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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伊朗与哈马斯关系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伊朗为哈

马斯提供了政治、道义、财政，乃至军事支持，双方形成了战略联盟关

系。但这种关系是不对等的，在双方心 目中的地位也大不相同。伊朗与

哈马斯之所以跨越教派形成战略联盟关系，主要原因有四：其一，哈马

斯是伊朗构建其地区联盟的重要一环；其二，伊朗与哈马斯的共同政策

是形成战略联盟关系的基础；其三，伊朗与巴解组织关系恶化；其四，

伊朗有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意图。伊朗与哈马斯的战略联盟关系，是双方

的现实利益所需，但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冲突，不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

解决。2011年初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尚无证据表明伊朗与哈马斯关

系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哈马斯一些背离伊朗的迹象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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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朗国教为十二伊玛 目派，属什叶派。而建立于 1987 年 12 月的巴勒斯

坦人组织哈马斯则属于逊尼派，但伊朗与哈马斯跨越了宗教派别差异，形成

了战略联盟关系。这一关系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学界涉猎不多。

本文试对此议题做一探讨。

伊朗与哈马斯的关系

（一）伊朗与哈马斯关系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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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对哈马斯的关注始于 1987 年起义爆发后，当时伊朗政府发言人与媒

体赞扬哈马斯与伊斯兰组织在起义中的贡献，贬低巴解组织的作用。之后不

久，哈马斯与伊朗同意在 “ 解放巴勒斯坦之战” 中建立联盟。
①

不过，此时

伊朗的主要支持对象仍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伊 朗与哈马斯的关系正式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1990 年 12 月，哈马

斯应邀参加了在德黑兰召开的纪念巴勒斯坦起义三周年的国际会议，本次会

议称哈马斯的斗争为 “ 巴勒斯坦伊斯兰起义”。② 1991年 10 月，哈马斯在约

旦 的发言人易 卜拉欣 ·古 什 （Ibrahim G oshi）应 邀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反对

马德里和会的会议。他说：“ 我们举行了最高水平会议，伊朗同意我们开设办

事处，易马德 · 阿拉米 （Im ad A lam i）被任命为我们驻德黑兰的代表。” ③
从

此，哈马斯得以在德黑兰公开活动。1992年 10 月，哈马斯政治局主席穆萨 ·

阿 布 · 马尔祖克 （M oussa A bu M arzouk）与古什受邀访 问了德 黑兰，会 晤了伊

朗最高领袖阿里 · 哈梅内伊 （A li K ham einei）。在与伊 朗领导人的会谈中，他

们讨论了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财政途径，同意联合反对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

启的和平倡议，但古什否认了他访问伊朗革命卫队训练营的传言。
④

另据巴解

组织的说法，在此次访问中，伊 朗许诺每年给哈马斯提供 3 000 万美元的援

助 ，而哈马斯也宣布加强与真主党的联系，这一访问还推动哈马斯建立了政

治 局。
⑤ 1992 ～1998 年，哈 马斯政治局成 员乌 萨马 · 哈 姆丹 （U sam a H am dan）

任哈马斯驻德黑兰代表。

1994 年 11月发生了伊朗与哈马斯关系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件。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的学生和示威者强行闯入巴

解 组织驻德黑兰代表萨拉赫 · 扎 瓦维 （Salah Zaw aw i）的馆舍，称 巴解组织是

“ 美国和以色列的代理人”， 要求以哈马斯取代巴解组织。扎瓦维被迫离开，

伊朗政府决定中止与巴解组织关系，向哈马斯展现友好姿态。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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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

伊朗是公开支持哈马斯的中东国家之一，是哈马斯的重要外部依靠。

1 ．伊 朗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哈 马斯。

德黑兰是哈马斯领导人频繁造访之地，双方领导人频繁举行会晤。1998

年 4 月 28 日，哈 马斯精神领袖阿赫马德 · 亚 辛 （A hm ad Y assin）访 问了德 黑

兰，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亚辛赞扬伊朗支持巴勒斯坦人反以斗争，

称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巴勒斯坦国主张的支持甚至要超过巴勒斯坦人 自

己” ①
。现 任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立德 · 马沙尔 （K halid M ishal）也 经常会 晤

伊朗领导人。

2006年 1月，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后，伊 朗第一时间表

示祝贺，称哈马斯胜选意味着巴勒斯坦人作出了赞成继续斗争和抵抗占领的

选择。2006年 2 月 20 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会见马沙尔率领的

代表团时，高度赞扬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呼吁 “ 伊斯兰世界向哈马斯领

导的巴勒斯坦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他还指出，“ 赢得胜利的唯一途径是继

续对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而巴勒斯坦人民选择哈马斯就意味着用武力反抗

以色列的占领” ②
。2006 年 12 月 7 日，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任巴勒斯坦总理

后的首次出访地点就选择了德黑兰，会见了伊朗总统内贾德等领导人，足见

哈马斯对与伊朗关系的重视。此后，伊朗领导人屡屡表示支持哈马斯。如在

2008年 5 月 24 日马沙尔率领代表团访问伊朗时，伊 朗总统内贾德指出：“ 巴

勒斯坦和黎巴嫩的胜利 （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胜利）是‘ 抵抗和坚持 ’ 的结

果，他们在将来还会继续”。③

对于来自伊朗的支持，哈马斯领导人予以高度赞扬。2009年 12 月，哈马

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尔在访问德黑兰时称：“ 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也支

持我们，但伊朗人的支持居引领者地位。因此，我们高度赞赏并感谢伊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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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活动时，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尼亚称，伊朗人民将会成为 “ 胜利的

伙伴”，希望将来能在 “ 自由的巴勒斯坦” 会见他们。
①

2 ．伊 朗为哈 马斯提供财政乃至军事支持。

以色列、西方国家、巴解组织或巴民族权力机构等均认为，伊 朗对哈马

斯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伊朗也不否认援助哈马斯。伊 朗国营电视台援引哈

梅内伊的话说：“ 每年给巴勒斯坦提供财政援助是伊斯兰国家对巴勒斯坦承担

责任的途径之一。”②
前伊朗议长哈达德 ·阿德尔也指出：“ 同其他国家一样，

伊朗有义务帮助巴勒斯坦人，目前我们还不能说这笔钱的数目，但对任何一

个伊斯兰国家的援助都应是大量的… … 议会期待政府增加援助… … 如果伊斯

兰世界联合起来援助哈马斯，那就不再需要美国和欧洲的援助。” ③

对于伊朗援助哈马斯的数额，各方的估计差异很大。中东事务、对外事

务、防务与贸易分歧分析家阿亚龙 · D ·皮纳 （A aron D .P ina）在为美国国会

撰写的报告中称，20世纪 80年代末，哈马斯 10% 的资金来自伊朗。
④

美国中

央情报局 （C IA ）前 局长詹 姆斯 · 伍 尔西 （Jam es W oolsey）称 1988 ～1994 年

伊朗为哈马斯提供了超过 1亿美元的援助。
⑤

以色列方面估计，伊朗仅在 2005

年就直接援助哈马斯约 300 万美元。加拿大情报机构估计伊朗一年转交给哈

马斯 300万 ～1 800 万美元。
⑥

早在 1992 年，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称

伊朗给哈马斯 3 000万美元，而黎巴嫩一杂志的报导称伊朗一年从其石油销售

中给哈马斯约 1 000万美元。
⑦

另据维基解秘，原埃及情报局长奥马尔 ·苏莱

曼 （O m ar Suleim an）曾告诉美国外交官说伊朗每年约向哈马斯政府转交 2 500

万美元。
⑧

不过，在 2006年 1月以前，哈马斯否认从伊朗获得财政援助，但

承认伊朗为巴勒斯坦烈士和囚犯的家庭提供帮助和支持。据曾任哈马斯驻德

黑兰代表的乌萨马 · 哈姆丹 的说 法，早在 1991 年，伊 朗的烈士基金会

① 参 见 新 华 网 ： 《哈 尼 亚 称 哈 马 斯 永 不 承 认 以 色 列 》 ， h ttp： / / n ew s.x in huan et.com / w orld/20 12 -

0 2/ 12 / c_ 12 26 8 9 2 18 . h tm , 2 0 12 - 0 2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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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rtyrs F oundation） 就 为 约 4 00 名 巴 勒 斯 坦 烈 士 和 囚 犯 的 家 庭 提 供 了 帮 助 和

支持。
①

2006年 1月哈马斯胜选后，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对哈马斯政府实行制裁，

哈马斯向伊朗求援，伊朗做出了积极回应。伊朗政府承诺如果以色列和美国

切断资金，它就向巴民族权力机构提供 2.5 亿 美元的援助
②

。2006 年 4 月，在

德黑兰举行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国际会议结束时，伊 朗宣布向哈马斯政府捐

款 3 120 万英镑。
③

到 2006 年 11 月，伊 朗声称 已为哈马斯提供 了 1.2 亿 美

元。
④

在 2006 年 12 月 7 日哈尼亚访 问伊 朗时，伊 朗又承诺 给 2.5 亿 美元 以补

偿西方国家对哈马斯的制裁。
⑤ 2008 年 5 月，伊 朗表示将在 2008 年下半年给

哈马斯提供 1.5 亿美元的援助。
⑥

来 自多方面的信息显示，伊朗还为哈马斯提供军事培训营地和后勤支持。

据 埃及情报部 门的报 告，在 拉夫桑贾 尼 （A kbar H ashem i R afsanjani）时 期，伊

朗培训了 3 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⑦

以色列认为伊朗卷入到哈马斯的军事行

动之中。据以色列缴获的 2000 年 12 月的一份巴勒斯坦情报报告，伊 朗直接

转交给喀萨姆支队 40万美元，以特别支持在以色列的哈马斯军事活动及鼓励

自杀性袭击行动。
⑧

一些哈马斯武装人员也透露，他们曾在伊朗接受军事培

训。据涉嫌 1996 年 2 ～3 月对 以自杀性袭击的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桑 · 萨拉

迈 赫德 （H assan Salam ehd）向以色列警察 交代，他 曾在 德黑 兰附近的一基 地

接受伊朗专家为期 3个 月的培训。
⑨ 2008年 3 月，一哈马斯官员首次承认伊朗

革命卫队在德黑兰训练哈马斯成员： “ 自以色列 2005年 8 月从加沙地带撤出

以后，数百名哈马斯战斗人员被派往伊朗进行军事训练，包括 210 名受伊朗

革命卫队训练的武装人员，有 150 多名人员训练长达 6 个月之久。”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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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S e e B a n sid h a r P ra d h a n , “ P a le stin ia n P o litics in th e P ost - A rafat P erio d” , I n tern a tio n a l S tud ies ,

V ol.4 5 , N o.4 , 2 00 8 , p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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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伊朗与哈马斯的分歧

对于双方关系，伊朗与哈马斯各自内部都有一些不同看法。伊朗国内对

政府给予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派别的财政援助有不满情绪。如在 2002 年，伊朗

反 政 府 的 “ 争 取 民 主 学 生 运 动 协 调 委 员 会”  （S tu den t M ovem en t C oordin ation

C om m ittee for D em ocracy） 就 要 求 伊 朗 领 导 人 “ 别 管 巴 勒 斯 坦 了， 想 想 我 们

吧”。①
而哈马斯内部对与伊朗联盟也有分歧。哈马斯国内领导人倡导该组织

巴勒斯坦化，暂停武装斗争，聚焦于从以色列镇压中保护哈马斯，考虑与巴

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同盟以作为防护屏的开放与和平的努力，而海外领导人主

张通过与伊朗的联盟，结束冲突的哈马斯的伊斯兰化，视哈马斯为巴勒斯坦

人民的真正代表、巴解组织的道义和政治替代者。
② 2012 年 3 月初，哈马斯

内部就是否介入以色列和伊朗可能爆发的战事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一方主张

“ 袖手旁观”，另一方威胁袭击以色列、帮衬伊朗。哈马斯发言人法齐 ·巴尔

胡姆称哈马斯没有足够 “ 火力” 介入地区战事，“ 我们的武器用于自卫、而不

是攻击”。另一名哈马斯高官艾哈迈德 ·优素福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以色列不

会对伊朗动武，因为以色列知道，伊朗届时会给它 “ 上一堂无法忘记的课”，

“ 伊朗有能力回击，不需要其他人。” ③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2012 年 5 月 10 日

在接受英国路透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即使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

击，哈马斯也不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哈马斯只为巴勒斯坦人民而战。” ④
但

也有一些哈马斯领导人主张支持伊朗。如加沙领导人扎哈尔称：“ 就犹太复国

主义政权对伊朗发动战事而言，哈马斯的立场是动用最大力量还击。” ⑤
哈马

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尔 2005年 12 月访 问伊朗时也曾表示：“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

发动进攻，我们将在巴勒斯坦扩大战场”， “ 就像伊斯兰伊朗保护巴勒斯坦人

的权利一样，我们也保卫伊斯兰伊朗的权利，我们是为反对伊斯兰教的敌人

① J o se p h B ra u d e， o p . c it. , p . 17 .

② S e e S h a u l M is h a l a n d A v ra h a m S e la , T h e P a lestin ia n H a m a s : V isio n , V io len c e , a n d C oex isten ce , N ew

Y o rk : C o lu m b ia U n iv e rsity P re ss , 2 0 0 0 , p p .9 7 - 9 8 .

③ 新 华网： 《 “ 袖 手” 还 是 帮衬 哈 马斯 “ 助 阵” 伊 朗有 分 歧 》，http：/ /new s.xinhuanet.com /

w orld/ 20 12 - 0 3/ 0 9/ c_ 12 2 8 1 1 10 6 .h tm , 2 0 12 - 0 3 - 0 9 .

④ 人 民 网 ： 《哈 马 斯 ： 绝 不 为 伊 朗 而 与 以 色 列 打 仗 》 ， h ttp： / / w orld.p eople.com .cn/ G B /

17 8 6 2 9 18 . h tm l. 2 0 12 - 0 5 - 1 1 .

⑤ 新华网 ：《“ 袖手” 还是帮衬 哈马斯 “ 助阵” 伊 朗有分歧》，前引文。



而结成的联合阵线的一部分。” ①

伊朗与哈马斯的立场有时也并不完全一致。2012 年 8 月底，伊 朗主办不

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哈马斯先表示哈尼亚将参会，但在巴民族权力机构威胁

要抵制会议时，伊朗表示没有邀请哈马斯领导人出席峰会，仅邀请阿巴斯参

会，最终哈尼亚未能参加此次会议，
②

这也透露出双方的分歧。

总体而言，伊朗与哈马斯形成了战略联盟关系。沙特阿拉伯专栏作家马

沙 利 ·扎 耶迪 （M shari al- Zaydi）甚 至把 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称 为 “ 逊 尼派

哈桑 ·纳斯鲁拉” （H assan N asrallah，真 主党总书记 ），
③

足 见 双方关 系的密

切程度。但伊朗和哈马斯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伊朗明显处于支配地位，而哈

马斯处于从属地位。这一关系在双方心目中的地位也大不相同。对作为中东

地区大国的伊朗而言，哈马斯只是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小环节。单就中东地

区看，哈马斯对伊朗的重要性远不如叙利亚和真主党。但对哈马斯、特别是

哈马斯政府来说，由于以色列、西方国家的封锁，伊 朗的支持与援助对其生

存至关重要。

伊朗与哈马斯形成战略联盟关系的原因

伊朗与哈马斯形成战略联盟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 ）哈马斯是伊朗构建其地区同盟的重要一环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一直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一是美国等西方国家、

以色列对伊朗的敌视和封锁。伊 斯兰革命后，美 国与伊 朗关 系急剧恶化。

1980年 4 月美国人质危机事件后，伊 朗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从此，美国

等西方国家一直对伊朗现政权采取敌视政策。两伊战争中，美国站在伊拉克

一边。克林顿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 “ 双重遏制” 政策，其主要对象之

一就是伊朗 （另一个国家是伊拉克）。小布什时期，美国又把伊朗视为 “ 邪恶

轴心”。 同时，美国极力推动国际社会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甚至传出军事打

击伊朗的信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敌视与封锁，使伊朗在国际上比较

① “ Ira n H a ils H a m a s V ic to ry，” A l J a zee ra N ew s , h ttp : / / e n g lish . a Ija ze era. n e t/E n g lish / a rc h iv e/ a r-

c h iv e ? A rch iv eId ＝ 2 12 2 3， 2 0 0 6 - 0 1 - 2 8 ．

② 参见 《哈尼亚放弃赴伊朗参会》，载 《京华时报》2012 年 8 月 28 日。

③ J o n a th a n S c h a n ze r， o p . c it. , p . 1 8 2 ．



孤立，国内经济也受到很大影响。伊斯兰革命后，以色列与伊朗关系严重对

立。伊朗奉行反对以色列、乃至否认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则不断放出袭击

伊朗的信息，这使伊朗面临着军事威胁。二是逊尼派执政的阿拉伯国家对伊

朗的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推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对外政策，使阿

拉伯国家执政当局、特别是海湾君主国家倍感压力，对伊朗产生了深深的戒

备心理。三是中东地区形势变化及发展趋势对伊朗的压力。两伊战争中大多

数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拉克，与伊朗为敌。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尽管阿以矛

盾重重，但中东和平进程已是大势所趋。巴解组织与以色列达成了奥斯陆协

议，约旦与以色列实现了和平，毛里塔尼亚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些

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和以色列开始了交往，这使伊朗感到自己被孤立、被排除

在地区秩序之外。伊朗所面临的上述种种压力，使其迫切感到需要构建自己

的地区同盟。在这一背景下，伊朗积极与叙利亚、真主党发展关系，构建 自

己的地区联盟。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地区及伊斯兰世界中的独特地位，为伊

朗提供了重要舞台，哈马斯成为伊朗构建的地区联盟的一环。而哈马斯 自身

的困境及其与叙利亚、真主党的密切关系，也为伊朗将它纳入 自己的地区联

盟提供了可能。

（二 ）伊朗与哈马斯的共同政策是联盟关系的基础

虽教派不同，但伊朗和哈马斯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立场。

1 ．反对以色列。

早在 1947年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伊朗就与阿拉伯国家一同投票

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后以色列宣布建

国后，尽管以色列政府已承诺给予伊朗最惠国贸易地位，甚至不惜对伊朗政

府官员行贿，但 巴列维王朝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
①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后，伊朗一直采取强硬的反以立场。伊 朗伊斯兰革命领导人霍梅尼把反对巴

列维王朝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联系到一起，认为巴列维王朝是犹太复

国主义者的代理人，而以色列则是巴列维国王及其反动政府的帮凶，是美帝

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人，是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的异教徒，犹太

复国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一样犯下了极大罪行。
②

海湾战争和冷战的结束，伊

① S ee M an so u r F arh a n g，  “ T h e Iran - Israel C o nn ectio n” , A ra b S tu d ies Q ua rterly , V o l. 1 1 , N o . 1 ,

W inter1989 ,p. 85；何志龙 ：《伊 朗视野中的以色列》，载 《国际论坛》2006年第 6 期 ，第 29页。

② 参见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 ·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 341页。



朗和以色列展开激烈竞争甚至对抗。九一一事件后，随着伊朗安全环境的恶

化，伊朗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指责，特别是内贾德总统屡屡发表强硬言论，甚

至主张消灭以色列，使伊朗与以色列关系日趋紧张。同样，哈马斯也坚决反

对以色列，认为它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是非法的。共同反对以色列，成为双方

合作的首要基础。

2 ．反 对中东和平进程。

20世纪 90年代初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伊朗一直持反对立场，对和谈大

肆抨击。在马德里和会召开时，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就称：“ 我们一定努

力击败马德里和会，我们知道它是骗人的。”①
在 《奥斯陆协议》签署之 日，

拉夫桑贾尼又指责巴解组织 “ 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卖国罪”， 签署该协议是

“ 卖国的第一步… … 它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并呼吁对以色列发动圣

战。
②

现任伊朗总统内贾德更是质疑巴以直接和谈的合法性，称阿巴斯是以色

列的 “ 人质”，“ 阿巴斯无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作出任何让步”。③
他表示巴

以和谈注定要失败，称巴以和谈持续很多年，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任何好

处，认为巴勒斯坦问题不可能通过与敌人谈判来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应

该 由巴勒斯坦人自己掌握。
④

伊朗还多次举行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国际会议。

哈马斯也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坚决反对者，多次参加伊朗主办的反对中东和平

进程的国际会议。

伊朗和哈马斯均主张以武力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

伊 2008年 5 月底在会见到访的哈马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尔时指出：“ 以色列现

在已经到了最低谷，它已无力再打击坚强的巴勒斯坦人民，哈马斯应该继续

打击以色列，放弃武装斗争是不光彩的。” 他强调：“ 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

径就是坚持不懈地进行反抗，如果选择非武装道路，最终要付出沉重代价，

也会受到真主的惩罚。”⑤
同样，哈马斯认为圣战是巴勒斯坦的唯一解放之路，

拒绝和反对任何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尝试。《哈马斯宪章》指出：“ 所谓

① J o n a th a n S c h a n ze r， o p . c it. , p .4 1 .

② C la rk S ta te n , “ Isra e li - P L O P e a ce A g re e m e n t : C a u se o f F u rth e r T erro rism ?” , E m erg en cy N et N ew s

S ervice, Septem ber 11， 19 93；何 志 龙 ： 前 引 文 ， 第 3 1 页 。

③ 《巴勒斯坦不满伊朗总统 “ 管闲事” 》，载 《新华每日电讯》2010 年 9 月 6 日。

④ 新华社电：《内贾德：注定失败》，载 《广州 日报》2010 年 9 月 4 日。

⑤ 参 见 新 华 网 ： 《伊 朗 最 高 精 神 领 袖 呼 吁 哈 马 斯 勿 放 弃 武 装 斗 争 》 ，h ttp： / / new s.xinhuanet com /

m il/ 2 0 0 8 - 0 5/ 2 9 / co n te n t_ 8 2 7 4 8 6 3 . h tm , 2 0 0 8 - 0 5 - 2 9 .



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际会议的倡议彼此冲突。一旦考虑伊斯兰

抵抗运动的意识形态，放弃巴勒斯坦的任何一部分就如同放弃宗教的一部分。

对于巴勒斯坦问题，除圣战外别无解决方案。倡议、方案、国际会议等都是

浪费时间和小孩们的游戏。” ①

3 ．共 同反 对西方，特 别是反对美国。

霍梅尼认为，殖民主义强国和帝国主义在伊朗实行鼓励宗教学者的计划，

并勾结巴列维王朝，实行西方化、世俗化，因而导致穆斯林社会的失败和衰

落。他称美国是 “ 剥夺和压迫世界人民的罪魁祸首”。②
哈马斯也有强烈的反

西方色彩。《哈马斯宪章》指出：“ 资本主义西方、共产主义东方的帝国主义

强权者以其所有可能— — 物资和人力来支持敌人，他们改变了敌我力量对

比。” ③
哈马斯认为，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沆瀣一气，称以色列的建立是 “ 东西

方强权者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 目的在整个伊斯兰地区建立桥头堡的一个阴

谋”，④
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帝国主义的罪恶 目的是 “ 试图分裂阿拉伯民族，企

图在最后单独对付巴勒斯坦人”。⑤

正是上述共识与共同立场，使伊朗与哈马斯跨越了教派分歧，形成了战

略联盟关系。

（三 ）伊朗与巴解组织关系的恶化

伊朗曾与巴解组织关系密切。霍梅尼还在法国流亡时，阿拉法特在黎巴

嫩的游击队网络就为霍梅尼提供军事培训与武器。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双

方的关系趋于恶化。1979年 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而阿拉法特却

私 自派一个代表团赴德黑兰试图调解，使伊朗领导人吃惊不已，双方关系急

转直下。
⑥

其实，双方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巴解组织走上了政治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的道路。前伊朗革命卫队负责人、后为被压迫与战争退伍老兵基金会

主席的穆德森 · 拉 非克 · 都 斯特 （M odsen R fiq D oust） 1981 年 在法塔赫 的一

① M u h am m a d M aq d si （T ran s. ） ， “ C h a rte r o f th e I sla m ic R es ista n ce M o v e m e n t ( H am ss ) o f P a lestin e ,”

J ou rn a l of P alestin e S tud ies , V ol.2 2 , N o .4 , S u m m e r 19 9 3 , p . 12 6 ．

② 冀开运、蔺焕萍著：《二十世纪伊朗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 226 页。

③ M u h am m a d M aq d si （T ra ns. ）, o p .c it. , p . 12 9 .

④ J o h n K e lsa y a n d W es tm in ste r , Isla m a n d W ar : A S tu d y in C om p a ra tive E th ic s , L o u isv ille K e n tu c k y :

J o hn K n ox P ress , 19 9 3 , p .9 6 .

⑤ J o h n K e ls a y a n d W estm in ste r , o p . c it. , p .9 7 .

⑥ S ee Z ak i C h eh a b , o p . c it. , p . 13 9 ．



次会议上对阿拉法特说：“ 伊朗革命从巴勒斯坦革命中学到许多。由于我们信

仰真主，我们有击败帝国主义拥护者国王的强大威力。” 他然后转向阿拉法特

说： “ 手拿橄榄枝是你们衰落的开始，因为巴勒斯坦只能通过枪杆子来解

放。” ① 1988年，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号召与以色列和谈最终导致了伊朗与巴解

组织关系完全瓦解。1989 年，霍梅尼谴责阿拉法特为 “ 背叛者和笨蛋”。 ②

另外，巴解组织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萨达姆，阿拉法特支持非斯方案及与阿富

汗穆罕默德 ·纳吉布 （M oham m ed N ajeb）政权建立关系，也使伊 朗不满。伊

朗认为，与敌人谈判及成为大撒旦的朋友是背叛了霍梅尼的革命原则。
③

随着与巴解组织关系的恶化，伊朗转而支持巴解组织的对手— — 哈马斯。

1994年 11月，伊 朗把巴解组织驻德黑兰大使馆交给了哈马斯。此后，伊 朗与

哈马斯的关系顺利发展。前哈马斯驻伊朗代表乌萨马 ·哈姆丹公开宣称，哈

马斯与伊朗关系的不断加强是以巴解组织为代价的。
④

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遭到法塔赫的严厉指责。法塔赫情报信息公开指

控伊朗的资金支持哈马斯 2007年 6 月在加沙发动政变，称哈马斯夺取加沙是

“ 它与伊朗的联合方案” ⑤
。法塔赫官员称伊朗的议程是 “ 鼓励哈马斯建立一

个以马沙尔为巴勒斯坦人民新面孔、更加破坏巴人民团结的新组织”， 甚至指

控伊朗提供数百万美元与武器给哈马斯以延长巴勒斯坦内战。
⑥

巴民族权力机

构把伊朗视为巴内部民族和解的障碍。据沙特媒体 《欧卡兹报》报道，巴勒

斯坦宗教事务部长马哈茂德 · 哈巴什 2010 年 11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巴勒

斯坦分裂是伊朗干涉巴勒斯坦内部事务造成的，伊 朗应该远离巴勒斯坦问题，

停止对巴勒斯坦内部事务的干涉。也正是因为伊朗的干涉，才使巴勒斯坦内

部和解进程遇到巨大阻力，破坏了巴勒斯坦的团结。” ⑦
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巴斯 2011年 4 月 15 日在接受英国路透社记者采访时也愤怒地指出：“ 伊 朗

一直指示哈马斯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由于哈马斯从伊朗那里得到了资金支

① Z a k i C h e h a b， o p . c it. , p . 14 0 .

② J o n a th a n S c h a n ze r , “ T h e Iran ia n G am b it in G a za” , C om m en ta ry , F eb ru a ry 2 0 0 9 , n . 3 0 .

③ S e e Z a k i C h e h ab , o p . c it. , p . 14 0 .

④ S e e J o n a th a n S c h an ze r , o p . c it. , p . 13 8 .

⑤ J o n a th a n S c h a n ze r , “ T h e Ira n ia n G am b it in G a za” , C om m en ta ry , F e b ru a ry 2 0 0 9 , p . 3 2 .

⑥ K h a led A b u T oam eh , “ S y ria , Ira n T ry in g to O v e rth row A b b a s a n d F a ta h” , J eru sa lem P ost , J a n . 15 ,

2 0 0 8 ; J o n a th a n S c h a n ze r , H a m a s V S . F a ta h : T h e S tr u g g le f or P a lestin e , 2 0 0 8 , p . 1 8 3 .

⑦ 人 民 网 ： 《巴 勒 斯 坦 指 责 伊 朗 干 涉 其 内 部 事 务 》 ， h ttp： / / w orld .p eople . com . cn /G B / 10 29/

4 2 3 6 1/ 13 2 0 8 4 8 8 . h tm l , 2 0 10 - 1 1 - 14 .



持，所以他们对伊朗是言听计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尔常年住在大马士

革 ，他从伊朗那里获得资金，并根据他的意愿进行分配。他手中有钱 ，这就

是他的武器，他在哈马斯领导层就有了说一不二的权力。” ①

（四）伊朗支持哈马斯有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意图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输出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对外基本政策之一。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革命不仅是革命的手段，还是革命的目的。伊斯兰革命

在伊朗成功以后，应以伊朗为根据地在全世界展开，在伊斯兰中不存在 自由

边界划分的民族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拥有共同的目的、共 同的命运和共

同的法律— — 沙里亚法，其主权属于真主。他鼓吹到：“ 我们必须输出我们的

革命，我们应放弃不输出革命的想法。” ②
虽然霍梅尼去世后伊朗的调子缓和

了许多，但仍能看到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影子。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下，

巴勒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哈马斯的建立与发展即是其具体体现之一。

哈马斯以伊斯兰教为根本指导原则，其最高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国，这和伊朗

伊斯兰革命的目标一致，自然成为伊朗支持的对象。当然，哈马斯和伊朗的

主张还是有区别，如哈马斯主张把斗争范围限定在巴勒斯坦地区，不介入其

它国家事务。

结 语

综上所述，伊朗与哈马斯的战略联盟关系是双方的现实利益所需。对哈

马斯来说，以色列的封锁、打击以及西方国家的制裁，其生存面临严峻考验，

急需外部支持。同时，为了和法塔赫竞争，也需要团结法塔赫的反对者。对

伊朗而言，哈马斯是其地区联盟的一环，是其发挥地区影响的一个支撑点。

一方面，伊朗通过与哈马斯联盟，扩大了其地区同盟的基础，而哈马斯的反

以政策与活动，与黎巴嫩的反以力量形成犄角之势，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以

色列对伊朗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哈马斯，伊朗影响到巴勒斯坦问题

的解决，扩大 了它在 中东地 区的影 响。正如丹 尼 · 鲁本斯 蒂 因 （D anny

R ubenstein）所 指出的：“ 哈马斯被推向墙角而转向伊 朗，与伊 朗的关 系已是、

① 人 民 网 ：  《阿 巴 斯 指 责 伊 朗 操 控 哈 马 斯 破 坏 巴 勒 斯 坦 内 部 团 结 》 ，h ttp： / /w orld.p eople.

c o m . c n / G B / 10 2 9 / 4 2 3 6 1/ 14 4 0 6 5 7 8 . h tm l , 2 0 1 1 - 0 4 - 16 .

② 王新中、冀开运著：前引书，第 342页。



仍继续是哈马斯政府生存的唯一机会，而伊朗人也乐于看到在埃及边界与以

色列之间有一政治和军事立足点。”①
值得注意的是 ，哈马斯与伊朗的关系引

起阿拉伯国家的不快。伊朗高调支持哈马斯 ，使其在加沙的影响力增强。而

阿拉伯国家认为，伊朗正致力于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并通过哈马斯利用巴

勒斯坦问题打击对手，这是阿拉伯国家不愿看到的。许 多阿拉伯国家虽和哈

马斯有交往，但实际上并不支持哈马斯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哈马斯与伊

朗的亲近关系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忧虑。
②

此外，伊朗支持哈马斯，使巴勒斯坦

内部派别冲突加剧，不利于巴内部和解。它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反对，也为巴

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

2011年初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对 巴勒斯坦局势及哈马斯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就伊朗与哈马斯关系而言，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已发生

重大变化，但一些迹象值得注意。其一，哈马斯与伊朗盟友叙利亚的关系恶

化。叙利亚局势动荡后，哈马斯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巴沙尔政权，2012 年 2 月

起表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这造成巴沙尔政权与哈马斯关系恶化，哈马斯领

导人已从大马士革大本营撤离，叙 利亚当局也于 2012 年 11月 5 日强行关闭了

哈马斯驻叙利亚所有办事处。伊朗曾要求哈马斯表现出对巴沙尔的强有力支

持，
③

但哈马斯却采取了与伊朗大力支持巴沙尔政权相背的政策，这引起伊朗

的不满。据悉，出于对哈马斯对叙利亚政策的不满，伊 朗已削减了对该组织

的资金。
④

哈马斯与叙利亚关系的恶化，不仅对巴沙尔政权是个打击，也对伊

朗构建的地区联盟有消极影响。其二，哈马斯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虽然

哈马斯在阿拉伯民众中有不少支持者，但大多数阿拉伯政府对其主要采取应

付的态度，并没有给与多少实际的支持。埃及剧变后，与哈马斯关系非同寻

常的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哈马斯与埃及关系好转。哈马斯与卡塔尔的关系更

是引人注目。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哈尼亚相继访问卡塔尔。2012 年 10 月

24 日，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也访问加沙并许诺巨额援助，成为哈马斯 2007年

① D a n n y R u b e n ste in， “ H am a s th ro u g h th e A g es” , T he J eru sa lem R ep o rt, J a n u a ry 17 , 2 0 1 1 , p . 2 4 ．

② 参见陈天社：《支持还是敌视？— — 试析阿拉伯国家与哈马斯关系》，载 《郑州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3 期，第 181页。

③  S ee “ S yria n U n rest U n n e rves H am as” ， J a n e ' s lsla m ic A ffa irs A n a ly st, V ol. 1 1 , N o . 8 , S e p tem b er 1 ,

2 0 11 .

④ S ee “ R e p o rt: Iran C u ts H am as F u n d s o ver S yria” , W ash ing to n J ew ish W eek , V ol.4 7 , N o .3 4 , A u g u st

25 , 20 11 , p. 10



掌控加沙以来访问该地的第一位外国元首。这些都表明，哈马斯有意回归逊

尼派阿拉伯国家。而哈马斯的回归，特别是与一向对伊朗持戒备心理的海湾

国家关系转暖，这对伊朗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当然，伊 朗与哈马斯关系未来

将如何发展，仍需进一步观察。

A n A n a ly sis o n I r a n -- H a m a s R e la tio n s

C h e n T ia n sh e

A b str a c t : Iran - H a m a s re la tio n s o rig in a te d in e a rly 19 9 0 s. Ira n p rovid e d p o lit-

ic a l , m o ra l , fin a n c ia l , a n d e v e n m ilita ry su p p o rt to H a m a s .A lth o u g h Ira n a n d H a -

m a s h a v e e sta b lish e d s tra te g ic a llia n c e , th e y a re u n e q u a l a n d th e s ta tu s o f e a c h o th -

e r ' s im p o rta n c e in t h e ir e y e s a re d iffe re n t. T h e r e a so n th a t t h e s tr a te g ic r e la tio n s

w e r e fo rm e d lie s in fo u r fa c to rs. F irs tly , H a rn a s w a s c o n sid e r e d b y Ira n a s a n im p o r-

ta n t p a rt o f its id e a a b o u t s e ttin g u p a r e g io n al a llia n c e . S e c o n d ly , a lo t o f c o m m o n

p o lic ie s se rv e d a s th e b a s is o f th e stra te gic a llia n c e b e tw e e n th e m .T h ird ly , Ira n -

P L O re la tio n s h a v e d e te rio ra te d . L a s tly , Ira n h a d th e in te n tio n t o e x p o rt Is la m ic r e v o -

lu tio n . In c o n c lu sio n , th e s tra te g ic a llia n c e b e t w e e n lr a n a n d H a m a s w e r e b a se d o n

th e r e a listic in te re sts o f b o th s id e s , b u t it a g g ra v a te d th e in te rn a l c o n tra d ic tio n o f P a l-

e stin e , w h ic h w a s d isa d v a n ta g e o u s to t h e r e so lu tio n o f P ale stin e Q u e stio n . E v e r s in c e

th e A ra b u p h e a v a l o c c u rre d in e a r ly 2 0 1 1 , n o e v id e n c e sh o w in g a n y c h a n g e o f th is

a llia n ce , b u t t h e re s re sig n s th a t H a m a s is try in g to k e e p a w a y fro m Ir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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