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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黎巴嫩真主党主要有 3 种身份，即反以抵抗组织、合法

主流政党和社会福利组织，它们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使其具有 了强大

的生命力。自1982 年诞生以来，真主党先后进行了两次战略调整，它先

在 1990 年 内战结束后参加议会选举，而后 自2005 年 以来 由有限参政转向

了全面参政。近期，中东剧变引发的叙利亚危局对真主党形成了严峻挑

战，巴沙尔政权的存亡直接影响到真主党的国内外处境。在此情况下，

真主党的武器问题变得更加尖锐，黎巴嫩也因此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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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真主党是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实力最强、受关注最多的什叶派

伊斯兰政治组织。自 1982年诞生后，真主党迅速崛起，不仅深刻影响着黎巴

嫩政治，也一次次冲击着地区政局。在 30 年的发展进程中，它不断依据形势

变化，调整发展方向，使 自身拥有了较强的适应能力。但近期中东剧变尤其

是叙利亚危局对真主党形成了严峻挑战，也影响了黎巴嫩未来政治发展。

黎 巴嫩真主党的 3 种身份

相比中东许多伊斯兰政党，黎巴嫩真主党显得与众不同，这是因为它并

非是简单的伊斯兰组织，而是兼具多重身份，呈现出不同的 “ 面孔”。 它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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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直接结果，也是伊朗在叙利亚配合下向黎巴嫩 “ 输

出革命” 的一大产物，还是黎巴嫩什叶派保护 自我和扩大权益的现实反映。

因此，真主党是国内和地区各种矛盾集合的焦点，始终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内

外关系。就实质而言，它的多重身份是其不断回应外界挑战的结果。只有认

清它的不同身份，才能了解这一组织的 “ 真相” 和 “ 全貌”， 也才能理解它

的政治主张和行动逻辑。真主党具有以下 3 种主要的身份。

（一 ）反以抵抗组织

从起源看，真主党是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抵抗组织出现的，换言之，它是

以打击以色列为核心任务的军事武装组织，这一定位和性质直接决定了它的

发展方向和内外政策。1982 年 6 月，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黎巴嫩，迅速击

溃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叙利亚军队和黎巴嫩政府军，南部主要居民什叶

派遭受了最大的灾难。
①

遭到黎巴嫩政府漠视的什叶派产生了保护自我、报复

以军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伊斯兰革命成功后的伊朗迫切希望在中东 “ 输

出革命”， 黎巴嫩什叶派成为其主要的对象，而叙利亚也需要在黎巴嫩国内扶

持武装力量打击以色列，以此对其施加压力。这样，黎巴嫩什叶派、伊朗和

叙利亚三方反对以色列的共同利益催生了真主党。

因此，以色列的入侵是促使真主党产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正基于此，

抵抗以军对真主党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真主党首先把自己视为 “ 吉哈德

运动”，把解放以色列所占领土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它坚决反对与以色列和

谈，认为暴力是迫使以色列撤军的唯一途径。真主党认为，在国家处于以色列

占领的情况下，抵抗运动优先于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
②

就紧迫性和重要性

而言，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远不能与抵抗以色列侵略军相提并论。

在建立之初，真主党是一个由多支反以什叶派力量组成的武装组织，后

来逐步走向制度化，形成了分工明确、纪律严明、高度集权、呈金字塔式的

组织结构。
③ 1990 年内战结束后，其他组织相继基本解除武装，真主党成为

抵抗运动的绝对主力。
④

尤其是经过 “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 真主党在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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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声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二 ）合法主流政党

从历史角度看，真主党也是黎巴嫩什叶派长期政治化的结果。在黎巴嫩

1943年独立之时，什叶派虽然人数位居第三，但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被边

缘化，是事实上的二等公民。
① 1959 年，宗教学者穆萨 · 萨德尔从伊朗来到

黎巴嫩，借助什叶派宗教话语，对当地什叶派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进入 70

年代，随着什叶派成为黎巴嫩第一大教派，他们分享国家权力的意愿更加强

烈。1975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穆萨 ·萨德尔建立了什叶派军事政治组织阿

迈勒。伴随着与国内其他武装力量的冲突，阿迈勒崛起为什叶派主要的政治

代表，穆萨 ·萨德尔被称为 “ 黎巴嫩的霍梅尼” ②
。

源于穆萨 ·萨德尔的什叶派政治和宗教意识的觉醒为真主党的诞生创造

了必要条件。1982年，在伊朗支持下，阿迈勒内部不满该组织世俗倾向的部

分成员联合其他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建立了真主党。
③

它的成员全部为黎巴嫩

什叶派，这决定了它必须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为己任。内战之时，它以武力保

护什叶派。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它参加议会

选举，与阿迈勒一起成为什叶派的两大政党。

真主党长期以来专注于反以抵抗活动，但一旦它决定参加选举，便迅速

“ 入戏”， 熟悉了游戏规则。真主党虽然没有放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想，但

现实的行动却完全遵循一般的政治逻辑。
④

真主党虽然由纳斯鲁拉等乌里玛领

导，但其参选名单却主要由掌握现代知识的工程师、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士

组成。真主党还突破了意识形态和教派的差异，与其他政党共推选举名单，

这既包括共产党等左派世俗政党，也包括内战时期被真主党视为仇敌的马龙

派长枪党。
⑤

因此，真主党灵活运用多种策略，获得了众多议席，成为议会中

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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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福利组织

依据伊斯兰教扶危济贫的教义和 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真主党把社会福

利活动作为工作的一大重点，使 自身具有了社会福利组织的性质。实际上，

真主党把社会福利活动视为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战略事业，予以高度重视。

在 80年代初，真主党最初向参与抵抗活动的战士及其家庭提供各种帮助，后

来，范围逐步扩大，涉及真主党影响下的所有需要帮助的黎巴嫩人。为了便

于开展活动，真主党的许多福利机构都在黎巴嫩政府进行登记，取得了非政

府组织 （N G O ）的合法地位。
①

经过多年努力，真主党建立了国内最庞大的

社会福利网络，据估计，黎 巴嫩 10% 的人 口也即 35 万人接受过它的帮助和服

务。
②

真主党由此赢得了什叶派大众的普遍支持。
③

真主党的上述 3 种身份，彼此影响，相互促进，构成 了完整的统一体。

对于不同的国家或群体，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

叙利亚都强调真主党武装组织的性质，但美国和以色列把其视为威胁，认为

其是恐怖组织
④

，伊朗和叙利亚则把其当作反以反美的战略力量，对其予以大

力支持。因此，这一身份最富争议，也最受外界关注。但是 ，抵抗活动提高

了真主党的政治声望，为其参加选举积聚了政治资本。
⑤

作为主流政党，真主

党既是什叶派的政治代表，又是逊尼派和基督徒政党的政治对手。它的政治

活动实现了自身的合法化，减缓了外界要求其解除武装的压力，使政府主导

的利益分配更加有利于什叶派。社会福利组织的身份最不受外界的关注，却对

什叶派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福利活动既扩展和巩固了社会基础，实现

了真主党与百姓的良性互动，为其参与政治提供了牢固保障，又减轻了什叶派

因对以战争遭受的痛苦，为抵抗活动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亨廷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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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以军 2000 年撤离后，真主党军事活动的 “ 政治效益” 在逐步消减，越来越多其他教派的黎

巴嫩人对其继续持有武器表示不满。



“ 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①
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强。真

主党的上述 3种身份使其功能高度复杂化，进而使其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黎巴嫩真主党的两次战略调整

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政党都高度强调伊斯兰教的作用，但它们大多并非

一味固守传统和理想，而是伴随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运动，不断反思，总结

经验，寻求革新和变化。

（一 ）内战后参与议会政治

在 20世纪 80年代，真主党带有鲜明的激进色彩。它毫不妥协地打击以

军。它既没有与政府产生直接联系，也从未试图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位，而

是置身于国家的权力结构之外，一切活动以抵抗以军为首要任务。它没有与

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发生军事冲突，却为了在什叶派内部争夺权力和民心，与

另一个什叶派组织阿迈勒在 1988 年陷入了大规模血拼。其结果是，真主党获

得大胜，打破了阿迈勒垄断什叶派代表权的局面，确立了自身什叶派主流组

织的地位。

1990年底，黎巴嫩内战正式结束，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国内政治发展进

入战后重建阶段。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成为该国国内各力量面临的重大任

务。而且，自 1972 年以来的首次议会大选也将于 1992 年举行。全新的政治

形势对于因抵抗以军而生的真主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真主党内部就是否参

加议会选举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形成意见相左的两派：一派

以真主党首任总书记苏步希 · 图菲利 （Subhi al- Tufayli）为首，坚 决反对参

加议会选举；另一派以第二任 总书记阿巴斯 ·穆萨维和第三任总书记纳斯鲁

拉为首，支持参加议会选举和以渐进的现实主义策略实现自身的目标。
②

其结

果是，后一派意见占上风，并获得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认可。
③
真主党也

由此顺利解决了参与议会选举的合法性问题。

① [美国 ] 塞缪尔 ·P.亨廷顿著 ；王冠华、刘为等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8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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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 , p . 5 2 .



真主党决定融入内战后的政治进程，表明它的思想出现了巨大转变。黎巴

嫩多种教派并存的基本现实决定了建立伊斯兰国家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对此，

真主党认为，伊斯兰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当前的任务不

是建立伊斯兰国家，而是自下而上地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即伊斯兰社会优先

于伊斯兰国家。
①

这一思想转变和宗教论证理顺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使得参政

行为具有了宗教的合法性。此外，真主党还淡化自身的泛伊斯兰色彩，把 自身

明确定义为黎巴嫩的民族主义爱国政党，以此强调对黎巴嫩国家的认同。
②

参加议会选举成为真主党内战后发展战略调整的关键性事件。它表明真

主党不再是只顾打击以军的对外封闭的武装，已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合法

政党。随着自身的政党化，真主党与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大幅度改善，

一方面，它与马龙派和左派世俗政党实现政治和解，共推选举名单，另一方

面，在叙利亚的调解下，它和阿迈勒冰释前嫌，结成选举同盟，一起参加了

内战后的历次议会大选，并获取了多数什叶派议席。真主党由此真正成为国

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黎巴嫩什叶派政治也就此进入了阿迈勒和真

主党两大政党共同主导、互相竞争的时期。

（二 ）2005 年 由有 限参政转 向全面参政

1992 ～2004年，真主党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为参加选举，即争夺国民议

会和市议会席位，并以其为平台和渠道，发挥自身作用，影响国内政治。但

是，真主党并未加入政府，谋取部长职位，而是处于一种有限参与的状态。

其原因正如真主党副总书记卡塞姆所言：不满世俗的教派分权制、避免政府

决策的消极影响以及部长作用的微弱。
③

积极参加选举，却又不与政府合作，

是这一时期真主党参与议会政治的显著特征。实际上，真主党长期扮演着议

会反对派的角色。

2005 年是黎巴嫩 自内战之后国内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按照 2004

年 9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 1559 号决议，所有外国军队须撤离黎巴嫩，且

黎巴嫩亦需解除所有民兵武装，包括真主党武装。在各方压力下，2005 年 5

月叙利亚军队完成撤离。这就意味着叙利亚这一真主党的保护伞便不复存在，

① S e e A m a l S aa d - G h o ra y e d， o p
.

c it. , p . 3 7 .

② 参见李福泉：《黎巴嫩什叶派政治认同解析》，载 《世界民族》2010 年第 5 期，第 25 ～26 页。

③ S e e N a im Q a sse m， H izb u lla h : T h e S to ry f rom W ith in , tra n sla te d fro m A rab ic b y D a lia K h a lil , L o n d o n :

S a q i B oo k s , 2 0 0 5 , p p . 19 7 - 19 9 .



国内各方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的呼声 日益强烈。与此同时，由于黎巴嫩政府

公开采取亲近西方、疏远叙利亚的政策，真主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

黎巴嫩各政党或教派为避免自身被边缘化，也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势。

在此情况下，真主党已无法置身于政府的权力分配之外，最大限度地利用国

家机构、介入政治生活成为真主党实现政治自救的必要途径。
①

因此，它迅速

改变了有限参与的立场，开始全面参与黎巴嫩政治。在参加议会选举的基础

上，彻底投身于政治舞台，成为国内政治中的关键角色。真主党主动与阿迈

勒和奥恩领导下的基督教力量 “ 爱国 自由运动” 结为全国性的 “ 3 ·8” 联

盟，共同对抗由逊尼派、德鲁兹派和部分基督徒组成的 “ 3 · 14” 联盟。真主

党也多次发动和组织数十万支持者走上街头，向反对者施压，且持续时间漫

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真主党还极力争取部长职位和政府权

力。2011年 1月，真主党支持的纳吉布 ·米卡提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成为总理。

在 6 月组建的新政府中， “ 3 · 8” 联盟的内阁职位由 10 席大幅度增加至 16

席，超过内阁半数，真主党一派由此获得了对内阁决议的否决权。

真主党的全面参与重构了黎巴嫩国内的政治生态，并对原有的权力格局

形成了巨大冲击，无论是黎巴嫩政治斗争的广度还是规模都空前扩大了。当

前，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对黎巴嫩政治的影响而言，真主党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水平，它已被外界视为黎巴嫩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②

随着国内政治的

两极化，一方面，真主党不但与阿迈勒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还逐步取得了

对什叶派政治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真主党与逊尼派和部分基督教政党的关

系呈紧张或恶化之势，教派因素对黎巴嫩政治的影响空前凸显。

中东剧变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

2010 年底爆发的阿拉伯抗议运动使中东多国经历了广泛而巨大的社会政

治变动。中东剧变已经重塑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权力格局，并程

度不一地影响到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力量，真主党也不例外。

当突尼斯、埃及和巴林等国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时，真主党对其予以明

① S e e J o se p h E lie A la g h a， o p . c it. , p . 1 2 0 .

② S ee “ H ezb o lla h : M ost P ow erfu l P olitic a l M ove m en t in L eb a n o n” , M ay 2 9 , 2 0 0 8 , h ttp : / /

w w w . c fr. o rg / p u b lic a tio n / 16 3 7 8 / p o w e rfu l_ m o v e m e n t. h tm l？ b re a d c ru m b ＝ % 2 F , 2 0 1 1 - 0 5 - 10 .



确支持。对于穆巴拉克的下台，真主党尤其表示欢迎。在真主党看来，埃及

是其中东地区主要的反对者，穆巴拉克政权的崩溃将使阿以冲突向有利于

“ 抵抗以色列” 的方向发展。

而 2011年 3 月，政治动荡向黎巴嫩的邻国叙利亚蔓延之后，对于叙利亚国

内的抗议运动，真主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公开支持叙利亚政权，批评反

巴沙尔运动。真主党采取这一重要决策实质上是其综合考虑地区战略、现实利

益和与叙利亚传统关系的结果。自 1982 年真主党诞生，基于共同的地区利益，

它与叙利亚和伊朗逐步形成了比较稳固的三角联盟关系，
①

叙利亚和伊朗正是

以真主党为主要着力点在黎巴嫩长期进行合作。在过去 30 年中，虽然真主党

与叙利亚时有矛盾，但反对和打击以色列的共同目标使合作构成双方关系的

主流。
②

作为伊朗武器和物资运往真主党的主要通道，叙利亚曾经对真主党的

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曾为真主党打击以

色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叙利亚长期控制下的贝卡谷地是真主党活

动的首要据点。因此，就反以这个核心目标而言，叙利亚是真主党最重要的

地区盟友，这正是真主党无法舍弃巴沙尔政权的根本原因。
③

如果巴沙尔政权

倒台，中东的反以力量将遭到削弱，真主党的抵抗运动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但是，日益加剧的叙利亚政治危局已呈现出明显的 “ 溢出效应” ④
，真主

党的处境大大恶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就整个地区而言，不仅真主党的

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⑤

而且其未来发展也受到直接威胁。在 2006 年，由于在

与以色列战争中的不俗表现，真主党在中东获得了极高的声望，纳斯鲁拉成

为当时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⑥

但是，在这场民意深厚的抗议浪潮

① S e e A b b a s W illia m S am ii， “ A S ta b le S tru ctu re o n S h iftin g S a n d s : A sse ss in g th e H izb u lla h - Ira n - S y r-

ia R e la tio n sh ip” , T he M id d le E a st J o u rn a l , V o l. 6 2 , N o . 1 , W in te r 2 0 0 8 , p p .3 2 - 5 3 .

② S e e E m ile E l - H o k a y e m , “ H izb a lla h a n d S y ria : O u tg ro w in g th e P ro x y R e la tio n sh ip” , T he W ash in g to n

Q ua rterly , N o .3 0 , V o l.2 , S p rin g 2 0 0 7 , p p .3 5 - 5 2 .

③ S ee A m al S aa d - G h o rayeb , “ U n d e rstan d in g H izb u lla h 's S u p p ort for th e A sa d R eg im e” , C onflicts F o-

r u m , N o v e m b e r 2 0 1 1 , p . 5 .

④ 2012 年 5 月，在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少数阿拉维派和多数逊尼派发生暴力冲突，致使

3 人死亡。这是叙利亚国内阿拉维派和逊尼派对抗在黎巴嫩的反映。

⑤ S e e J o n a th an S p y e r， “ H izb a lla h a n d th e A ra b R ev o lu tio n s : T h e C o n tra d ic tio n M a d e A p p a ren t” , M id d le

E a s t R eview of In tern a tio n a l A ffairs J ou rn a l , V o l. 16 , N o . 1 , M a rc h 2 0 12 , h ttp : / / w w w . g lo ria - c e n te r. o rg/ c a t-

e g ory/ 2 0 12 - 0 3 - 14 - 0 4 / , 2 0 12 - 1 1 - 2 4 .

⑥ S ee D an M u rp h y , “ In W ar ' s D u st, a N ew A rab ‘ L io n ' E m erges” , T he C h ristia n S cienc e M on ito r ,

A u g u st 2 9， 2 0 0 6 .



中，真主党因支持巴沙尔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在许多人眼中，真主党

“ 是杀害人民的独裁者的同谋”。①
在叙利亚，反巴沙尔的主力逊尼派对真主

党强烈不满，抗议者焚烧真主党党旗，要求其放弃对巴沙尔的支持。2012 年

6 月，反对派绑架了在叙利亚的 11名黎巴嫩什叶派朝拜者，并以纳斯鲁拉道

歉作为释放的先决条件。
② 9 月，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对真主党发出了威胁。

此外，叙利亚局势的日益动荡也使得巴沙尔政权难以继续支持真主党。其二，

就国内而言，真主党的政治基础受到了一定削弱，它不但承受着 日益严重的

舆论压力，而且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呈更加恶化之势，尤其使黎巴嫩国

内政党和教派陷入了空前的挺叙和反叙政治分裂。什叶派政党阿迈勒领导人

比真主党更加坚决地支持巴沙尔，真主党的政治盟友奥恩态度也基本一致。

亲真主党的总理纳吉布 ·米卡提则力图保持政府的中立立场，他拒绝投票支

持安理会谴责叙利亚的决议，以尽量减小叙利亚动荡对黎巴嫩的负面影响。
③

具 有重要影响的马龙派大 主教 贝莎 拉 · 雷 （B echara R ai）态 度相对谨 慎，他

认为叙利亚政府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改革。
④

与此不同，包括逊尼派和部分基督徒在内的众多黎巴嫩人明确支持叙利

亚 “ 起 义”。 马龙派政党长枪党领导人纳迪姆 · 杰 马耶勒 （N adim Jem ayyil）

发表声明称，“ 必须要和叙利亚人民为伍，反抗压迫人的独裁政权”。⑤
多名

逊尼派政治家明确要求政府站在叙利亚人民一边，向逃到国内的叙利亚难民

提供救援。2011年 5 月，100 位逊尼派乌里玛在的黎波里清真寺集会，“ 表达

对伟大的叙利亚人民起义的支持，谴 责巴沙尔政权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的暴

行。” ⑥
伊斯兰解放党在贝鲁特组织了声援叙利亚 “ 起义” 的示威游行，“ 3 ·

14” 联盟的领导人萨阿德 ·哈里里 （逊尼派）斥责真主党 “ 从伊朗的利益而

不是阿拉伯人民意志的角度看待叙利亚起义”。 亲 “ 3 · 14” 联盟的著名门户

① S e e H a n in G h a d d a r， “ C a n H e zb o lla h S u rviv e th e F a ll o f A ssa d？” T h e N ew Y ork T im es , A u g u st 2 9 ,

2 0 12 .

② S e e H u sse in D a k ro u b , “ S le im an to M a k e N ew B id o v e r H o sta g es” , T h e D a ily S ta r , J u n e 16 , 2 0 12 .

③ S e e M o n a Y a co u b ia n , R eg io n a l D y n a m ics of th e S y ria n U p ris in g : T he lm p a ct o n L eb a n o n a n d H ezbo lla h ,

U n ite d S ta te s In stitu te o f P ea c e , O c to b e r 1 3 , 2 0 1 1 , p .2 .

④ 基督徒约占叙利亚人 口的 10%。 大部分叙利亚基督徒领导人支持巴沙尔政权，他们担心逊尼

派伊斯兰政权取代巴沙尔后，基督徒会受到压制和迫害。

⑤ H ila l K h a sh a n， “ T h e P ra g m a tic s o f L e b a n o n ' s P o litic s” , M id d le E a st Q u a rterly , V o l. 19 , N o . 1 , W in -

te r 2 0 1 2 , p . 8 4 .

⑥ Ib id . , p . 8 3 .



网站 《今 日黎 巴嫩》 （N ow Lebanon）甚 至公开宣布，“ 任 何独裁者的盟友都是

阿拉伯人民的敌人。” ①

随着国内部政治裂痕的扩大，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依

据 2012 年 7 月的一项调查，什叶派对真主党的支持率高达 94%， 基督徒大约

为 33%， 逊尼派只有 5%。②
由此可见，一方面，外部压力的增大使什叶派高

度团结在真主党周围；另一方面，以教派划线成为黎巴嫩政治的显著特征，

真主党丧失了多年以来在其他教派中享有的吸引力。对于曾备受叙利亚压制

的黎巴嫩逊尼派而言，“ 叙利亚的起义” 在战略上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报复

巴沙尔政权的绝佳时机 ，也是挑战国内敌人真主党 “ 霸权” 的良好机遇。在

他们看来，他们在国内反对什叶派的斗争与叙利亚反对派对抗巴沙尔阿拉维

派的活动本质上没有差别。正如一位逊尼派谢赫所言，“ 它们 （黎巴嫩什叶派

运动和叙利亚）都是逊尼派的敌人。它们都将为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逊尼派

所强加的羞辱而付出代价。” ③

虽然真主党面临着上述许多不利的因素，但 中东剧变远没有达到像西方

学者所说的 “ 毁灭” 真主党的程度。
④

因为真主党的硬实力并没有受到损伤，

它依然是黎巴嫩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庞大的社会福利网络，高效有力的组织

结构，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都使它享有国内其他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优势。

对于真主党的未来命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巴沙尔政权的存亡，不是伊朗的

外来援助，更不是国际社会和国内其他政党的态度，而是 “ 国内什叶派如何

看待” ⑤
。换言之 ，什叶派的 “ 民意” 才是决定真主党发展的最大因素。当

前，教派关系的恶化促使什叶派高度团结在了真主党周围。而且，什叶派人

口第一大派的地位也为真主党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① B e n e d e tta B erti， “ B e y o n d th e ‘ D iv in e V ic to ry ’ ： N ew C h a lle n g es F a c in g H izb o lla h” , S tra teg ic A ssess-

m en t , V o l. 14 , N o .4 , J a n u a ry 2 0 12 , p . 10 6 .

② S e e B e n e d e tta B e rti, “ H izb u lla h , H am a s , a n d th e ‘ A rab S p rin g ’ - W ea th e rin g th e R eg io n a l S to rm” ？

I sra el J ou rn a l of F oreig n A ffairs , V ol. 6 , N o. 3 , S ep tem b er 2 0 12 , p p .2 3 - 2 4 .

③  In te rna tio n al C risis G rou p , “ A P re ca iiou s B a la n cin g A c t: L eb an on a n d th e S y ria n C o nflic t” , M id d le

E a st R ep o rt , N o . 1 3 2 , 2 2 N o v e m b e r 2 0 12 , p .4 .

④ T h an assis C am b an is , “ H ow th e A rab S p rin g K illed H ezb o llah？” T he N ew R epublic , S e p tem b er 2 0 ,

2 0 12 , h ttp : / / w w w . tn r.c om / b lo g/ p lan k / 10 7 54 3/ h ow - th e - a rab - sp rin g - k illed - h ezb o llah , 2 0 13 - 1 - 2 0 .

⑤ H ila l K h ash an , “ T h e P ragm atic s o f L eb an o n 's P o litic s” , M id d le E ast Q ua rterly , V o l. 19 , N o .1 , W in -

te r 2 0 12 , p . 8 2 .



真主党与黎巴嫩未来政治发展

纵观黎巴嫩当代史，什叶派的强势崛起是其国内政治经历的最大变动。

当前，什叶派既是影响黎巴嫩政治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又是化解国内纷繁复

杂的政治矛盾的关键，尤其是真主党更是各种问题集合的焦点。无论是真主

党的诞生，还是其逐步壮大，都集中反映了黎巴嫩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

的种种难题和困境。某种程度上说，真主党正是黎巴嫩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环

境的产物。真主党的 3 种身份说明，它本身具有鲜明的 “ 黎巴嫩特质”， 尤其

是反以抵抗组织的身份更使其成为 “ 国家个性” 的最大写照。

（一 ）教派分权制与政治的教派化

作为中东教派关系最复杂的国家，黎巴嫩有 18 个教派获得官方承认，其

中以什 叶派 （34% ）、逊 尼派 （20% ）、马龙 派 （19% ）和 德 鲁 兹 派 （8% ）

人数最多。
①

这一极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是黎巴嫩最大的 “ 国情”， 不仅决

定了该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政治运作的特点，也成为其诸多政治问题和外交

难题的潜在根源。1943 年，黎巴嫩独立建国之际，马龙派与逊尼派领导人达

成不成文的 “ 国民公约”， 正式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教派分权制。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这一制度解决了黎巴嫩独立后十分紧迫的权力分配问题，使各教派愿

意在黎巴嫩国家内共处。而且，它承认各个教派无论大小都享有宪法赋予的

权利，避免了任何一个教派单独垄断国家权力，防止了国家暴力对个人权利

的侵害，黎巴嫩由此成为中东最 自由的国家之一。正是在这一宽松开放的环

境下，真主党享有了中东绝大多数伊斯兰政党难以想象的发展空间。
②

它没有

遭受政府的限制，也不用担心军警的镇压，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扩

展势力。因此，与中东剧变之前埃及和突尼斯等国的伊斯兰政党不同，真主

党早在 20 年前便已经 自由地参与了议会政治。

但是，教派分权制及其孕育的教派主义同时对黎巴嫩国家和民族造成了

极大的危害。首先，这一制度僵硬而缺乏弹性，不存在依据各教派间人 口数

量相对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内在机制。然而，各教派人 口增长率却差别甚大，

① S e e A lfred B . P ra d o s , L eb a n o n , C R S R ep o rt for C o n g ress , J u ly 1 1 , 2 0 0 7 , p .3 .

② 反观 2003年前的伊拉克和 2011年前的埃及，伊 斯兰政治组织多次遭受政府血腥镇压，他们

不可能通过选举分享国家核心权力。



穆斯林高于基督徒，而什叶派又高于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人 口格局变化的结

果使各教派人口数量与享有的实际权力之间的反差 日益扩大。90 年代以来，

随着马龙派势力的削弱和什叶派的崛起，黎巴嫩国内教派矛盾的焦点已经由

原先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争斗转变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
① “ 3 · 14” 联

盟就是以逊尼派为核心，而 “ 3 ·8” 联盟则以什叶派为主体。

此外，这一制度对黎巴嫩国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裂化效应，教派不再

仅仅是宗教群体 ，更是政治单位和利益主体。一定程度上 ，真主党就是什

叶派进行教派竞争的凭借和载体。以教派为单位分权的直接恶果是教派的

政治化和政治的教派化，各教派陷入了非得即失、非此即彼的恶性竞争和

零和博弈。按照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 ·罗金斯的观点，确立教派、家族和

地域等狭隘意识之上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一阶段
②

，但就是在这第一

步，黎巴嫩就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教派主义的泛滥，黎巴嫩国民的认同

严重碎裂化和多样化。自立 国之初，黎巴嫩人便深陷 “ 认 同分裂” 之 中。

黎 巴嫩 国家 （state）虽 然早 已建 立，但 黎 巴嫩 民族 （nation ）却 至 今 尚未 完

全形成。“ 认 同分裂” 的重要后果是黎巴嫩各派在外交上分歧巨大，整个国

家陷入了严重的 “ 无所适从” 的境地。基督徒要求与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国

家拉近距离，逊尼派主张优先发展与沙特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什

叶派则把叙利亚和伊朗作为依靠对象。因此，真主党对外依靠叙利亚和伊

朗并非 “ 例外”， 而是黎巴嫩各教派和政党的 “ 本能” 和 “ 习惯性做法”。

当前，“ 3 · 14” 联盟得到了美国、法国和沙特等国的青睐，而 “ 3 · 8” 联

盟则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大力支持。因此，教派分权制是黎巴嫩民族国家

建构的制度性障碍。

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之所以对黎巴嫩造成强烈的冲击，引起其国内政治的

巨大分裂，根源就在于黎巴嫩民族国家不成熟，国民凝聚力弱，离心力强。

亨廷顿指出，“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③
与第三世界许

多国家不同，黎巴嫩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分权，而是怎样集权。教派、家族

和政党力量的强大严重损害了黎巴嫩中央政府的权威。真主党既拥有强大的

① 参见樊小红：《黎 巴嫩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载 《国际论坛》2009年第 1期，第 20 页。

② 参见 [美 ] 迈克尔 ·罗金斯著；林震等译：《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6 页。

③ [美国 ] 塞缪尔 ·P.亨廷顿著 ；王冠华 、刘为等译 ：前引书 ，第 6 页。



武装，又掌控着庞大的社会福利网络，
①

一定程度上，真主党的兴起就是黎巴

嫩中央政府权威不足的结果。

（二 ）真主党武器问题

如前所述，真主党的武装问题是黎巴嫩教派矛盾、阿以冲突和大国争斗

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各方而言，真主党的武器具有多重意义和

功能。首先，它是什叶派打击以军的手段。1982 年以军入侵后，马龙派政府

不仅放弃抵抗，还试图与以色列媾和。鉴于国家和政府军没有尽到保护国民

的职责，什叶派自发对以军进行报复。考虑到什叶派因为以军侵略遭受的深

重灾难，就能理解 “ 抵抗” 为什么会成为真主党的 “ 灵魂”。 真主党坚决抗

以，正是什叶派反以仇以的强大民意的反映。真主党迫使以军在 2000 年撤离

黎巴嫩南部，替代政府军实现了光复领土的民族 目标，因此赢得了绝大多数

黎巴嫩人的支持。

其次，它是叙利亚和伊朗实现地区战略的工具。真主党是伊朗对外输出

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叙利亚支持真主党的根本 目标，是在避免与以色列直接

发生战争冲突的情况下，迫使以色列谈判解决戈兰高地问题。因此，对于伊

朗和叙利亚而言，真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区性战略意义，它解放黎巴嫩也

完全符合叙利亚和伊朗两国的利益需求。如果真主党失去了武器，就等于丧

失了它对两国的核心价值，因此它们必然反对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真主党作

为叙利亚和伊朗代理人的角色，也决定了武器问题是它们和美国、以色列等

国在黎巴嫩博弈的焦点。
②

最后，近年来，在黎巴嫩什叶派被 日渐孤立的情况下，真主党的武器被

他们视为实现自身安全的必要保障。长期以来，真主党坚持不对国内其他派

别动用武器的原则，但在 2008年 5 月，它却以武力控制了贝鲁特西区，并和

其他教派发生了多起流血冲突。
③

这一行动是 2005 年以来什叶派和真主党安

① S e e R u la J u rd i A b isa a b， “ T h e C le ric a s O rg an ic In te lle c tu a l : R e vo lu tio n a ry S h i ' ism in th e L eb a n ese

H aw za s” , in H . E . C h e h a b i e d . , D ista n t R ela tio n s : I ra n a n d L e ba n o n in th e L a st 5 0 0 Y ea rs , L o n d o n : I. B .T au ris ,

2 0 0 6 , p .2 4 8 .

② 2013 年 1 月初，美 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欧盟把真主党连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 See “ U S

R eso lu tio n P re ssu re s E U to A c t a g a in st H e z b o lla h” ， Ja n u a ry 4 , 2 0 1 3 , h ttp : / / w w w . p resstv . ir/ d e ta il/ 2 0 13 /

0 1/ 0 4 / 2 8 16 8 8 / u s - u rg e s - e u - m o ve - a g ain s t - h e zb o lla h/ , 2 0 1 3 - 0 1 - 2 2 .

③ S e e B ila l Y . S aa b , “ R eth in k in g H ezb o lla h 's D isa rm am en t” , M id d le E ast P olicy , V ol.ⅩⅤ , N o .3 , F all

2 0 0 8 , p .9 3 .



全感缺失的反应。由于 1 000 多年来作为少数派 “ 受难” 的经历，黎巴嫩什

叶派对外部的威胁和压力保持着一种超出常规的敏感。虽然他们的政治和经

济状况现在已经有明显的改观，但他们 自认为受各方 （以色列、美国、联合

国以及黎巴嫩其他教派）“ 打压和围攻” 的心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鉴此，绝

大多数什叶派都坚决反对解除真主党的武器。
①

虽然面临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但真主党始终坚称 自身有权拥有武器，

并认为自己需要武器以 “ 协助” 军队保护国家免受以色列的 “ 侵略”。②
实际

上，在叙利亚撤军后，免于解除武装已成为真主党的优先 目标。在武器问题

上，真主党始终没有显示出丝毫妥协的迹象。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武器问题变得更加敏感，真主党对巴沙尔的支持

致使其反对者更加迫切地要求其解除武装。2012 年 7 月，逊尼派宗教学者艾

哈迈德 ·阿西尔 （A hm ad al- A ssir）与其 支持者在沿海城市西顿静坐 35 天，

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他严厉指责真主党的武器是黎巴嫩一切政治和经济问

题的根源。
③ 10 月 19 日，安全部队情报局长维萨姆 ·哈桑的遇害更加激化了

国内围绕武器问题的对立和矛盾。11月 11 日，艾哈迈德 ·阿西尔的支持者与

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暴力冲突，致使至少 4 人遇难。武器问题已经是可能引

发国内冲突的一个导火索。

当前，由于叙利亚危机的冲击和武器问题的影响，黎巴嫩政治的两极化

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多年的冲突早已使信任成为黎巴嫩最稀缺的

资源。安全感的缺乏是什叶派反对解除武装的根本原因，因此，长远看来，

教派和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大前提。但是，信任的匮乏和利益的争夺又使

教派和解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在黎巴嫩深陷制度困境的情况下，随着

当前教派矛盾的激化、叙利亚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外部势力的激烈争夺，不

① 根据 2005年 4 月的一项调查，针对 “ 真主党是否应该被解除武装” 的问题，在什叶派中 79%

的人选择 “ 不同意” ， 6% 的人选择 “ 在真主党认可的情况下同意” ， 14% 的人选择 “ 在和平得到保证

的情况下同意” ， 只有不到 1% 的人选择 “ 同意” 。 也就是说，无条件同意解除的什叶派不到总数的

1%。 S ee Jam es J.Z og b y , “ P o ll S h ow s B ases for U n ity in L eb an o n” , A p ril 2 0 , 2 0 0 5 , h ttp : / / w w w . c gg l. o rg /

s c rip ts / d o c u m e n t. a s p？ id ＝ 4 6 2 3 2 .

② S e e “ H e z b o llah H a s N o In te n tio n to D is a rm” , In te llig e n c e a n d T e rro ris m In fo rm a tio n C e n te r a t th e

C e n te r for S p e c ia l S tu d ie s , S e p te m b e r 7 , 2 0 0 5 , h ttp : / / w w w . te rro rism - in fo . o rg . il/ d a ta/ p d f/ P D F _ 3 16 %

2 0 E _ 2 . p d f, 2 0 12 - 1 1 - 2 3 .

③ S ee N ic h o la s B la n ford , “ T h e L eb an e se S h e ik h W h o ' s L e ad in g a S it - in ag a in st H ezb o llah” , T he

C h ristia n S cien ce M on ito r , J u ly 5， 2 0 1 2 .



排除黎巴嫩再次陷入一定规模内乱的可能。但是，黎巴嫩不会再次陷入大规

模内战之中，因为无论国内各派怎样争吵，都把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作为核心

目标。
①

依据国际危机小组的实地调查，黎巴嫩两大政治联盟都力图避免国内

冲突的升级。
②

最重要的是，拥有强大武装的真主党极力避免内战的发生，因

为内战对其而言将是个无法承受的灾难，它不仅将再难以反以，也将面临国

内处境的空前恶化。而且，黎巴嫩国内任何民间派别都缺乏挑战真主党军事

力量的实力。在一定时期内，低烈度的冲突将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的常态。

H iz b u lla h ' s E v o lu tio n a n d th e P o litic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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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 e e M o n a Y a c o u b ia n， o p
.

c it. , p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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