了一

部分传统选民，同时又难以赢得其他选民的认同。 其结果就是也门社会党面临着被

边缘化的危险，损害了自身的影响力。
虽然也门社会党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以上三个方面的威胁和挑战，但作为一个意

识形态相对明确和连贯、基层组织良好的现代化的世俗政党，也门社会党目前对也

·８６·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ｅ Ｂｒｏｗｅｒ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 ｏｆ Ｙｅｍｅｎｓ Ｊｏｉ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ｐ． ５７２．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Ｄｕｒａｃ，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 ３５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Ｂｕｒｒｏｗ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 Ｋａｓｐｅｒ， “ Ｔｈｅ Ｓａｌｉｈ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７， ｐ．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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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政治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２０１１ 年以前，围绕也门政治改革的对话是以全人大和

也门社会党所在的联合会议党为主体展开的。 ２０１１ 年以后，也门社会党积极参与到

政治重建过程中。 在 ２０１３ 年成立的全国对话大会中有 ３７ 名代表，仅次于全人大及

其联盟（１１２ 名）和伊斯兰改革集团（５０ 名）。① 然而随着也门危机的加深，也门社会

党能否在乱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个未知数。

四、 结　 语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全国对话大会结束，随后也门陷入内战中，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武

装冲突取代了原来的对话磋商，此后政治暴力肆虐。 在这种混乱状态中，也门社会

党将注意力重点放在解决内战的具体问题上，例如呼吁联合国在解决内战问题上发

挥有效作用，关注饥荒、童工、战争造成的儿童死亡率等问题。 虽然也门社会党在意

识形态方面虽仍坚持社会民主主义，但实用主义导向更为突出。 从本质上来讲，也
门社会党意识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原来的主导意识形态出现了合法性危机，需要

新的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动提供合法性。 为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发

展，也门社会党应该继续寻找社会民主主义与伊斯兰教文化的契合点，依据民众政

治需求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是一味地以实用主义为导向。
也门社会党意识形态的演变历程和面临的挑战从侧面反映了也门政党政治发

展的困境。 首先，也门的政党政治本身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也门的政党政治带有大

量传统政治的内容，宗派色彩较重，裙带主义盛行，领导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党内

民主化程度较低等。 其次，也门政治格局不利于政党发展。 在萨利赫统治时期，也
门政党政治格局是全人大一党独大，反对党遭到排斥和边缘化。 萨利赫政权被推翻

后，该国政局陷入混乱状态。 政党力量与地方分裂势力、部落势力、恐怖主义力量等

共同竞争政治权力。 从长远看，也门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该国实现民主化转

型，但前提是也门国内能够实现政治稳定。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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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ｐｒｉｌ Ｌｏｎｇｌｅｙ Ａｌｌｅｙ， “Ｙｅｍ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 ａｎ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 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