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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刊评介  

准 多 边 外 交、现 实 主 义 与 文 明 交往

! ! ! 品读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 1970- 2000) �

韩 志 斌
*

* ∀ 在中东的诸多国家中, 埃及以其历史悠远、富有文明内涵以及内外交往频繁而引起了无数学者的关

注。在当前有关埃及的研究成果中,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天社撰写的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 1970-

2000) �# 一书当属颇有特色之著。本书重点研究了 1970~ 2000年埃及与美国关系、埃及与以色列关系和

埃及与阿拉伯关系的演变, 分析了此间影响埃及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国际关系学者指出, 在不同的功

能性问题领域, 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理论范式和诠释。∃ 笔者在品读该书的过程中, 发现在作者精细、缜密

的考究与论述中, 实际上贯穿着 3条理论路径: 即准多边外交、现实主义与文明交往。这也是埃及 30年

外交的基本特点。

准 多 边 外 交 : 埃 及 对 外 关 系 的 结 构

在国际关系中, 外交与外交政策是行为体国家的两个主要层面。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 多边外交是国

际关系中行为体国家对外交往的常态。多边外交是指 3个或更多的国家共同参与的外交谈判, 其中绝大部

分在正式的国际组织 (论坛 ) 之内。% 严格地说, 埃及对外关系结构并不是多边外交, 而是双边外交, 但

是埃及双边外交总是受到第三方的制约与影响。因此, 笔者称之为 &准多边外交 ∋。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 1970- 2000) � 一书通过梳理埃及与美国关系、埃及与以色列关系和埃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演变, 阐释

了埃及准多边外交的主要结构特点。这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第一, 埃美关系与埃苏关系此消彼长。 ∀ 作者指出, 20世纪 50年代, 美国推出的 &中东联合司令

部 ∋、巴格达条约组织, 都计划将埃及囊括在内, 但由于执政的纳赛尔坚持独立、不结盟政策, 美国的计

划遭到失败。美埃关系恶化, 埃及与苏联关系升温。萨达特上台后, 驱逐了苏联的军事顾问, 埃苏两国相

互指责, 关系日益恶化。 1976年, 萨达特政府废除了 �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 埃苏关系正式破裂。与此同

时, 埃及与美国关系升温, 依靠美国解决阿以冲突。以上事例说明 &准多边外交 ∋ 的特征之一是两个双边

外交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互动性。

第二, 美国的力量决定着埃以关系发展的规模、速度、节奏与深度。 ∀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埃以实现的

和平是 &冷和平 ∋, 这一提法很有新意。埃及与以色列从血腥战争走上政治谈判实属不易, 但两国关系的

走向与美国密切相关。 1972年, 美国提出了 &罗杰斯计划 ∋, 使得埃以实现停火。 &十月战争 ∋ 促使埃及

和以色列走向了谈判桌。 1973年 11月 11日, 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调解下, 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六点停火

协议。 1978年 7月 17日, 在美国总统卡特的全力斡旋下, 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了 �戴维营协议 �。 1979年 3

月 26日,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 埃及与以色列签署 �埃以和约 �。以上诸条约结束了两国 30余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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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实现了埃以和平, 拉开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帷幕。但埃及与以色列在实现和平的过程中一直受到美国

的制约与影响。这也是 &准多边外交 ∋ 的特征之二, 即第三方对双边外交的牵制。

第三, 埃及与阿盟体现为互动关系。 ∀ 作者在书中指出, 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合作与冲突共

存。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 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被阿拉伯人称为 &阿拉伯人之头 ∋。自

阿拉伯联盟成立起, 埃及一直在该组织中起着领导作用。开罗是阿拉伯联盟总部, 由埃及人任秘书长是该

组织的惯例。埃以实现和平后, 埃及被排除在阿拉伯大家庭之外。穆巴拉克执政后, 埃及努力回归阿拉伯

世界, 埃阿关系恢复。国家行为体与联盟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是 &准多边外交 ∋ 特征之三。

现 实 主 义 : 埃 及 对 外 交 往 的 原 则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科中影响较大的一个范式, 一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但现实主义

又是国际关系学科中较复杂的一个范式, 因为它是一个多层次、多流派的理论体系, 包括古典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 1970- 2000) � 一书所表现的埃及

对外交往原则是以上各种现实主义的综合体系, 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分析能力。

第一, 埃以实现和平说明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 权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 ∀ 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

是加强权力与安全。所有国家的共同特性都是基于权力与安全, 而不是道德和理想进行外交决策。作者指

出, 作为阿以冲突主力军的埃及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十余万将士血染疆场, 经济濒临崩溃, 西奈半岛沦

丧, 苏伊士运河数度被迫关闭。更重要的是, 埃及屡战屡败的事实使埃及民众几乎没有安全感可言, 而且

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 &安全困境 ∋。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 &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 莫过于不

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和声誉了。∋# 埃及签署 �戴维营协议 � 以及随后的埃以和平说明, 埃及领导

精英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开始理性的思考自身处境的最优与权力的最大化。

第二, 埃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冲突阐释了普遍的道义原则在抽象的形式下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 ∀

埃及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兄弟关系是一种国际关系意义上的道义与伦理原则, 因此, 埃及与以色列握手言

和后, 阿拉伯世界对之大加抨击。特别是利比亚要求埃及归还 &十月战争 ∋ 中埃及使用的利比亚飞机。但

埃及的行为表明政治伦理在判断行动时则看它的政治效果如何。萨达特曾经说: &我们在 (十月战争 ) 中

已经为他们付出的太多了。我们儿子的鲜血将石油价格由每桶 3美元提高到 40美元。∋ 他相信, 如果坚持

自己的道路而不理睬对自己的诽谤, 到将来某一天, 即使强硬的反对者也将认识到他们错了, 而自己 (萨

达特 ) 是对的。∃ 因此可以说权衡不同的政治行动的后果, 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品德。

第三, 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握手言和说明在重要关头, 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 而是安全利

益, 国家生存才是最根本的道义原则。 ∀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长兄, 一直是抵抗以色列的中坚力量。其

结果是, 埃及虽然赢得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但国内经济实力受到很大影响。而在同阿拉伯世界的冲

突中, 埃及损失更大, 表现为: 一是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下降, 阿盟总部从开罗迁往突尼斯。 1979年

5月在摩洛哥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举行的大会上, 埃及被取消会员国资格。二是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经

济关系降入低谷。早在萨达特耶路撒冷之行时, 就有一些阿拉伯国家提出对埃及实行经济制裁, 但未被大

多数阿拉伯国家接受。三是阿拉伯国家援助大减。 �戴维营协议 � 签订以前, 阿拉伯国家对埃及提供大量

援助。以 1978年为例, 阿拉伯官方对埃及的经济援助为 7�5亿美元。到 1979年底, 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

经济援助几乎完全停止。穆巴拉克上台后, 埃及一方面改善与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另一方面与美国保

持友好。埃及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作者的结论: &国家利益是埃及对外关系中最根本的因素, 是埃及对外关

系的驱动力。∋% 黑格尔曾经说过: &只有形成了国家的民族才会有更高的品格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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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曾直言不讳的指出: &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 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

国家利益 ∋。埃及的外交政策证明了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

文 明 交 往 : 埃 及 对 外 交 往 的 内 容

&文明 ∋ 一词一直是近几年来学术界争论的主流命题, 彭树智先生 &文明交往论 ∋ 观点的提出, 成为

&文明 ∋ 争论诸命题的崭新理论。#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 1970- 2000) � 一书的主线索就是从文明交往看

埃及对外关系,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第一, 驳斥了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 ∀ 作者指出尽管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整体上属于伊斯兰

文明范畴, 按照亨廷顿的论述, 二者应该是合作与和睦的, 但事实却与此推论相反。 1973年以来, 埃及与

美国形成了战略盟友关系, 与以色列形成和平态势, 而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不总是合作, 对立与冲

突成为交往的常态。由此作者指出, 亨廷顿的观点存在着缺陷, 不能指导一国的外交政策。∃

第二, 归纳了埃及对外交往的特征。 ∀ 作者认为, 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往是埃及对外交往的基

本内容; 埃及对外关系的形式是和平与战争、冲突与合作并存; 埃及对外关系具有互动性和开放性。作者

提出了以下新观点: 一是政治交往所形成的政治关系, 体现的是国家间的政治利益关系, 是通过领导人、

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往实现的; 二是军事交往与文化交往在埃及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是在埃及与美

国关系中, 和平交往是主要方式; 四是埃美关系是埃及对外关系的 &变速器 ∋, 直接决定着埃以关系的发

展及态势; 五是埃及对外交往的开放性, 即埃及对外关系不是封闭性的, 而是全方位的。埃及与欧美国

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亚洲国家都保持着联系, 纳赛尔曾经是不结盟运动的旗手。

第三, 总结了影响埃及对外关系的文明交往因素。 ∀ 包括: 地缘与环境、宗教与文化、埃及政治体制

与总统的性格特征、国家元首间的交往、国家利益。作者最后得出结论: 埃及对外关系的基本内容、形式

体现了文明交往的主要内涵, 其演变受文明交往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作者认为, 地缘与环境、宗教与

文化对埃及对外关系的作用是间接的, 前者为埃及对外关系的平台, 它决定着埃及对外关系的重心在其

&东翼 ∋ 和 &南翼 ∋, 使埃及对外关系必然要受到大国争夺的制约; 后者虽然为埃及对外关系提供了一定

的合法性, 但更多的是深层次的制约作用。

此外, 本书资料丰富, 归纳到位, 许多论述都很有深度。由于本人能力所限, 作者的许多思想之花还

没有在本文中论及, 有待于读者自己去品味与鉴赏。当然本书也有缺陷, 如书中各章节之间缺乏一种内在

的紧密联系。内容设计上, 本书没有对埃及与欧盟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 本书对埃及对外关

系的历史进程揭示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关系思想的逻辑论证, 更是作者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文化视野

为基础, 对埃及对外文明交往深层理论结构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 1970- 2000) � 在

学术资料基础及特征分析上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 樊小红 ∀ 责任校对: 赵 ∀ 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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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往 ∋ 这一理论。 200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树智教授的专著 �文明交往论 �, 使这一理论体系有了厚实的学术建构。此

后, 他又推出 �书路鸿踪录 � (三秦出版社, 2003年版 )、�松榆斋百记: 人类文明交往散论 �, 构成了 &文明交往 ∋ 理论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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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E lection in Sudan and Politica l

Democratization in theM ideast

Wang J ing lie pp�5- 11

∀ ∀ Sudan conducted national election smooth ly in
Apri,l 2010. A fterw ards Sudan still faces such
challenges like avo id ing south- north d ivide, Darfur
issue, econom y stability and dea ling w ith pressure
from the w es.t The process of politica l
dem ocratization in the M ideast w as frustrated by
m any constrained factors in the pas.t U. S. and the
w est try to promo te dem ocracy in the M ideast

acco rd ing to their ow n cr iteria but it) s just not the
case. Consider ing o f the reality in the M ideas,t
& Appropriate authority∋ is still ind ispensab le and
has its posit ive soc ial and h istor ic m ean ing there.
Itm ust be po inted out that politica l process in
theM ideast countries is deve loping tow ards
dem ocratization rather backw ards.

Analysis of Sudan) s NationalE lection and Its Influence

Wang M eng pp�12- 17

∀ ∀ The nat iona l e lect ion o f Sudan in 2010 that just
fin ished sm oothly is being a v iv id practice o f
Sudan) s po lit ical transform ation and Sudanese
po litical participat ing. The e lection resu lts have
been strengthening the coalition governm en t betw een
N ational Congress Party and Sudan) s L iberation
M ovem ent as w ell as the ir position in the no rth and
south o f Sudan respectively. The upcom ing
re ferendum in 2011 is becom ing the thorn iest

problem for Sudanese governm en.t Bash ir
adm in istration is likely to turn the pac ify ing po licy
into the trad itional strateg ies against southerners by
ally ing w ith Darfur is to copy w ith the nationa l
div ision tes.t Darfur peace process w ill be
accelerated in the fu ture; m eanw hile, concerns w ill
be focused increasingly on the uncerta in prospect o f
Sudanese national developm ent and c iv il
re lationsh ip.

The Soviet Union and Establishm 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X iao Yu pp�18- 23

∀ ∀ The Sov iet b loc once p layed an im 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m ent o f the state of Israe,l but th is fact is
ignored by academ ia for a long tim e. Before the out�
break of the Co ld W ar, the Sov iet Union took the
sam e position w ith the U. S. to support the Jew in
estab lish ing the state o f Israel so that to keep good

re lation w ith the U. S. A fter the outbreak o f the
Co ld W ar, in order to a ttract the U. S. ) m ilitary
pow er from Europe to the M iddle Eas,t the Sov ie t
Un ion began to support Israel and keep the M iddle
East in turm o il so that to reduce itsm ilitary pressure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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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Parties of Jew ish Imm igrants from the Soviet Union:

Cause and Influence

Zhou Cheng pp�24- 31

∀ ∀ Jew ish imm ig rants from the form er Sov ietU nion
have been them ost popular imm igran t comm un ity in
Israe.l In order to pro tect the ir ow n in terests o f
surv iva l and developm en,t they active ly partic ipated
in politica l life so that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r igh ts
and po litical interests. They form ed a ll k inds o f
imm igran t politica l parties and seek po litical vo ice.
Them ost representat ive imm igrant part ies were Israe l

Ba - A liya ( headed by Sharansky ), & Y israe l
Be iteinu ( headed by Lieberm an ) and the Soc ia l
Just ice Party ( headed by Ga idam a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se politica l parties w ere in fluenced by the
po litical trends and interests from the imm igrants,
and the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Israe l) s po litical
pattern and theM iddle E ast peace process.

TheW estern Sahara Issue and Integration ofM aghreb

ZhaoHu ijie pp�55- 61

∀ ∀ A s a legacy of national liberat ion and a diff icult
issue of international po litics in th is reg ion after
follow ing A rab - Israe li con flicts, the W est Sahara
issue has a long h istory and still to be resolved. The
surface of the W est Sahara issue re flected the
dem and of self - determ ination rights, but the
identity of th is issue w as a com p licated issue
invo lving m any coun tries in M aghreb. M any
countries in M aghreb had invo lved in W est Sahara

issue wh ich had no t only a ffected the relationsh ip
betw een countries in the reg ion but also blocked the
progress ofM aghreb integ ration since 1960s. A s the
tw o m ajor pow ers in this reg ion, A lgeria and

M orocco had d ifferent op in ion on the issue o fW est
Sahara wh ich had m ade negative inf luence on
M aghreb in tegrat ion. So it is hard to reach the goa l
of M aghreb integrat ion if the W est Sahara issue is
not so lved.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Gas Development

and Sino- African Energy co- operation

Zhou shuqing pp�62- 68

∀ ∀ O il and gas deve lopm ent regulations of A frican
concentrate on the dem and of native in terests and the
trends of tendency of A frica wh ich reflect
consc iousness o f A frican o il& gas developm ent in
practice. The SubjectConsc iousness ofA fr ican oil&
gas developm ent based on the Va lue determ ined o f
o 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the progress of politica l
and soc ia l developm en.t Th is consc iousness
em phasizes to increase mo re share o f oil and gas
interests. The dem and o f consc 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 gas deve lopm ent w ill increase the cost o f
Chinese o il com pan ies. In order to dea l w ith the
trends of consc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 gas
deve lopm ent, Ch inese com pan ies need to reduce the
cost of o il deve lopm ent and m anagem en,t transfer
pro fit m arg ins and streng then superv ision of cap ita l
accum ulat ion and m acroeconom ic. The fundam enta l
interest o f Ch ina in A frica depends on the overall
streng th of the upgrad ing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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