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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战 后 美 国 对 中 东 战 略

的 学 理 因 素 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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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 蓉

内容提要 塞缪尔 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弗朗西斯 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以
及约瑟夫 奈的  软实 (权 ) 力说 ! 等均对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确立、实施和调整产

生了影响, 他们学术思想中的政策相关性更构成布什政府对中东战略的重要学理依据。其

中, 亨廷顿与福山等人的学术理念对  布什主义 ! 影响甚深; 约瑟夫 奈则对布什政府修

复  美国形象 !、后布什政府重振国家实力等积极建言。在美国对中东战略陷入困境之际,

亨廷顿等人的学术观念亦遇到现实的严峻挑战, 且政府与学界都出现了调整与反思的迹象。

探究这些重要的学理因素, 旨在深度体认并预判美国对中东战略及其走势, 反思美国的国际

关系理论对中国学界强化研究  思维的主体性 ! 所产生的销蚀力, 为构建  和谐世界 ! 提

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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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 美国在强大的同时, 也建立了美国霸权话语。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最好的一

例。而美国的霸权话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 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主要因

素。事实上, 塞缪尔 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弗朗西斯 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以及约瑟夫

奈的  软实力说! 等均对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确立、实施和调整产生了影响, 他们学术思想中

的政策相关性更构成布什政府对中东战略的重要学理依据, 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 还左右着布

什政府对中东的战略。

 文 明 冲 突 论 ! 与 冷 战 后 美 国 对 中 东 战 略 的 确 立

1993年夏, 美国 ∀外交 # 季刊发表了亨廷顿的论文 ∀文明的冲突? #, 该文几乎  触动了各个文
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 1996年, 他出版了由此文扩延而成的专著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又引起世界关注, 其  前言 ! 明确指出: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 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做出

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

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 它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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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做不到这一点, 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

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不得不承认,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一书的确提出了一个对学

者有意义, 尤其对  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 !, 并  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

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而且, 就在  文明冲突论 ! 在全球形成广泛

影响之际, 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之后, 马德里三一一爆炸案、  伦敦连环大爆炸 !、沙姆沙伊赫七二三

血案, 以及巴以冲突中的无辜死难者和殒命街头的伊拉克教徒等  冲突事件! 的频发, 似乎都在印

证亨廷顿的  冲突! 说。身处冷战后  一超独霸 ! 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美国, 重新寻找对手便成为追

逐霸权利益的必然选择。这, 既是亨廷顿这一学术思想产生的立论背景, 也是  冲突论 ! 这一学术

观点跃升为美国决策者最有用  霸权方略 ! 的现实诉求。因此, 亨廷顿的具体论述都围绕这一现实

任务展开的, 并从树立假想敌到罗列冲突罪状, 继而到确立冲突主战场, 最后到炮制霸权舆论等基本

思路来进行推演的。

(一 ) 亨廷顿武断判定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联手将是未来世界的最大威胁

亨廷顿多次以中东地区为例印证自己的  冲突说 !, 在罗织  文明冲突! 罪状时也多以中东问题

为佐证。在他看来, 尽管儒、伊文明  从根本上说, 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

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 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 ∃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

上进行合作, 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 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

力, 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 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 如果说,

亨廷顿当年将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视为西方文明最强劲对手时并未明示其意的话, 那么, 他在新著

∀我们是谁? & & &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 ( ∀Who are w e? # ) 中则一语道破:

九一一事件引人注目地象征着 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

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在这一时代, 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美

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

主义。∋

可以说, 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的  伊斯兰恐怖论! 和  中国威胁论 ! 就是对亨廷顿所谓  实际敌

人和潜在敌人 ! 的进一步渲染, 布什政府针对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相关政策中也更难摆脱敌意与成

见的干扰。

(二 ) 亨廷顿蓄意挑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 竭力强调二者间的不容、排斥和冲突性,

假借宗教之名为西方殖民和后殖民行径开脱罪责

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 (它肯定是 ) , 西方仍是西方 (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 ) , 这两

个伟大文明和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甚至像在过

去的 1 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 & & & 伊斯兰, 它的人

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

报局和国防部, 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 & & & 西方, 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 而且确

信, 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 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

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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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亨廷顿不仅武断地将伊斯兰与西方间的历史关系判定为一种结构性的  根本冲突 !, 还将

同源异教的两大宗教文化彼兴此衰的历史演进视为穆斯林戒备与防范心理使然。

(三 ) 亨廷顿悍然确立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为  文明冲突! 的主战场

亨廷顿无视伊斯兰这一宗教的和平本质, 也无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恐怖活动与政治冲突, 武

断地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相联系, 一味强调穆斯林的  好斗 ! 和  冲突 !, 并罗列了

 穆斯林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
好战, 不相容, 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 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 而且是造成

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 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

 人口膨胀、缺少核心国家! 又成为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所在。∋

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

当然, 当穆斯林  与生俱来! 的冲突性与美国  救世主文化 ! 的霸权诉求相遇, 导致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频发  冲突!, 九一一事件更为亨廷顿的  冲突说 ! 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甚至在基

辛格看来,  好战的穆斯林是对国际秩序最迫在眉睫和最显而易见的挑战, 核扩散是对全球生存的最

长期和最隐匿的威胁。!) 将  好战的穆斯林 ! 的挑战提升为  核扩散 ! 般的威胁, 也将真正威胁国

际秩序的  谋霸! 野心掩于全球范围的  反恐! 与  防核 ! 之中, 进而形成了  布什主义! 的基本
思想, 其现实基础是九一一事件后白宫对其中东政策的大调整。即从  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获得

能源或建立军事基地! 向  更加强调促进市场经济、教育改革和公民参与 & & & 男人和妇女同等地参

与 & & & 社会事务, 并逐步加强民主制度和程序建设! 的转变, 以扭转  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断增长

的社会气候!∗。

可见,  布什主义! 烙有  文明冲突论 ! 的鲜明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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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国的态度是认为  打击一个国家就是打击全体 !, 借此  把整个世界团

结起来!。亨廷顿的这一学说就这样成为确立美国反恐战略, 尤其是中东战略的理论圭皋。

 历 史 终 结 论 !与 冷 战 后 美 国 对 中 东 战 略 的 实 施

如果说, 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 是将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联手视为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最

具威胁力的敌人, 其潜念在于文明的西方世界与非文明的其他世界的冲突, 流露出充满敌意的  我
对他者! 的二元世界观, 那么, 弗朗西斯 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则更渗透着这种世界观。  历史终

结论 ! 源于福山 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  历史的终点 ! 的讲座, 后撰文为 ∀历史的终结? #, 刊于

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 ∀国家利益# 上。他认为, 东欧剧变不仅是冷战的结束, 更是  历史的

终结 !。亦即, 历史演进已走向完成,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  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 ! 和

 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 并将成为  全人类的制度 !。 1992年, 他又将此文扩写成专著 ∀历史的
终结及最后之人#, 在进一步阐释  历史终结论 ! 的同时, 还分析  自由、民主 ! 发展到顶峰后的

 最后之人 ! 问题, 以此说明  历史终结! 后的人类状况。+ 事实上, 福山所宣扬的世界终为  民主

资本主义 ! 的观念, 在克林顿时期就转化为一种政策诉求, 并成为其执政核心 & & & 经济、安全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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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什上台后, 他以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为政策指针 (亦即以自由市场经济观

念为基础 ) , 认为在一种政治背景中只有一种经济体系可以立足, 这种政治背景就是所谓的  自由民

主!; 这种经济体系就是所谓的  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因此, 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而言, 福山的

理论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行动指南, 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大力推行的  民主 !

制度的改造, 就是遵循了  历史发展方向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布什政府所竭力推行的民主改造

 大中东! 战略就是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具体实施: 2002年 9月, 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

室主任的理查德 哈斯 ( R ichard N H aass)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会上首次对外阐述了以扩展民主来

改造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的思想; 同年 12月, 前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题为  美国 -

中东伙伴关系倡议: 为未来岁月构建希望! 的演讲, 披露了民主改造中东的政策计划; 2003年 2月,

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 大体勾划了民主改造  大中东 ! 的政策; 同年 11月, 布什在美国

商会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成立 20周年纪念大会上, 首次提出  中东自由前瞻战略!; 2004年 1月,

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  大中东! 概念, 并向国会阐述了扩展民主的政策措施; 同年 6月, 美

国政府在锡尔岛  八国峰会 ! 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  大中东倡议!, 并赢得支持; 布什总统在 ∀2005

年国情咨文# 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美国将与自由的同盟者站在一起, 支持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民主运

动, 最终将暴政从我们这个世界上扫除干净。! 他建议把  全国民主捐赠基金 ! 预算增加一倍, 用于

 发展中东地区的自由选举、自由市场、自由舆论、自由工会之上。! 还希望伊拉克成为中东民主样

板, 发挥多米诺骨牌效应。但事实上, 美国欲使之成为  民主样板 ! 的伊拉克却成为恐怖分子生成

的策源地, 并因此引发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对美国民主改造  大中东! 战略动机的广泛质疑,  阿拉

伯民主之春! 相继结出了令美国措手不及的  民主果实! , 严重影响美国对  大中东战略 ! 的具体

实施∃∃相关的全球舆论调查显示, 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反美情绪皆因伊拉克战争而高涨, 穆斯林国

家的绝大多数人均对美国持消极看法。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 福山于 2006年 2月 19日在 ∀纽约时报# 上发表了题为 ∀新保守主义之后 # 一

文, 尖锐地批评了  布什主义! 及其新保守主义理念; 同年, 福山继而推出新著 & & & ∀十字路口的美

国: 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 严厉地批评了布什政府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他将新保守

主义兴起的原因部分地归结为对苏联失败的  过度反应!, 且无限夸大了恐怖分子与萨达姆所造成的威

胁, 致使伊拉克  似乎正悲剧性地陷入内战!; 正是由于九一一事件的刺激, 才导致白宫在 2002年发表

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中采取了  单边主义! 路线和  先发制人! 策略; 民主不能单靠外部力量来

实现, 民主程序与民主过程均因不同文化愿望而异∃∃最后他还提出中肯的政策建议:  一种建立在多

边主义, 而不是单边主义基础上的政策; 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政策, 而不是一种依赖军事威力的政策;

运用软实力而不是武力的政策; 承认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渊源, 因此, 不能从外部将 ,民主 − 强加给它

们。!∋ 他甚至在另一部新著中大胆质疑布什的政策: 世界是否如布什所称的那么危险? 是否能有其他更

好的办法来对付伊拉克之类的威胁? 事实上,  如果这种威胁被严重夸大, 那么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争

理念本身就会成为全球不稳定的头号祸因。!( 显然, 作为一个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政治和外交政策主张上

的  曾经的支持者!, 福山的此种反思有说服力, 因而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与回应。2006年 1月 18日, 美

国国务卿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讲话中提出, 美国的外交政策今后将表现为  基于伙伴关系, 而非家

长做法的转型外交!, 并  在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化中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机构的发展, 最终实现

在世界上结束暴政的目标!; 2006年 3月, 白宫发表的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虽仍将民主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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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反恐胜利的手段、  先发制人 ! 作为美国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 但也表示将重视  软实力 !, 并优

先使用外交方式和采取国际合作。因为,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理想主义的, 但我们的手段是现实主义
的。! 如此典型的断语表述更渗透出福山学说的影响烙印。

可见, 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 为布什政府确立全球反恐战略提供了强势的舆论支持; 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则为美国推行  大中东 ! 战略提供了根本的实施方略。福山深刻反思伊拉克问题, 并

对美国对中东的战略提出质疑与批评, 则显出国际问题专家正视现实的应有态度。

 软 实 (权 ) 力 说 !与 冷 战 后 美 国 对 中 东 战 略 的 调 整

阿根廷新闻社曾载文总结了  有十大理由促使人们颇不信任美国!: 架空联合国; 长期以来有预

谋地干涉他国内政; 总是感觉世界充满威胁; 对民主的理解错误; 外交政策双面性; 拒绝接受国际刑

事法院的司法权; 致力于军事化; 造成脱离常规和不自然的全球化, 导致贫困和灾难; 经济和社会不

平等差距悬殊; 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 可以说, 在美国失信于世界的十大理由中, 其

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缘于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亦即, 用军事侵入、政权更迭的方式培植亲美政

府, 以反民主的方式强力推行美式民主, 以  反恐怖主义 !、  大中东民主改造!, 以及  防止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 之名, 谋取世界霸权, 尤其是谋取中东的能源与地缘资源。因此, 美国失信于世界,
甚至失信于美国民众都不足为奇, 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 ( A lan

G reenspan) 在 2007年 9月 17日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  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 这又进一步

降低了美国日趋下滑的国际声誉。可以说, 美国不仅在伊拉克重建、伊朗核问题, 以及巴以和谈等中

东重大问题上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硬实力, 同时也输掉了巨大的软力量, 弥漫于美国内外的仇

美、反战情绪即为明证。面对美国身陷  伊拉克恐怖泥潭 ! 而难以自拔的现实困窘, 约瑟夫 奈呼

吁政府应正视国家软力量日趋衰落的严酷现实, 加强修复全球领域的  美国形象 !。

自从约瑟夫 奈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提出  软力量!、  软权力 ! 及  软实力 ! ( Soft Pow er)

的概念后, 围绕它们生发出诸多不同理解, 他本人也在不断充实和发展此概念的学术求索中对美国调

整对中东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0年出版的 ∀谁与争锋 #, 旨在反驳当时盛行的  美国衰败论!,
认为  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 而且在第三个层面, 即在 ,软力量 − 上也无人与

之匹敌。! 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乔治 赫伯特 沃克 布什组建的广泛国际联盟即为明证。此后数年

间, 此概念不仅被美、英等国的政要、媒体和学界广泛应用, 也遭致曲解与误用, 甚至令他本人也倍

感沮丧的是,  某些政策制定者忽略我们软力量的重要性, 以至于毫不必要地将软力量挥霍一空, 从

而付出了代价。! 因此, 他在 2002年出版的 ∀美国力量的悖论 # 中, 再次阐释  软力量 ! 理论, 并
向布什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政策建言, 引起 ∀国民利益 #、 ∀经济学家#、 ∀商业周刊 # 等重要刊

物的关注, ∀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 以及 ∀日本经济新闻 # 等媒体也

发表评论, 认为这是约瑟夫 奈对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所发出的  提醒 ! 或  告诫 !。 ∀外交政

策# 在题为 ∀美国不能再当孤胆骑警了 # 的书评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这本书  在某些方面应该成为

下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 约瑟夫 奈在 2004年的新著 ∀软力量: 世界政坛成功之道 #
中又对此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 针对伊拉克战争  给美英政府的可信度造成了得不偿失的重创 !, 以

及  恐怖分子正是通过其软力量来赢得广泛支持和招募新成员的 ! 现实, 希望此概念能在美国外交

政策中得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 毕竟  运用软力量没有像运用硬力量那样单边, 我们还需要好好上

这一课。!∋ 2005年底, 他继而在美国 ∀华尔街日报# 上发表 ∀中国软力量的崛起 # 中指出, 中国软

21

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学理因素探究

%

∋

参见胡利奥 塔夫拉达: ∀颇不信任美国的十大理由 #, 阿根廷新闻社, 2007年 8月 27日。

约瑟夫 奈著; 吴晓辉等译: ∀软力量: 世界政坛成功之道 #, 东方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17、 24、 134页。



力量的崛起已对美国利益构成了某些威胁; 2006年, 约瑟夫 奈又告诫布什政府应同等认识软、硬

两种力量的重要性, 并思考如何形成旨在结合二者的巧妙政策 % ; 2007年, 他又直言布什政府在后九

一一时代的外交失败, 皆因只重视军事实力而忽略软力量所致, 并披露美国政府 2003年在公共外交

上对伊斯兰国家的各种投入共计 1 5亿美元, 仅相当于当年美国 2小时的国防开支。∋ 约瑟夫 奈的

这番言论也赢得了广泛认同。2007年 6月, 美国三大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

夫特 ( B rent Scow cro ft) 同时在国家热档电视访谈节目中出现, 向政府积极建言: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

世界上, 美国在使用武力方面一定要谨慎, 要更愿意与其他国家商谈; 美国国务卿赖斯于同年访问法

国时说:  我广泛使用 ,实力 − 这个词。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

希望实力。!( 显然, 赖斯等决策者对软力量重要性的进一步体认, 影响其处理中东问题时的立场与

对策, 进而影响了布什政府  鹰派 ! 与  鸽派! 的力量消长。最近, 在伊拉克重建、伊朗核问题、

巴以和谈、民主改造  大中东! 等问题的处理上, 布什政府虽仍坚持美国主导的基本立场, 但也开

始寻求与国际社会  磋商! 解决棘手问题的外交途径, 力求挽回美国在伊拉克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余 论

在探究了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学理因素后, 笔者发现以下几点启示不容置疑:

(一 )  文明冲突论!、  历史终结论 ! 与  布什主义! 互为因果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 在  复仇主义 ! 政治冲动的驱使下, 布什政府相继向阿富汗与伊拉克

发动了两场反恐之战, 以美国对中东战略为核心思想的  布什主义 ! 也逐步面目清晰: ( 1) 打击国

际恐怖主义; ( 2)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 3) 用美式民主改造  大中东 !, 根除滋生伊斯兰

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 ( 4) 用武力手段更迭庇护恐怖主义组织的  邪恶轴心国 !, 最终消除中东地区

的  暴政 !。显然, 除以色列内阁部长夏兰斯基 ∀论民主: 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 # 中的  暴

政! 理念外, 亨廷顿与福山的理论成为  布什主义 ! 最重要的学理依据, 前者确立了反对和打击恐

怖主义的目标及其主战场, 后者规定了防止核武器、消除危及美国本土安全的手段与方式, 亨廷顿与

福山等人的学术理念对  布什主义 ! 影响甚深即可略见一斑。

(二 ) 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思想影响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实施进程及其走向

自 20世纪 80年代提出软实力思想以来, 约瑟夫 奈的这一学术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迥异

的影响力, 尤其是后发于 90年代的  文明冲突论 ! 在产生影响, 软渗透的思想淹没在硬对抗的强势

话语的汪洋之中。但美国两届政府分别陷入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泥潭而使  美国形象 ! 受损, 又

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为修复  美国形象 ! 而调整相关的对外战略。约瑟夫 奈自 2002年以来不断提

出关于修复  美国形象 ! 的政策建言, 不仅呼吁  全球化时代软实力愈发重要!, 还洞察了  中国软

实力崛起 !, 强调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对 22国进行民意调查时发现, 近半数受调查者认同中国的正面

影响力, 对美国则仅为 38%, 说明中国软力量崛起与美国互为消长, 美国对此应予以警觉。显然,

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思想已在美国学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认同, 并影响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实施进程

及其未来走向。

(三 ) 亨廷顿、福山、约瑟夫 奈的学术思想调整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调整相互促进、彼此影响

亨廷顿曾在九一一事件后接受专访时表示: 此事件  不是文明冲突 !。 2005年他继而推出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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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 & &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 论述了美国  国家特性 ! 所受到的诸多挑战, 阐述了

美国在本世纪初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应发挥的作用, 研究视角由表及里地进行了调整; 福山则于

2006年公开抨击  布什主义! 及  新保守主义 ! 的理念, 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之作了  一次清算!,

借反思伊拉克问题来重审  历史终结论 !; 约瑟夫 奈先在新著 ∀美国力量的悖论 # 中对美国的全球

战略积极献策, 后从中美两国软力量彼此消长这一事实中意识到  软力量的运用更不能实行单边主
义, 这是美国尚未认识到的事实。为了有效地与世界沟通, 美国首先需要学会倾听。!%

这些学者不同

程度的学术思想调整均影响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调整, 而美国对中东战略陷入困境的严酷现实又不同

程度地反作用于他们的学理性判断,  双重调整 ! 相互促进、彼此影响。最近, 福山又罗列出布什政

府行使霸权政策所犯的四大错误: 美国不应将针对非国家恐怖组织的  先发制人 ! 策略应用于伊拉
克等国家行为体; 对霸权招致的全球性反美情绪估计不足; 高估了传统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 军

事占领计划准备不足, 在行动受挫时也未能迅速调节。
∋
可以预见, 福山的此番批评, 将对布什政府

甚至将来的新政府产生积极作用。

(四 ) 美国学术话语及其政策话语具有鲜明的世界性

从某种程度论, 西方学术话语在世界学术话语中占有极显著的地位, 而美国学术精英话语又一直

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导向起到制约作用,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多属政府智囊团, 甚至决策执行团的

核心人物, 他们大多集学者、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官等诸多身份于一身, 其学术思想中的政策相关

性便成为执政策略的重要学理依据。因此, 以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 ! 为代表的霸权学术话语不仅影

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 特别是中东战略, 也影响着全球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正常发展, 美国的国际关

系理论更对非西方国家学者强化研究  思维的主体性 ! 产生了负面作用, 进而影响到为构建  和谐

中东 ! 提供科学的智力支撑。目前, 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如何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 ! 学术话语
体系的重要问题, 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中的  和谐、和平、共赢! 等理念使  北京共识 ! 备受关

注, 但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  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 !, 中国学

者应当勇于担起此项重任, 力争有更大的作为。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 参见弗朗西斯 福山: ∀把美国自己击败的霸权 #, 载 ∀土耳其周刊 #, 2007年 10月 31日, 第 1期。

∋ 同上。

资料库

卡 塔 尔 人 均 收 入 居 全 球 第 五 位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 近期发表的报告,

2006年卡塔尔人均国民收入为 66 063美元, 在全球

221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五位, 在海湾及中东地区位

列榜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 居世界人均收入

前四位的是: 列支敦士登 ( 82 826美元 )、百慕大

群岛 ( 78 538美元 )、挪威 ( 71 822美元 ) 和卢森堡

( 71 366美元 )。在其他海湾国家中, 阿联酋人均收入

为 41 082美元 , 科威特 40 114美元、巴林 20 609美

元, 沙特阿拉伯 15 131美元, 阿曼 11 275美元。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 2007年 12月 29日 )

(詹世明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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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 of Islam ic Po litical Culture ( 1 of 2)

L iu Yueq in pp 5- 11

The relig ion has o ther soc ial functions besides

its or ig inal mean ing. Islam ic culture has close

relat ion w ith Islam ic po litics, w h ich has different

contains and belong to different conceptions. The

contain o f Islam ic culture isw ider than the conta in of

Islam ic po lit ics, and Islam ic po litics is on ly one part

o f Islam ic cu lture. The presented paper tries to ex

pla in the cultural function ( including the po lit ical

function ), based on the c lose re lation betw een

Islam ic po lit ica l culture and relig ion, po lit ical

democracy and consu ltat ion, the relat ions w ithin

relig ion law cu lture, po lit ica l cu lture and po lit ical

developmen.t The function o f Islam orig inated in its

identity, and emerged from the w omb o f the history

o f Islam, w ith three stages o f developmen:t the stage

o f unity of po litics and relig ion, the stage o f the

un ity of Kha lifah pow er and monarch ica l pow er and

the stage of div ision o f politics and relig ion.

A Theoretical Probe into the U. S. − s Strategy towards theM iddle East

after the ColdW ar

Ma L irong pp 17- 23

Some popu lar theories like  The C lash of

C iv ilization! ( Huntington Samnel ),  The End of

H istory! ( F rancis Fukuyama)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Pow er! ( Joseph S. Nye ), have all imposed on
U S po licy decision, imp lem ent and ad justment in

the M iddle Eas,t and Bush Adm in istration has

adopted some o f the ir theo ries a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to make U S − s M iddle East Strategy.
E spec ially, the academ ic theories of Huntington

Samnel and Franc is Fukuyama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orm ation of  Bush Doctrine!, and
Joseph S. Nye once suggested Bush A dm inistrat ion

to restore  American Image! and nationa l pow er in

the w orld. N ow, U S is fa lling into difficult posit ion

in the M iddle E as,t and som e theories like those

advocated by Huntington Samnel are facing great

cha llenges, and voices from both government and

academy w ere heard to read just the policy in the

M iddle Eas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se theories

in o rder to understand or judge be tter the trends

o fU S − s M iddle E ast po licy. It is also useful

to reth ink the corrosive influence o f Am erican − s
internat iona l theories on the study o f Chinese

academ ic f ie lds on  The Sub ject of th ink ing!, so

tha t to support the scient ific study for bu ild ing

 Harmonious world!.

Assessm ent on Afghanistan and U. S. − s  Pan CentralAsia Planning!

L i J ie& Yang Shu pp. 24- 30

The goa l o f U S − s  Pan C entral A sia
P lann ing! is to form a new reg iona l combinat ion

rank ing from central A sia to south A sia w hich is

dom inated by U S, inc lud ing A fghan istan, Ind ia,

Pak istan and Turkey, through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security, democracy, economy, transposi

tion and energy, in order to w eaken influences

com ing from Ch ina and Russia and ga in the reg ional

superpow er. It w ill face w ith great d ifficu lty in

carry ing out such a strategy, ow ing to the lim ited

capability of A fghanistan, and the lim itation in

cooperat ion w ith in India, Pakistan and Turkey. The

imp lem ent of the comb inationm ay a lso be w eakened

by the attitudes from Ch ina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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