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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相对渺

茫，挑战却更加

严峻。

大变局的前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早已耳熟能详。

亚太有大变局，南亚有大变局，欧洲有大变局，其

实，最急遽的变局，可能还是在中东。地缘政治板

块在碰撞中咯吱作响，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积极变化，

更有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潜在隐忧。

表面看，历史性突破一个接一个：阿联酋与以色

列建交，阿联酋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海湾阿拉

伯国家，随后则有巴林、苏丹、摩洛哥……不算巴尔

干半岛的科索沃，短短几个月内，连续四个中东国家

和以色列建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被曝还和沙特王储

秘密会晤，阿以不共戴天的对峙正在加速化解。

但那边厢，却是战鼓隆隆响。利比亚、伊拉克、

叙利亚，依然在内战泥潭中打转，以色列与伊朗、

沙特与伊朗的对抗更加尖锐。不久前伊朗首席核科

学家被暗杀，更成为导火索，一旦处理不好，势必

是一场新的血雨腥风。

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首先是美国中东政策的

突变。以前中东是美国能源安全的重心，但随着页

岩油能源革命，美国从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变身成

了出口国，中东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大大降低，美

国正试图抽身而退，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西太平洋区

域。针对的目标，你懂的。

其次，中东主要矛盾在变化。以前最主要的矛

盾，毫无疑问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对抗，至少

因此爆发了五场战争。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中东主

要矛盾有三：1.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主要是沙

特和伊朗的对峙；2. 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依然是

军事上的死敌；3.极端势力和世俗政权的矛盾，“伊

斯兰国”“基地组织”仍蠢蠢欲动。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我们看到，阿拉

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坚冰正在打破，当然，这也

离不开特朗普政权的各种威逼利诱。代价，就是巴

勒斯坦问题的日渐边缘化。美国公然将耶路撒冷视

为以色列首都，阿拉伯兄弟转身和以色列拥抱，你

可想见巴勒斯坦人的愤懑和悲情。

显然，这样的新格局，对以色列来说，是建国

70 年来最有利的局面，对中东整体和平来说也未

必是坏事。但更要看到，阿以媾和的结果，却是巴

勒斯坦的悲情。如果建国只是一个梦，巴勒斯坦人

会善罢甘休吗？还有，加剧的是伊朗的敌意。伊朗

毕竟是中东大国，身后还有真主党、哈马斯、胡赛

武装等众多小兄弟，更别提亲密盟友的叙利亚阿萨

德政权，稍有不慎，就会是一场连绵的战争。

中东格局正在剧烈变动中。其中还有很多新的

变数。比如，土耳其的崛起。美国在撤离，俄罗斯

力不从心，土耳其则在回归中东中心舞台。土耳其

与叙利亚的冲突，与库尔德人的仇恨，与希腊和埃

及的斗争，使中东问题更加复杂化，中东边缘的亚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最新战争，就是一个警讯。

还有，美国不顾后果的插手。最新的例子，就

是为了推动摩洛哥与以色列建交，一改几十年的立场，

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这不仅违反联合国决

议，而且特朗普政权所谓的逻辑是：摩洛哥1777年

就承认美国，所以，美国应该承认摩洛哥对西撒

哈拉的主权。也难怪有美国人讽刺：幸亏现在是

2020年，不是1939年。不然，特朗普肯定会说：

德国1785年就承认了美国，那美国肯定会承认

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

环顾过去70年，中东一直是一块淌血的土地，

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波接一波的难民。历史的仇

恨，宗教的恩怨，民族的冲突，使得很多问题变得

无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有机会，但坦率地说，

机会相对渺茫，挑战却更加严峻。唉，这个不太平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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