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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恩怨风云四十年

在阿拉伯世界，卡扎菲无疑是统治时间最长、最特立独行的一个
领导人。（左图为卡扎菲在上世纪的资料照片。）

他生于利比亚南部费赞沙漠地区的一户柏柏尔人普通牧民家庭。
1969年，还是上尉的卡扎菲秘密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不流
血的政变，推翻了国王伊德里斯一世。那一年，年仅27岁的卡扎菲将自
己提拔为上校(利比亚军队的最高军衔)，宣布自己为革命领导人兼任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开始了对这个国家漫长的统治。

卡扎菲从小热衷于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上世纪70年代，卡扎
菲开始推广他的“第三世界理论”，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走
中间路线。卡扎菲不认为世界上普遍实行的行政制度更有优势，对世
界通行的共和或君主立宪制嗤之以鼻。在利比亚，没有选举制度，而是
通过人民委员会掌握实权，部长们只是为应对国际交往而设置。

利比亚的现行政治体制，是部落机制与当代国家形态的某种融
合。人民委员会体现的是部落的初级协商制度，“领袖”则起到酋长的
作用且不可撼动。

（本报综合）

◆“上校”卡扎菲

2010年10月9日，利比亚，苏尔特，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特别首脑会
议在利比亚海滨城市苏尔特开幕。会议主席、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当时
的开幕式致辞中说，根据阿盟首脑会议的决议，峰会将集中讨论阿拉伯联
合行动以及阿盟的新架构问题。

资料照片中，前排四位领导人（从左至右）分别来突尼斯、也门、利
比亚、埃及。短短一年后，他们或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或面临判决。

中东强人接连倒下

◆1988

洛克比空难

1969年，阿拉伯世界爆发的两场革命造就了萨达姆和卡扎菲。
不过，萨达姆在伊拉克革命之初仅是二号人物，直到1979年他才得
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27岁的卡扎菲从革命之始，就主导着利
比亚的命运。

萨达姆比卡扎菲年长5岁，但就反美的“光荣”历史而言，萨
达姆只能屈居卡扎菲之后。卡扎菲在执政的头30年中，他的最大敌
人和威胁一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并不惜以兵戎相见。卡扎菲
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关闭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以及把美国
的石油公司国有化。

上世纪80年代，当萨达姆因两伊战争还在跟美国眉来眼去的时
候，卡扎菲与里根已是兵戈相向——— 他不仅公开支持恐怖主义行
动，而且还与美军直接交火。为此，卡扎菲招致美国政府的暗杀，
并因此失去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但卡扎菲也立即还以颜色，于是便
有了1988年导致270人死亡的洛克比空难。这起空难是“9·11”之
前，对美国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

1989年9月19日，法联航一架客机在飞越尼日尔上空时又发生
爆炸，机上170人全部丧生。法国指责利比亚策划了这起恐怖事
件，意在报复法国支持乍得同利比亚作战。

1992年和1993年，联合国先后通过决议，对利比亚实施军事和
经济制裁。

洛克比空难，可谓卡扎菲政权反西方的极致，他坚决抵制英美
要求其交出洛克比空难疑犯的要求，一对峙就是十年。其后，在利
比亚强烈要求和英国的斡旋下，2009年8月，苏格兰司法部决定以
人道原因释放已经是癌症晚期的洛克比案嫌犯迈格拉希。迈格拉希
在机场受到几千名青少年的欢迎，而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则陪伴他
走下飞机。

30年激进反西方

洛克比空难中
飞机的残骸。

提前获释回国
的洛克比空难制造者
迈格拉希(右)在利比
亚首都的黎波里亲吻
卡扎菲的手。

8月21日凌晨，反对派支持者
参加在利比亚班加西举行游行集会。

卡扎菲的迅速溃败，一方面是因
为经过几次长距离拉锯战的损耗，以
及北约日积月累的空袭，卡扎菲军队
原本有限的战斗力已“磨损”殆尽，
机动作战能力基本丧失；另一方面，
在北约控制制空权的情况下，一旦反
政府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击，主力集中
在东路的卡扎菲很难作出迅速反应。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场上得失
的背后因素仍然是政治问题。卡扎菲
42年的统治，将原本就是个部族主义
肆虐、地区隔阂深厚的“畸形国家”
利比亚，改造成没有宪法、没有政
党、没有正常政府、军队组织结构的
乌托邦式国家，自己则以导师自居，
大权独揽，惟我独尊，对内实行家长
制专制。现在看来，卡扎菲政府军和
民众对卡扎菲的忠诚度看来也没有外
界想象得那么高。

“后卡扎菲时代”各国态度 卡扎菲政权迅速垮塌的原因

如此溃败
为哪般

卡扎菲42年的执政之路，在反美方面，体现了戏
剧性的转变。执政前30年，卡扎菲热衷于各种激进反
美活动，然而，执政后10年，卡扎菲变了，美英兵不血
刃“招安”了卡扎菲，卡扎菲以空前的让步换来了美英
的赞赏与和解。

2003年12月19日，曾被里根称为“疯狗”的卡扎菲
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愿意接受
武器核查；几天之后，卡扎菲又将利比亚掌握的几百
名“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情报交给了
美国和英国；随后，卡扎菲在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
干事巴拉迪时表示，他迫切希望利比亚能够摘掉“流
氓国家”的帽子，重新融入国际社会。

9·11事件后，他是第一个要求缉拿拉丹，并向美
国表示哀悼的阿拉伯领导人；2003年，他宣布对洛克
比空难承担责任；2006年，利比亚与美国复交。从因洛
克比空难遭国际社会孤立，到成为华盛顿树立的“利
比亚样板”，卡扎菲几乎经历一场脑筋急转弯。

从同意交出洛克比空难的嫌疑人，到联合国取消
对利比亚长达十余年的制裁，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利比
亚的转变。但是2003年最后一个月，在萨达姆被俘之

后的短短十几天内，卡扎菲这一连串的外交举措，仍
然让美英甚至整个世界都感到应接不暇。

近年来，卡扎菲在不同场合表达希望与美国关系
实现正常化的愿望。2008年9月1日，利比亚举行革命
胜利39周年盛大庆祝活动。卡扎菲发表演讲称，利比
亚将结束被美国孤立的时代，利美关系将进入全新发
展时期。舆论认为，内外交困的境地使卡扎菲不得不
改变对西方的态度，这也在客观上为利比亚的经济快
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在历史上，很少有像卡扎菲这样的第一代革命领
导人，会牺牲自己的理想，与他们曾经激烈反对过的
现实作出妥协。

有人说，是萨达姆的遭遇“震撼”了卡扎菲，有人
说，是他赴西方留学的儿子影响了他的思维，但更大
程度上，卡扎菲的改变恐怕还是出于实际的审时度
势。多年制裁使利比亚损失巨大。虽然这个国家拥有
大量石油，但他更需要资金、技术和市场，重新融入国
际社会有利于利比亚增强实力。

本版图文据新华社、中新社及CFP

◆180度大转弯———

从反美到投怀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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