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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利比亚支持世俗势力
和支持宗教势力的民兵武装在的黎
波里郊区、班加西和盖尔扬等多个
城市对峙，冲突不断。

自今年 5 月以来，双方冲突已
经致使数百人伤亡。按照联合国 9
月发布的报告，利比亚各派民兵武
装冲突已导致 25 万人被迫逃离家
园。

尽管在联合国斡旋下，利比亚
冲突各方已经开展对话，但真正停
火从未实现，这一乱局为宗教极端
势力和恐怖势力发展壮大提供温

床。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

代表贝尔纳迪诺·莱昂本月 8 日警
告，“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一些
武装人员已经返回利比亚。利比亚
媒体也报道，“伊斯兰国”已在利比
亚设立基地，作为其在北非分支的
总部，主要负责招募人员。

除“伊斯兰国”外，利比亚本土
还活跃着“安萨尔旅”等多个极端组
织。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乱局可
能会影响北非乃至整个中东的安全
局势。

极端势力抬头

这段时间，中东多国乱局依旧。
在利比亚，由于宗教与世俗两

派在短期内难以在战场上分出胜
负，和谈取得进展的希望相对较低，
乱局短期内难以结束。

伊拉克境内，在美法等国的空
中支援下，伊安全部队和库尔德武
装在全国多地打击“伊斯兰国”极端
武装并收复一些村镇。但武装分子
继续在多地发起进攻。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矛盾重重，
仍未达成永久停火协议。

叙利亚边境战火不断。境内库
尔德政治派别达成权力分享协议，
同意搁置分歧，共同抗击“伊斯兰
国”。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国与这
些乱局的任何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2003 年 3 月，美国以消除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悍然发动伊
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打破
了当地原有各派力量之间的平衡，
使得恐怖组织乘虚而入，在伊拉克
逐渐壮大。

2011 年 2 月利比亚内乱爆发
后，美国联合多国以空袭政府军的
方式支持反对派，强行推翻了卡扎
菲政权，但却未能帮助当地建立起
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战后，利比
亚大大小小的民兵武装各自为政，
武器泛滥，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
后，美国要求叙总统巴沙尔下台，并
大力支持叙反对派，为叙利亚内战
推波助澜。这使极端组织有机会进
入叙利亚扩充实力。“伊斯兰国”在
叙“强筋壮骨”后，又杀回伊拉克，直
接威胁美国扶植的伊现政权的生
存。

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历来毫不
遮掩地袒护以色列，片面宣称“以色
列有权维护自身安全”，要求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放弃使
用武力，却对以色列军事行动造成
数以千计的巴平民伤亡视而不见，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渴望更是置
之不理。

不仅如此，美国每年给予以色
列约 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双方还
合作研发各类先进武器。

美国的错误政策不但危害中东
各国，也危害到自身。

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在长
达 8年多的时间里深陷伊拉克战争
泥沼，数千名美军士兵死亡，耗资上
万亿美元。

美国帮助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
卡扎菲政权，可利比亚极端分子却
拿着美国给的武器袭击了美国驻班
加西领事馆，打死了美国驻利比亚
大使。

美国及其盟友为叙利亚反对派
提供援助，却壮大了其中的极端组
织。转过头来，他们又把枪口对准
亲美力量，美国面临再度被拽回泥
潭的风险。

从深层次看，美国中东政策的
错误集中体现在三大方面。

首先，无视联合国权威，破坏国
际秩序。美国屡次绕开联合国，单
方面对他国使用武力，这严重破坏
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削弱了世界
和平的基础，激化了国家间的矛盾
与冲突。

其次，缺乏对中东国家主权的
尊重，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
别国政权，打破了地区力量平衡。

第三，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决
策者的头脑中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自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不顾
中东各国的自身特点，把“美式民
主”强加给中东人民。

中东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
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在宗教、
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自
己的特点，这决定了它们无法照搬

“西方模式”，而是要走符合自身国
情的道路。可美国的决策者们偏偏
拒绝承认这一点，狂妄地认为“中东
社会是落后的”，要用“西方模式”予
以“改造”。

美国布什政府曾在 2004 年提
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号称要用“美
式民主”彻底改造中东各国，并把伊
拉克作为“改造样板”。然而，10年
过去了，中东并没有看到美国“民
主”给当地经济民生带来实质性变
化。相反，作为“样板”的伊拉克却
陷入长期内乱、民不聊生的泥潭，美
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彻底破产。

总而言之，美国无视他国主权
的政策取向、无视国际准则的干涉
行动，坑害了中东国家，最终也难免
会殃及自己。 （据新华社）

中东动荡
美难辞其咎

深陷割据、暴力和恐怖的泥淖

利比亚，又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国家？

3 年之前的画面仍然历历在
目。伴随着西方空袭的硝烟，反政
府武装人员拖拽着卡扎菲满身鲜血
的尸体，表达他们对一个时代终结
的狂欢。

时间退回到 1969 年 9 月 1 日。
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
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阿拉伯利比
亚共和国诞生。在建国后，卡扎菲
采取措施，打击削弱封建势力，控制
石油公司，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赋予
普通群众相应的参政权力，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经济，改善了人
民生活，提高了工农业者的地位。

然而，在卡扎菲长期统治下，腐
朽的家族政治日益严重、地域间政
治经济结构不平衡、经济改革无章
可循，导致中低层民众不满加剧，部
族矛盾不断加深，极端宗教势力趁
虚而入，最终动荡爆发。反对派“全
国过渡委员会”（过渡委）应运而生，
美、法、英等国打着支持民主的大
旗，剑指摇摇欲坠的“绿色王国”。

卡扎菲死后 3 年，今天的的黎
波里已经难寻他执政时期的痕迹。

他先前的办公地点“阿齐齐亚
兵营”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北约战机
在空袭时炸毁几乎每一栋建筑，钢
筋、碎石裸露在地表。这里几乎成
为了周边居民的垃圾场，远远地能
看见几颗椰枣树和一些雕像的基
座。

在城区中一些围墙上，还能看
到卡扎菲的“身影”。墙上画着丑化
这名前利比亚领导人的涂鸦。在街
头艺术家们的笔下，卡扎菲成为老
鼠、狗和小丑。

在的黎波里街头，当记者试图
就卡扎菲话题进行采访时，不少民
众会善意提醒记者，谈论一些特殊
问题时要小心，以免被视为“卡扎菲
余党”，遭当地民兵逮捕。

现年 26 岁的豪拉·哈立德是一
名护士。他说：“卡扎菲死亡后，人
们都说得到了自由，不过我认为他
们错误理解了自由，相互间不能弥
合分歧，没集中精力重建。”

在网络上，关于卡扎菲话题的
尺度较大。“以前我们只有一个卡扎
菲，现在我们有上百个。”这一揶揄
利比亚民兵武装割据的段子在社交
媒体上获大量转载。

“黎明”后的黑暗

3 年前，美国联合多国以空袭
政府军的方式支持反对派，强行推
翻了卡扎菲政权。这一政权倒台
后，战时由反对派联合成立的过渡
委承诺，将按照政治过渡路线图，逐
步举行选举、制定宪法、组建新政
府。

但好景不长，被所谓“革命胜
利”气氛掩盖的矛盾逐渐浮出水
面。强人政治解体后，宗教、世俗、
部族等势力都试图填补权力真空，
纷争四起。在中央，各派别为政府
职位争斗；在地方，各支民兵武装拒
绝缴械并接受整编，形成武装割据，
相互间冲突不断。

2012 年 7 月，利比亚举行 43 年
来首次国民议会选举，随后过渡委
正式向国民议会移交权力并解散。
国民议会被授权在 18 个月内完成
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等工作。

国民议会选举后建立的政府十
分脆弱，国家武装力量无法维持社
会秩序，各地游行、暴力活动不断，
致使利比亚政府对各地区掌控进一
步弱化。在东部产油区，一些割据
武装甚至公开要求独立，试图独占
原油开采利益。

今年 6 月 25 日，利比亚举行新
议会（即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由于
在这次选举中惨败，宗教势力改用
武力夺权。7 月以来，支持宗教势
力的“利比亚黎明”、“利比亚之盾
中部地区旅”等民兵武装攻占首都
的黎波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等
地，扶植任期本已结束的国民议会
复会，组建“救国政府”，迫使国民
代表大会和政府迁往东部小城图
卜鲁格。

利比亚由此出现两个议会、两
个政府对立的局面。利比亚制宪、
总统选举等议程也因安全和政治局
势动荡被暂时搁置。

民主水土不服

自 2011 年 10 月 20 日前领导人
卡扎菲身亡以来，利比亚重建已持
续 3 年。强人政治解体后，这个北
非国家并未按照西方政治架构平稳
实现政治过渡，反而陷入了割据、暴
力、恐怖的泥淖。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西方国家
只破不立、旁观乱局的态度下，后卡
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可能会“索马里
化”，成为又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国
家。出手帮助推翻卡扎菲政权后，
美欧等西方国家面对利比亚的持续
内乱一直采取“只吆喝、不出力”的
策略，没有采取实质措施帮助建立
强大的中央政府以稳定局势、建立
秩序，致使民兵组织坐大，为利政府
留下一个“烂摊子”。

眼下，美欧等西方国家似乎更
难掌控利比亚局势，世俗、宗教、部
族相互利益争夺已经公开，国家呈
现碎片化。

分析人士认为，卡扎菲被打死
后，美欧对利比亚态度“暧昧”，至今
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系统性外交政
策；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和“伊斯
兰国”肆虐令美欧难以抽身，远在北
非的利比亚乱局并未危及其切身利
益，因而无暇顾及。

另有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对西
方民主制度“水土不服”、局势动荡固
然有其内在原因，但美欧等西方国家
奉行霸权主义和利己主义政策，想打
就打，只破不立，是利比亚乱象丛生
的重要外部因素。 （据新华社）

西方冷眼旁观

■ 听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利比
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家乡苏尔特

被捕后身亡，成为 2011 年中东动荡之中
第一个身死沙场的国家领导人。

朝夕之间，风云突变。
随着卡扎菲残余势力被不断打击和审判，“沙

漠强人”和他执政 42 载的风风雨雨从此渐渐被掩埋
在历史沙漠中。时过 3 年，西方在沙漠中重建的崭新

“民主”之城却远不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安定富足：两
个议会、两个政府分庭抗礼，分别支持世俗和宗教势
力的民兵武装在多地对峙。

从班加西到的黎波里，从米苏拉塔到盖尔扬，
人们想要的也许只是一个从废墟中重建的家

园，通过工作换来的稳定生活；但 3 年之
后，家园被炮火毁坏、建起、又毁坏；

工作被剥夺、复工、再失业。

8月11日，的黎波里，一名男子查看遭炮火损毁的民房。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7月21日，利比亚国际机场，一架飞机在冲突中被炸毁。

88月月2424日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入口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入口，，几名几名““利比亚黎明利比亚黎明””民兵坐在武装皮卡上民兵坐在武装皮卡上。。

88月月1717日日，，利比亚利比亚宗教势力武装人员在战斗宗教势力武装人员在战斗。。

9月23日，利比亚的黎波里沃什法纳区，一辆装甲车中弹起火。
99月月2323日日，，利比亚的黎波里沃什法纳区

利比亚的黎波里沃什法纳区，，一辆装甲车中弹起火一辆装甲车中弹起火。。

88月月1212日日，，利比亚的黎波里警察局长遭暗杀
利比亚的黎波里警察局长遭暗杀。。图为参加葬礼的人群图为参加葬礼的人群。。

7月31日，利比亚民众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利比亚安全局势。
77月月3131日日，，利比亚民众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利比亚安全局势

利比亚民众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利比亚安全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