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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讲话，称希望看到利比亚尽快建立一个广泛、宽容的民主制度。一
年后，利比亚政治转型的举措已逐步推进，但与此同时，以激进方式推动政权更迭留下的后遗症也悄然在这
片土地上出现。就在上个月，美国大使死于武装袭击，难以驯服的地方武装力量，成为利比亚和平转型的最
大隐忧。极端主义的复活、对暴力主义的崇尚，以及公民社会的缺失，让利比亚政治转型面临挑战。

新利比亚需要更宽容

不必惧怕伊斯兰崛起

武装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旧
政权，但是却不能建立一个宽
容、多元、有责任感的公民社会，
甚至会成为后者的“敌人”。而
公民社会则是成功民主转型中
必不可少的基础。观察人士指
出，在一个转型初期的国家，缺
少公民社会的直接后果，就是倾
向于用暴力方式来实现政治诉
求。9月发生在利比亚的武装反
美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如
此。英国《经济学人》刊文认为，
不能将这种暴力归咎于民主进
程中的动荡，而先前的独裁政权
阻断了公民社会的发展，才使这
种暴力盛行。

这种暴力不仅仅体现在反
美浪潮上，也体现在对前政权的
血腥清算上。不久前，卡扎菲的
数十名卫队成员在被民兵逮捕
后，遭酷刑折磨致死，这种武装
革命催生的仇恨像病菌一样侵

蚀正经历政治转型的利比亚。
但这种情况在邻国突尼斯，

却并不多见。突尼斯几乎实现
了不流血的革命，经民选的制宪
议会产生的总统马尔祖基并未
选择清算前政权人员。

去年 12 月出任总统的马尔
祖基曾说，“与你的敌人打交道是
一个艰难的选择，特别是那些伤
害过你的人，这些人试图用一切
手段破坏民主政权，但正是因为
我们是民主政权，所以我们必须
依靠自身能力去面对他们。”在突
尼斯，前政权人员成为新政府的
反对派，马尔祖基称，这是民主政
权赋予每个人的言论自由。

民主不应只是局限于去投
票站投出支持的一票，更在于宽
容自己不支持的人，容忍不同的
意见。《经济学人》文章认为，民
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涉及教
育、宽容以及建立诸如司法制度

和自由出版等独立机构。文章
称，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转型后
的中东民众到底多大程度上想
要这些民主制度，他们中的不少
人似乎并不愿意去真正理解“投
票之外的民主”。

阻碍利比亚顺利政治转型
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武装运动后
对立激烈的派系斗争，如今的利
比亚，正经历像伊拉克转型初期
一样的新老权力集团斗争。权
力真空下，各政党派系均竭力实
现个人权力最大化。

知名时事评论网站“辛迪
加”刊文指出，过渡委员会成员
多缺少实际政府工作经验，无法
很好地平衡激进武装运动后的
利益分配，这一点体现在议会席
位以及内阁要职的分配上。过
渡委员会前主席贾利勒也认为，
地域纷争正在酝酿一场反对利
比亚民主制的危机。

此外，还不能忽视的是伊斯
兰势力在利比亚的崛起。去年，
控制首都军队的伊斯兰主义者
曾成功地迫使第一位临时总理
贾布里勒辞职，他是一位世俗的
知识分子。在今年7月举行的国
民议会选举中，伊斯兰主义政党
公正与建设党一举成为议会第
二大党。伊斯兰政党同样也在
埃及和突尼斯的转型后选举中
崛起。

西方国家曾有分析人士担
心，在这些转型国家选举中，伊
斯兰主义会趁机以民主投票的
形式夺取权力。中东北非国家

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群众基础
一度被世俗主义者视为“最大的
威胁”。

但是，也有观察人士指出，
伊斯兰政党在中东北非变革国
家中获得的最大支持率也未超
过 50%，在利比亚甚至未能取得
议会最多席位。在伊斯兰势力
取得政权的埃及，尽管穆兄会在
女性、教育及其他很多问题上的
看法令世俗主义者难以接受，但
在穆尔西的政府中，穆兄会必须
将重点从此类问题上移开。《经
济学人》文章认为，比起极端主
义，选民们更注重的是就业机会

和稳定生活。“同样是穆斯林国
家的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证明：
民主是远离极端主义最好的方
式，压制只会让其更加危险。”

尽管面临诸多隐忧，利比亚
已经迈出政治转型不可逆的一
步。革命时期产生的利比亚过
渡委员会已经宣布向民选议会
移交权力，新任政府也承诺，会
推行像土耳其那样“温和民主”
的伊斯兰政权。奥巴马曾说，

“利比亚的未来虽然挑战重重，
但那将是充满希望的每一天，每
一周，每一月，每一年。”

新京报记者 王晓枫

以流血换转型
的隐忧

2010 年年底，一名突尼斯
小贩的自焚之火，点燃了中东
北非地区近半个世纪来最大
规模的政治动荡和转型，突尼
斯的本·阿里和也门的萨利
赫流亡国外，国内民选进程
启动；埃及的穆巴拉克锒铛
入狱，而利比亚民众，则踏着
卡扎菲的鲜血，走向国家的
新道路。

这些国家转型的不同路
径，为他们之后不同的国家发
展境遇埋下了伏笔，其中以利
比亚最为突出。

今年 9 月，就在卡扎菲命
丧反政府武装即将迎来一周
年时，作为新利比亚国际认
可重要象征的美国驻班加西
领事馆遭武装袭击，美国大
使斯蒂文斯身亡，令世界震
惊。一年过去了，对暴力的
崇尚依然势盛，让不少分析
家不得不直面利比亚通过武
装革命方式实现转型带来的
后遗症。

来自日内瓦的中东北非
问题专家穆罕默德·马哈茂
德认为，利比亚并未像突尼
斯和埃及那样经历线性政治
转型轨迹，而是直接由武装
革命迅速转型为精英主导的
政府。因此，当前的利比亚
暂时看不到任何成功民主转
型的因素——有凝聚力的领
导层、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
统一的民族身份认同。这种
情况让人联想到后萨达姆时
期的伊拉克，10 年来伊拉克
饱受政治分裂、社会秩序混
乱的折磨。

利比亚：如何治愈“暴力后遗症”

利比亚
动荡爆发时间：
2011年初
转型模式：
暴力革命
前政权结局：
卡扎菲身亡。
政治转型进程：

今年7月举行
了首次民选国民
议会，并成为最高
国 家 权 力 机 关 。
新国民议会将负
责制定新宪法。

埃及
动荡爆发时间：
2011年初
转型模式：
基本和平实现
前政权结局：
穆巴拉克被判刑
入狱。
政治转型进程：

2012 年 初 民
选产生新一届人
民议会和协商会
议。同年6月举行
总统大选，穆尔西
当选。新宪法尚
未制定。

突尼斯
动荡爆发时间：
2010年底
转型模式：
基本和平实现
前政权结局：
本·阿 里 出 逃 国
外。
政治转型进程：

2011 年 10 月
举行制宪会议选
举，12 月，马尔祖
基被制宪会议选
举为总统。制宪
会议正进行新宪
法修订工作。

也门
动荡爆发时间：
2011年初
转型模式：
基本和平实现
前政权结局：
萨利赫和平交权，
赴美治病。
政治转型进程：

2011 年 11 月，
萨利赫将总统权
限移交给副总统；
2012 年 2 月，也门
举行总统选举，哈
迪作为唯一候选
人当选。

中东北非四国
政治转型简况

2012年7月7日，利比亚民众排队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