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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者
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

徐以拌

摘 要回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美国的井史政策和国际事井中的作用从隐性转为显性。在美

国外交事#领域，事教以及阜教团体通过无形的事教意识形击以及有形的组扭机构两个维度发挥

作用。同时，其影响也受到各种传统及现实因素的制约。这在"革丹运动"中就有程度平等的体

现。苏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所谓"三不规则飞通过媒体宣传、

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形塑了美国外交政策议题 a 苏丹运动同时暴露了串教团体介入美国对

件事务领域的局限性。该运动为人们了解祟教以及牵教团体如何影响美国外吏政策、研究后峰战

时期阜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重要靠例。

关键词回美国外交 宗教团体 #丹运动 拯救达iJ<富串联盟

作者徐以骋，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

美国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为美国政府及宗教和人权组织介入所谓国际宗教

人权领域，提供了"脚手架飞①该立法运动在美国宗教行动主义者之间建立了互信和联盟关系，

并奈实了宗教倡议的"基础结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的美国宗教团体就

已开始介入苏丹内战，发动了针对苏丹的(宗教)人权运动，使美国国会在 2002 年通过了"苏

丹和平法"，成为继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后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显例。

"苏丹运动"或"苏丹联盟"是美国宗教和人权团体自 20 世纪末以来又一次关于所谓人权

和宗教迫害问题的力量集结，近年来宗教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

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②在苏丹运动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针对作为"宗教迫害

典型"③的苏丹政府，美国宗教团体再一次结成"非常同盟"。该联盟不仅囊括了参与 "1998 年

国际宗教自由法"立法运动的几乎原班人马，而且还得到了非裔美国人尤其是黑人教会的支持，

唤起了美国民众和政府对"非洲被遗忘战争"的关注，把"宗教人权问题"再次列入美国外交

华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06JZD0005) 的中期

成果。

(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η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 Lanham , 

Maryland: Rowman ßιLittlefield Publishers , Inc. , 2004 , p. 268 

② 参见徐以弊((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 ((国际问题研究)) 2009 年第 2 期。

( Thomas F. Fa口 ，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η National Securit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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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中心议程。

美国宗教和人权团体的苏丹运动大致可分为在时间上有部分重叠的两们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2 年"苏丹和平法"的通过以及同年早些时候苏丹政府与南部反叛组织

签订"马查科斯协议书"该阶段苏丹运动主要关注的是苏丹政府的"伊斯兰化"政策以及所谓

对苏丹南部基督教徒和原始部落宗教徒的迫害;第二阶段开始于 2003 年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

爆发全面冲突之后，该阶段美国宗教团体主要关注所谓苏丹政府针对该地区黑人部落的种族灭

绝问题，后来还把运动锋芒直指在苏丹冲突问题上持公正态度的中国政府，把一场人道主义救

援和反所谓人权和宗教迫害的运动演变为一场捣乱北京奥运会的闹剧。此举不仅暴露了所谓以

信仰为基础的运动的局限性，也标志着该运动的式徽。因此，苏丹运动为人们了解宗教及宗教

团体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后冷战时期宗教对国际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提供了又一

重要案例。

一、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

i 

尽管对海外宗教问题的关注一直是美国的民族偏好，但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并不特别重视

宗教。除一些个例外，冷战期间美国历届政府所强调的是一般地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不是

采取具体、直接和单边的干预行动。这主要是由美国当时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战略考量所

致。在冷战的岁月中，人们普遍认为外交政策不应涉及宗教，此种忽视外交政策中道德和宗教

因素的观念显然是受世俗现实主义的影响，被批评为"启蒙主义偏见"。①与此同时，宗教团体的

议题过于广泛，缺乏目标、共识、专业知识和游说力量，在政策问题上往往持先知式不妥协的

道德立场，也是其影响较弱的重要原因。②

{一)国内外背景

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

性，这有其较为复杂的国内外背景。

首先，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必较多顾忌地缘政治因素而把所谓宗教

自由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特别目标，为确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占据道德高地。后冷战时

期美国朝野重新发现基督教对推动全球民主自由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所谓国际宗教自由

运动成了服务于"民主扩张"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途径，③宗教于是便成为"政治的另一种形式

的延续"。④国际恐怖主义和 ~'9_.11" 事件的发生，更使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开始从国家安

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核心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

( Mark R. Amstutz , "Faith-Based NGO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 in Elliott Abrams , ed. , The 

lnfluence 0/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 Lanham ,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Inc. , 2001 , p.175 

② 参见徐以弊((试析美国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吟，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 2 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第 518-519 页。

( Allen D. Hertzke , Preeing God's Children , pp. 26-27. 

( Conn Hallinan,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 " Berkeley Daily Planet , Nov. 9 J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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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界定因素"，把"对宗教自由、人权以及国家安全的关注融为一体"，①在海外倡导和推进所

谓宗教自由已成为自越战期间在美国对外政策上"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意见

一致"。②

其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宗教呈复兴趋势，但宗教增长在世界许多地方也造成

更多政教冲突。与此同时，世界基督教的重心也发生了北半球到南半球的转移。③目前，世界上

绝大多数基督徒居住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欠发达或按西方标准信教尚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

加上电子互联网的即时和便捷性，使美国政治和宗教右翼极易利用这些基督徒的境遇在美国迅

速增长的福音派中进行政治动员并建立组织网络。正是基督教全球分布格局的变化使主要由基

督教右翼发起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得到美国其他宗教和教会组织的支持，并成为美国"福音化"

的外交政策集中关注所谓宗教人权问题的原因。

第三，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政治觉醒"，是近 30 年来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最引人

注目的现象之一。④美国对外政策传统上是宗教自由派关注的领域，然而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宗

教问题的非疆域化，也使基督教福音派在对外政策上从传统孤立派和"沉睡巨人"⑤转变为最新

锐的国际派。基督教福音派大张旗鼓地为"反宗教迫害"造势，危言耸听地把基督徒说成是世

界范围宗教迫害的最大受害者。⑥此种言论极具煽动性，足以触动本国教内外人士的神经末梢，

成功地将该派的外交政策议题转变为跨宗教、跨党派的普遍议题。⑦ "9. 11" 事件使原先在教会

和神学传统上不同甚至对立的广义基督教团体更具"普世受难"意识，推动了在美国对外关系

领域的宗教倡议运动，对行政部门贯彻落实所谓宗教自由立法造成持续的压力 o

第四，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右翼精明地选择了国会作为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舞台。

鉴于此前"杰克逊 瓦尼克法"的成效，宗教右翼相当重视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国会所起的

作用。一般来说，美国自由派教会擅长精英游说，通常会走国务院路线而不是通过院外压力体

制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保守福音派教会则擅长基层或草根动员，国会作为所谓多数人政

治的场所，便是此种动员发生效力的理想场所。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基督教福音派成为共和

党的主要选民基础，并因此而获得影响美国政治和外交议题的上层通道。宗教与政治右翼的对

接，亦是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获得重大立法成果的原因。

{二)发挥作用的维度:有形与无形

一般来说，在美国外交事务领域，宗教及宗教团体是通过无形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有形的组

(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 p.281 

② 徐以骋((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 ((国际问题研究)) 2009 年第 2 期。

( Allen D. Hertzke , Freeíng God's Children , p.17 

④ 参见徐以骆((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 1 辑，北京 z 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第 83-93 页。

( Allen D. Hertzke , "Evangelic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 " in Michael Cromartie , ed. , A Public 

Faith: E也angelicα ls and Civic Engαgement ， Lanham ,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Inc. , 2003 , p.232 

( Paul Marshall , TheirBlood Cries Out , Dallas: Word , 1997 , p.255 

( Allen D. Hertzke ,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cie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Extensions (Spring 2001) , p.16 

⑧ 参见艾伦 .D 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g 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徐以眸、黄凯、吴志浩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6 章，第 166-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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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两个维度来发挥其作用的。

宗教作为元形的意识形态从若干层面作用于美国的外交事务。首先，宗教意识形态有助于

理清国家利益的观念，建构外交政策问题的道德话语和行动准则，并且为外交政策决策者提供

指导、方向。①宗教意识形态是宗教团体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途径。如果决策者享有与宗教行为

体共同的宗教信仰，后者便具有影响拥有"硬实力"的前者的某种"软实力"，因此此种"国内

软实力可轻易转变为国际硬实力"，②不过，由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使其作为外

交政策要素的影响难以评估而通常受到忽视。

其次，宗教和宗教团体通过布道、牧函、宣言、甘11诫、见证和传播等方式，阐述、宣扬和

灌输其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和价值观念，影响信众和公众对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看法，设置

美国外交政策议题，制造和促进支持或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国内舆论。尽管宗教因素目前还不

太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但"当事涉对外政策有效性或国内政治支持时，它们

现在就是不可被忽视的经常性力量"。③然而，宗教虽具有机构资源，却不能将其直接转换为国

家政策行为。因此，宗教及其宗教团体的短板之一，就是其往往需通过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或建

立"简明因果链"的方式来开展其倡议行动和基层动员。

再次，宗教团体通过海外传教、教育、医疗、发展、慈善和人道主义救援等活动，或直接

改变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宗教信仰和认同，或间接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观念和态度，

这不仅是美国宗教在草根层面对其他国家和民众"产生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④也是美国民众

特别是信众获知国际事务的主要渠道之一。

宗教作为有形的组织机构亦从若干层面作用于美国的外交事务。首先，宗教院外压力团体

或宗教非政府组织积极动员基层群众进行直接政治行动和院外游说活动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宗教团体的特点之二就是人多势众。有分析者形容说，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行动主义者叫得

越响，不采取行动的政治代价就越大飞⑤尽管在策略和技术手段上与其他压力团体并元二致，

但宗教团体可宣称拥有更高目的而较易获得道德杠杆和政治通道。美国社会在宗教上如此多元

以至几乎所有的外交政策均有其宗教支持者"但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力量对比一直在发生变

化"。目前的局面是基督教保守派势力上升而自由派势力下降，而"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已在极

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⑤

其次，宗教机构在民间对外援助中以及在影响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方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宗教机构与美国政府在海外援助上向来有许多合作。事实上美国宗教非政府组织用于海外人道

主义援助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美国政府，而且此种政府出钱、宗教组织办事的政教合作方式

① 参见 Mark R. Amstutz , "Faith-Based NGO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 " pp.177一178.

( ]effrey Haynes ,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the USA , India and Ira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 "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 2 日， no.1 ， 2008 , pp.143-144 , 147 

( Leslie H. Gelb and Iustine A. Rosenthal , "The Rise of Ethics i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时，

May/June 2003 , pp.2 , 3 

( R. Pierce Beaver , "Missionary Motivation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 in ]. C. Brauer，时，

Reinterpretation in American Church History , vol. V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8 , p 

113 

( Colin Thomas-]ensen and lulia Spiegel, "Activism and Darfur: Slowly Driving Policy Cha'nge , " Fordham 

Internαtional Law }ournal , vo1. 31 , no.4 , 2007 ,p.844 

( Walter Russell Mead , "God's Country?"'ForeignAffairs , Sep./Oct. 2006 ,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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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援外机构和人员的萎缩以及对外援助的民间化而进→步加
强。①非政府组织以及大型慈善基金会在美国政府实施对外援助中可扮演"游说者"、"咨询者"、
"试水者"、"合作者气"辅助者"、"监督者"和"批评者"等角色。②在外援领域宗教机构尤其
是宗教非政府组织虽然通常被视为美国政府之外的选择，但实际上它们已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
一个组成部分。③

再次，宗教组织机构还直接介入美国外交和国际事务，如主导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以
信仰为基础的外交"，以各种形式介入"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公民社
会，奉行所谓"保护责任" CR2P) 原则，以及参与构建跨国倡议网络、宗教人权国际制度和国
际"人权联合体"等。由美国宗教团体发起的苏丹运动就是在 21 世纪初西方国家鼓吹的国际社
会具有使主权国家平民免受大规模暴行的"保护责任论"的全面实践。在某些情况下宗教团体
借助国际倡议网络还可以"回飞镖模式"④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由于宗教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双重属性、全球化时代美国内政外交界限的日益
模糊，以及在公共政策领域美国宗教团体、民众、国会和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宗教与美国对外
事务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诸种因素互动的反馈环路:

qt: 

外
交
事
务

(三)制约因素

然而，宗教及宗教团体在美国的对外事务中的影响也受到各种传统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这
些制约因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政教分离的传统·美国信教人数众多，然而其外交政策之所以不像伊朗等国那样深受
教会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不确立宗教的条款使偏重基督教的外交政策

① 参见 Mark R. Amstutz , "Fa油-Based NGO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p. 182-185 , 189-200; Stephen 

V. Embrace , "Faith-Based NGOs and the Government Embrace , "in Elliott Abrams , ed. , Th坦 Influence
01 Faith: Religious Grou户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 pp.203-219 

②参见 Volk盯 R. Berghahn , "Philanthropy and Diplomacy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J" Diplomatic 

H口tory ， vo1. 23 , no.3 (Summer 1999) , p.399. 

( Axel R. Schafer , "Religiou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 the Cold War, the State and Resurgent 

Evangelicalism , " in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 eds. ) The US Go四rnment ，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γ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J New York: Routledge , 2006 , p.188 

④ "回飞镖"模式参见玛格丽特. E 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
络))，韩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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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产生，以及美国缔造者建立了在实践和表述上均独立于基督教的外交政策传统。①宗教与政

治目标应被有效分离，或至少应被视为截然不同领域的观念在美国根深蒂固，这在外交政策领

域也是如此，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和外交政策决策者并不以宗教范畴来思考人类公共

事务和政治结构问题"，比如尽管乔治. W. 布什政府标榜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目标，

但一直到其任期的后期"直接介入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仍为一大禁忌"。②

宗教团体内部纷争的传统 z 美国宗教团体一旦联合可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产生极大能量，但

此种联合无论在教会内还是教会问均难以实现。不同宗教团体的影响力往往不是相互促进而是

相互抵消，而分离主义尤其是作为美国宗教主体的基督教新教与生俱来的传统。宗教团体主要

通过美国的麦迪逊式政治体制尤其是国会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但国会实用、竞争、多元、妥

协的政治现实使渴望取得政策实效的宗教团体不得不采取某种战术性实用主义而从其宗教性原

则立场上后退，在"见证真理"和取得政治影响力之间有所取舍。"成功等于妥协"成为美国宗

教团体政治行动的通则，这在美国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及 2002 年苏丹和平法的立法过程中

就有生动的体现。③

亲企业的共和党传统: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指出，以基本宗教归属

来描绘两党制框架比用其他依据(如阶级和身份)更为有效。长期以来，广泛的新教文化和势

力与共和党关系密切，而天主教则与民主党结盟。此种"宗教两党制"格局在二次大战后逐渐

式徽，尤其是天主教与民主党的联盟完全破裂，但目前断言两党与宗教选民群体不断变化的联

合己告结束还为时尚早。④当前美国政治有趣的现象是，共和党既较多代表宗教利益又较多代表

企业利益，而其企业利益往往对其宗教利益形成牵制，甚至在党内也"引起了是大公司劫持还

是宗教右翼绑架美国外交政策的争端'气⑤而民主党内的宗教势力(主要是自由派新教徒、犹太

教徒、部分天主教徒，以及世俗人文主义者)尽管较少受企业利益的掣肘，但却因其并非民主

党的主要选民基础而难以通过所属政党来影响外交政策。因此两大党无论哪一党执政都不可能

不打折扣地实践其竞选诺言，满足美国宗教团体的外交政策诉求。

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传统或"世俗主义外交文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建制对宗

教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甚至在某些政治人物口中和国家战略文件中宗教被提升到外交政策的

"核心"地位。不过，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囱传统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受制于"避教

综合症"和"宗教赤字"的局面，⑥并未改变宗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非主流的地位，也并未改变

在宗教领域尤其是在推行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美国外交建制执行力不足的现状。

国内外环境影响的制约 2 美国外交政策向来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冲动互相交织、地缘政

治与意识形态考量彼此渗透。从历史上看，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以及推广"民主"，可说是美国

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⑦综观 20 世纪的美国外交，其政策目标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

( "Comment by Nathan Tarcov , " in Elliott Abrams ,ed. , Influence 01 Faith: Religious Grou.ρsand U.S 

Foreign Policy , pp.30-31 

( Thomas F. Farr , World 0/ Faith and Freedom , p.8 

③ 参见徐以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译者序h 徐以草草((试析美国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巧， ((宗教

与美国社会》第 2 辑，第 525-533 页。

④ 引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约翰. F，威尔逊 (]ohn F. Wilson) 教授 2007 年 4 月在复旦大学所作

《当代美国宗教)) (Religion in Coη temporary Ameγ町a) 系列演讲的演讲稿的第 7 章，第 86-88 页。

⑤ 徐以骋 《试析美国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勺，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 2 辑，第 529 页。

( Thomas F. Fa口 ， World 0/ Faith and Freedom , pp 日， 15

⑦ 参见 H. W. Brands , "The Idea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Diplomatic History ， 飞。l. 23 , no ,2 (Spring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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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状态，安全和地缘政治往往成为首要目标，这在冷战期间尤为明显。冷战结束以来，尽

管宗教因素作为对外政策的目标地位有所上升，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三场战争以及由美

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运动，已使美国在实现其宗教目标方面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在双边关系上，

目前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目标亦需受到地缘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其他"人权问题"等多种

利益的制约。

作为软硬兼施的力量，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显然具有持续和实际的影响。然而，与在国际

关系领域一样，宗教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受到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

因此，学界一般认为宗教是美国外交中的次要因素，或可视之为在某种条件下和某些时间节点

上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团体通过国会介入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似有加强的趋势，而

各宗教团体一旦形成相当的共识，它们将对美国某些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不一定对其实施产生较

大的影响，并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趋势起推波助澜的作用"。①宗教及宗教团体作用于

美国外交事务的这些特点、运作方式和局限性在下述"苏丹运动"中就有程度不等的体现。

一一、 "苏丹运动飞南部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在 1989 年 6 月奥马尔·巴希尔将军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通过军事政变

上台后，苏丹政府屡次推行伊斯兰教法，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伊斯兰化"激化了种族和宗

教矛盾。愈演愈烈的内战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在苏丹全境发生的严重旱灾造成了

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成为二次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巴希尔军人政权的一系列做法引起美国对该地区伊斯兰化延展到非洲其他国家的多米诺骨

牌效应的担忧。 1993 年 8 月，美国克林顿政府以苏丹为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庇护为由，将

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1997 年 11 月后开始对苏丹实施全面经济制裁。② 1998 年

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遭恐怖主义袭击后，克林顿政府还下令用巡航导弹炸毁喀土

穆的一家被怀疑生产化学武器原料的制药厂。然而 1999 年苏丹在成功实现石油出口后，逐步恢

复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在石油开采·方面展开合作，以化解经济制裁所带来的压力，

并且以"油钱"来资助其"代理人"即南部亲政府势力，从而使苏丹内战成为喀土穆政府在政

治和经济上均能应付裕如的"一场完美战争"。③

(一) "西方的沉默"

长期以来苏丹内战及其人道主义灾难并未得到西方政府和世俗媒体的密切关注，被称为

"西方的沉默"。克林顿政府尽管对苏丹进行了经济制裁，但也只是把苏丹视为"元足轻重"的

外交政策议题。④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徐以骆((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 1 辑，第 117 页。

( Ted Dagne , "Sudan: Humanitarian Crisis , Peace Talks. Terrorism , and U. S. Policy," CRS Issue Brief 

forCongress , Sep. 27 , 2004 , pp.14-15i 杨祥银((联合国为何解除对苏丹的制裁))， ((西亚非洲)) 2002 

年第 1 期。

( Randolph Martin , "Sudan's Perfect War , " Foreign Affairs , vol. 81, no.2 (March/ April 2002) , p.112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Darfur Rising: Sudan's New Crisis , "March 25 , 2004 , ICG Africa Report nQ 

76 CNairobi/Brussels) , p. 4; Nina Shea , "The U. S. Makes History in Seeking to Save the People of Sudan," 
Sep.l0 , 2004 , http://old.nationalreview. com/ comment/ sh田200409100700.asp ， 201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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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苏丹冲突的根源存在着异议。不少西方人士把苏丹冲突看成是种族冲突或围绕放

牧地和水资源进行的战争，对冲突的宗教面向缺乏认识。而种族和资源冲突元论在西方决策者

还是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基督教信徒中都难以引起如对国内非穆斯林进行宗教迫害那样的强烈反

应，用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来说"苏丹人权局势在美国人民中没有市场。"①

其次，经济利益的牵制。 21 世纪初苏丹被探明的原油储量为 56300 万桶，成为西非最重要

的产油国 o 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报告称，到 2015 年西非将提供美国进口石油的 25% ，因此继波斯

湾和拉美后非洲石油对美国开始具有"战略利益"。②前美国驻乍得大使唐纳德. R 诺兰 2002

年 4 月在国会某小组委员会上称，出于对石油的战略性考虑"‘非洲'和‘国家安全'两个概

念第一次出现在五角大楼文件的同一个句子中"。③事实上让美国石油工业重返苏丹是美国对苏

丹政策在布什政府时期转向"建设性接触"的主因之一。④在石油利益成为突出政策考量之前，

苏丹盛产的阿拉伯胶也是美国政府对苏丹政府网开一面的因素。⑤

再次， "9. 11" 事件后，苏丹政府迅即向西方提出愿意提供反恐合作，使该国从窝藏包括

本·拉登在内的恐怖主义分子的避难所变为西方反恐的合作伙伴和情报来源。尽管美国政府矢

口否认，但国际反恐显然冲淡了美国的人权关注。 "9 • 11" 事件发生前宗教人权活动家尼娜·

谢伊就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发言中批评克林顿政府"对苏丹的种族灭绝保持沉默"，

并且"其苏丹政策是建立在对恐怖主义而非对种族灭绝的考量的基础之上的气⑥而布什政府因

苏丹对国际反恐的支持，也曾要求国会同意暂停考虑"苏丹和平法"和解除联合国制裁。美国

国务院还考虑把苏丹撒下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有关官员甚至发表了因反恐"美国不再有

时间搞人权"的言论。⑦在反恐领域的"完全合作"是布什政府在 2001 年 4 月提出的与苏丹恢复

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之一。③反恐也成为布什政府的苏丹政策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围堵和孤立

政策"转变为"建设性接触政策"的主要推动力。

经济利益、军事力量和宗教目标曾经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列强征服美洲大陆的不

可分割的三大要素，而此三大要素如今又重现于美国的苏丹政策。不过，与 400 年前的殖民征

服不同，由基督教福音派代表的宗教诉求与经济利益(石油及阿拉伯胶)和军事力量(反恐〕

在苏丹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和冲突。是基督教福音派使苏丹的人道主义悲剧引起了美国民

众的极大关注，打破了"西方的沉默"，并且最后与石油利益和反恐目标构成新的利益组合或平

衡，将苏丹问题提上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议程。

( Allen D. Hertzke , "Evangelic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 " pp. 227-22日

( Asteris Huliaras , "Evangelists , Oil Companies , and Terrorist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Sudan , "Orb口， vo1. 50 ,no.4 (Fa1l 2006) , pp.719-720. 

( Michael T. Klare and Daniel Volman , "Africa's Oi1 and American National S巴curity ，" Current H is阳ry，

May 2004 , pp.226 , 229 

( Randolph Martin , "Sudan's Pedect War ," p.113 

( Asteris Huliaras. "Evangelis阳， Oil Compani白， and Terrorists , "p. 719 

( Nina Shea , "Sudan's Genocide and U. S. Indifference , " http://emp. hudson. org/index. cfm?fuseaction= 

publication _ details&.id=4 758 ， 2011 年 3 月 3 日回

(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 p.285 

⑧ 其他两个条件分别为苏丹和平以及苏丹全境人道主义救援的畅通。参见 Asteris Huliaras , "Evangelists , 

Oil Companies , and Terrorists , "pp. 7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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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丹运动的抓手

冷战结束以来，数以百计的美国基督教组织在苏丹从事传教和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到 21 世

纪初苏丹作为穆斯林在人数和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已成为世界上基督教会发展最为迅速的

国家。①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团体如全球基督教团结阵线、撒马利亚人的钱袋、神仆之心和国际安

全港等②最早介入被传统外交和人权机构所忽略的苏丹宗教人权领域，建立了跨宗教、跨地区、

跨党派、跨种族的"非常联盟"，发动了颇具声势的以所谓反宗教和人权迫害为主旨的苏丹

运动。

所谓苏丹运动通过若干抓子或途径进行运作。抓手之一，就是建立包括各种不同宗教团体、

国会黑人核心会议、国家安全鹰派和反奴隶组织等在内的"宗教自由同盟"或"国际教会连线"

来开展运动，而联盟化是基督教福音派推进其国内外议程的主要策略手段之一。基督教福音派

和人权团体通过强调苏丹冲突的宗教根源来唤起美国广大宗教社区和信徒对苏丹问题的关注，

如尼娜·谢伊 1998 年 7 月 31 日应邀为《华尔街时报》撰写了题为"场对宗教的战争"的社

论，就把"苏丹悲剧"归咎于其军事领导人推行伊斯兰化的图谋。基督教福音派是苏丹运动最

核心的草根力量.苏丹基督教徒(主要是圣公会和天主教教徒)的困境通过美国福音派教会网

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美国福音派活动分子则把进入战争肆虐的苏丹作为其基督门徒身

份的标志。有些福音派团体如撒马利亚人的钱袋甚至不惜驾机非法进入苏丹领空把救援物质运

达苏丹南部和努巴山区的受灾民众，③初显"人道主义基要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倾向。与此

同时基督教福音派在苏丹宗教人权问题上与天主教会也发生有力互动。教宗保禄·若望二世和

美国天主教会均出面干预苏丹问题，后者不仅派团去苏丹调查，在国会作证，并且还在全国各

地的天主教刊物上刊登调查结果，与基督教福音派呼应配合，形成广义基督教的"普世受难运

动"。④犹太团体→向是人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苏丹政权对其南部民众的所谓"种族灭绝威

胁"更吸引了对此类问题极其敏感的犹太政治圈对苏丹运动的支持。用改革派犹太教联盟宗教

行动中心主任戴维·萨泊斯坦拉比的话来说，犹太人不仅牢记大屠杀，而且认为自己是"典型

的"大屠杀受害者。⑤ 2001 年初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外展和倡议分支 "良知委员会"就苏丹

危机发出史元前例的"种族灭绝预警" 2001 年 5 月小布什总统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所傲的演讲

中就指责苏丹政府"所犯罪行如此巨大以致美国的良心必须出面"。⑥

苏丹运动的抓手之二，就是实施影响政府高层的精英或"草尖"战略，就苏丹问题对美国

政府施压。近 30 年来基督教福音派团体的势力大增，使其不仅在基层动员方面游刃有余，而且

获得了影响政府决策的上层通道。 2000 年以基督教福音派作为选民基础的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

为苏丹运动增添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所不具有的个人色彩。得克萨斯州拥有 200 个成员教会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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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Waldman , "Evangelicals Give U. S. Foreign Policy an Activist Tinge , " Wall Street ] ournal , May 

26 , 20 口 4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 p. 246 

AUen D. Hertzke , "The Shame of Darfur," First Thing , no.15日， Oct. 2005 , pp ,17-18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l凹， p ， 247 ，

lodi Eichler-Levine and Rosemary Hicks ,"‘ As Americans Against Genocide': The Crisis in Darfur and 

Interre1igious Political Activism." Am盯ican Quaγ"lerly ， vo1. 59 , no.3 (September2007) , p.717 

Allen D. Hertzke , "The Shame of Darfur , " p. 17;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pp. 267 

268 犹太团体与苏丹运动另参见王健、汪舒明((美国犹太人与"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勺， <<现代国际关

系)) 200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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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兰教牧联盟就在苏丹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西得克萨斯成为该运动草根动员的"零地

带"。它不仅以"总统和第一夫人家乡"教会的名义与美国国务院和苏丹驻美大使馆就苏丹问题

进行交涉，邀请苏丹宗教人士演讲，而且于布什总统在德州休假期间举行规模甚巨的音乐会，

聚焦苏丹问题，以对总统施压。① 2002 年的一项对基督教福音派精英(包括著名教牧，教会领

袖，广播布道家，慈善、发展和倡议组织负责人等)的调查表明该群体对"苏丹悲剧"相当关

注且有重要参与，②此外，福音派领袖如葛培理福音布道会的葛福 l临、美南浸信会道德与宗教自

由委员会的理查德. D. 兰德和监狱团契的查尔斯 .w 寇尔森等亦借助他们与布什的私交在苏

丹问题上对其频繁进言。③基督教福音派精英与华盛顿政治精英的"强对流"是苏丹运动南部阶

段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

苏丹运动的抓手之三，就是所谓释奴行动或反对当代奴隶制运动。因被掠为奴者中有不少

是基督徒，所以释奴行动又被称为"解救上帝的子民"。苏丹内战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奴隶贸

易的盛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始，苏丹内战在美国福音派教会网络中被径直描述为北部阿拉

伯穆斯林与南部基督教徒之间的"于《圣经》有据的冲突"，而从"阿拉伯穆斯林"袭击者或主

子手中赎回奴隶基督徒或被强制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便得到美国基督徒越来越多的关注。④美国

反奴隶制团体成员约翰·艾伯纳据称在 1995-2003 年间曾往返苏丹 35 次，共拯救了 8 万名奴

隶。⑤释奴行动因言过其实等曾引起争议，赎回奴隶的政策甚至被批助长奴隶贸易以及冲淡寻求

苏丹问题长期解决方案的努力。⑥不过苏丹的贩奴虐奴问题经福音派倡议网络的披露而在国际社

会广为人知，在媒体上提高了苏丹运动的曝光度，尤其是引起了美国黑人社区和教会的强烈反

响。黑人教会最初因把苏丹运动视为"宗教右翼的关怀"以及老一辈黑人领袖如杰西·杰克逊

等担心开罪美国穆斯林团体而对该运动持保留态度。但苏丹运动积极分子如查尔斯·雅各布斯

等通过把苏丹流亡奴隶带到美国巡回演讲等方式使"黑奴叙事"和关于奴隶制的历史记忆成为

触发黑人社区和教会政治行动的导火索"正义者的沉默是邪恶者的燃料"渐成果人社区的共

识，而挑战传统黑人权力建制的新一代领袖也开始涌现。结果形成了黑人教会和政治领袖如艾

尔·夏普顿牧师等与宗教右翼领袖和国会保守派共同要求美国政府对苏丹政权采取强硬行动的

局面，⑦扩大了苏丹运动的社会基础，以致查尔斯·雅各布斯称"没有奴隶救赎就没有苏丹

运动"。③

苏丹运动的抓手之四，就是把资本市场战略作为人权倡议的工具，这是美国人权组织在反

对南非种族隔离运动中磨练出来的施压和造势手段。 20 世纪末苏丹南部石油通过北部输出后，

石油收入扩大了喀土穆政权的生存空间，并为其获得国外武器提供了资金。于是苏丹运动便在

"不让苏丹石油收入资助种族灭绝"⑨的口号下通过撤资运动、阻蹦投资者、拒绝在苏丹做生意

的石油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募资等来破坏苏丹政权的经济基础。由于美国对苏丹实施经济制

中国社会科学

Allen D. Hertzke , Fre由 ng God's Childγen ， pp. 266-267 ,296-297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 p. 266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 p. 272 

Asteris Huliaras , "Evangelists , Oil Companies , and Terrorists , "pp. 712-713 

Allen D. Hertzke , "African American Churches and U. S. Policy in Sudan,"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ηα l Affaires , Spring 2008 , p.21 

( Allen D. Hertzke , Fγeeing God's Children , pp , 250-257 

( Allen D. Hertzke , "African American Churches and U. S. Policy in Sudan , "p. 23. 

(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 p.252. 

( Eric Reeves , "Don't Let O i1 Revenue in Sudan Fuel Genocide ," Los Aηgeles Times , August 30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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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美国公司未参与苏丹石油开发，因此资本市场战略主要针对的是外国石油公司尤其是西方

上市公司如加拿大塔利斯曼能源集团， 21 世纪初在数百万美元的民事诉讼和抛售股票的撤资运

动的威胁下，塔利斯曼能源集团被迫退出苏丹。资本市场战略甚至被用于针对在苏丹运营的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①

苏丹运动的抓子之五，就是通过国会立法来推动解决所谓苏丹问题，这是基督教福音派重

演通过国会来介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套路。 2001 年开始酝酿的"苏丹和平法"有较强硬的众议院

版和较妥协的参议院版。 2001 年夏，阿拉巳马州共和党众议员斯潘塞·巴克斯把拒绝让在苏丹

运营的石油公司进入美国股市的所谓"巳克斯修正案"加入众议院版"苏丹和平法"，而这一附

有"巴克斯修正案"的法案在众议院以 422 : 2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但此众议院版"苏丹和平

法"引起了共和党内所谓"宗教道德派"与"市场正统派"之间的分歧，布什政府官员如非洲

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卡恩斯坦纳等也反对远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巴克斯修正案"，

而 "9. 11" 事件后反恐关注则改变了苏丹在美国国际战略大棋局中的地位，因此众议院版"苏

丹和平法"在参议院通过的前景不妙。结果在肯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萨姆·布朗巳克的斡旋7芋，

参议院在基本接受人权活动家迈克尔·霍罗威茨、尼娜·谢伊和美南浸信会的香农·罗伊斯等

提出的放弃"巴克斯修正案"的条件的情况下通过了"苏丹和平法"。参议院的"苏丹和平法"

除声称旨在促进全面解决苏丹第二次内战以及谴责冲突双方尤其是政府方侵犯人权的行径外，

主要内容包括从 2003 年到 2005 年，美国连续三年向未受苏丹政府控制地区的民众提供 1 亿美

元;美国总统必须在法案通过的 6 个月内以及此后每隔 6 个月核实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进行有诚意和持续的谈判;如果苏丹政府不谈判，法案授权美国总统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

行武器禁运，并积极寻求其他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影响苏丹政府的行为。 2002 年 10 月 12 日小布

什总统签署了"苏丹和平法"。

在国际舆论和制裁的压力下，从 2002 年起苏丹政府开始与南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进行和

谈。 2002 年 7 月，在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伊加特勺的协调和美国、英国及挪威的参与

下，双方在肯尼亚的马查科斯签署"马查科斯协议书"，就治理原则、政府构成以及南部人民自

决权利等重要问题达成具体协议。 2005 年 1 月 9 日，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内罗毕正

式签署"全面和平协议"这标志着长达 20 多年之久的苏丹北南内战的基本结束。美国宗教团

体不仅在推动"苏丹和平法"的立法过程中举足轻重，而且在敦促美国政府介入苏丹和平进程

并且监督双方遵守协议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 "苏丹运动"达尔富尔阶段

2002 年 10 月"苏丹和平法"的通过是苏丹运动的"尖锋时刻"。当南部和平进程以及南部

自治的前景随着 2002 年 7 月"马查科斯协议书"的签订初露曙光时，苏丹西部即达尔富尔地区

的冲突开始升级，成为苏丹内战的主战场。美国跨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也因此进入了所谓达尔

富尔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初，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和非阿拉伯(或黑人)两大部落群

体之内以及之间的源于争夺牧场和水源的"传统型冲突"加剧。②而苏丹政府对该地区种族结构

( Allen D. Hertzke , Freeing God's Children , pp. 279-280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Darfur Rising: Sudan's New Crisis ,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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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纵，尤其是对该地区黑人部落政治边缘化和种族歧视政策更激化了部落间的冲突。到 2002

年，黑人部落群体在长期冲突中已产生了两大反政府政治和武装组织 以雷尔人为主的苏丹
解放运动和以扎加瓦人为主的正义与公平运动。 2003 年，反政府武装开始攻击在达尔富尔的政
府机构和军警设施，试图以反叛方式摆脱该地区政治边缘化和经济贫困化的局面，并抗衡阿拉
伯部落武装"金戈威德"对黑人部落群体的长期侵扰。苏丹政府即指责两大反叛武装为恐怖主
义组织，并通过其军事力量及由其资助和装备的"金戈威德"采用了包括焦土政策和种族清洗
在内的各种手段对之进行弹压，而反政府武装也用几乎同样血腥的手段加以对扰，且得到苏丹

南部人民解放运动及乍得、厄立特里亚等邻国的支持。据估计，到 2004 年上半年达尔富尔就已
有百万人流离失所，至少有上万人死于战乱。①随着战乱时间的推移，无论是流离失所者还是人

员伤亡名单都进一步扩大，继~~南冲突后，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再度被西方渲染成"非洲最严

重的人道主义危机"②或"第二次种族灭绝"。③

2011 年第 5 期中国社会科学

对于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最初反应迟钩。尽管美国一些宗教团体较早便开

始关注达尔富尔问题，但其活动零散并缺乏持续性，不足以构成如苏丹运动南部阶段的那种强
大的草根声势和政策压力。苏丹运动的此种"冷却"，主要是因为美国宗教团体担心对达尔富尔
的关注会转移对苏丹南部和平进程的注意力，而美国基督教会对在达尔富尔的苏菲派反叛者不

具有对南部基督徒那样的影响力。部分宗教组织则对西部穆斯林不同派别间的"同室操戈"缺
乏兴趣。把北南议和看成是"和解灯塔"④的布什政府最初亦不愿就达尔富尔冲突采取指责苏丹
政府的强硬姿态，⑤认为南部冲突的迅速解决同样有助于解决西部危机。⑥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

国际危机集团在其报告中就指出"布什政府有力地推动一项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
的和平协议，但其处理达尔富尔冲突的方式则通常缺乏同样的紧迫性。"⑦在此背景下，美国宗

教与人权组织尤其是那些此前未大规模参与苏丹运动的组织重新集结起来，再度介入美国对苏

丹政策。
犹太人组织在本次跨宗教政治行动中发挥了先导作用。 2004 年 4 月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再就

达尔富尔危机发出"种族灭绝预警"o@同年 6 月 '14 日，该纪念馆与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会在纽

约市联合举办"达尔富尔紧急峰会"，在会上成立拯救达尔富尔联盟。⑤该联盟在成立后迅速发展

(一)美国宗教与人权组织的重新集结

参见 Ted Dagne , "Sudan:The Crisis in Darfur , "CRS Re户。γt /0γ Congress ， Order Code RS21862 , June 

16 , 2004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Darfur Rising: Sudan's New Crisis , "p.l 

Jay Nordlinger , "About Sudan: What Has Been Done? What Can Be Done?" National Review , May 23 , 

2005 , p , 40 

Eric Reeves , "President Bush Declares Peace in Sudan a 'Beacon of Reconciliation' : Does the Light from 

this 'Beacon' Shine as Far as Darfur?" December 9 , 2003 , http://www. sudanreeves. org/Sections 四q

viewarticle-artid-295-allpages-l-theme , 2011 年 3 月 3 日。

Asteris Huliaras , "Evangelists , Oil Companies , and Terrorists , "p. 716 

T ed Dagne , "Sudan: The Crisis in Darfur , "pp. 4一 5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Darfur Rising: Sudan's New Crisis , " p. 26 

Asteris Huliaras , "Evangelists , Oil Companies , and Terrorists , "p. 716 

"Unity Statement," http://www.savedarfur/pages/ unity _ statement , 201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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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拥有 180 多个包括宗教、人权、学生和政治团体在内的松散联合体，①其中不仅有 40 多个犹

太人组织，还包括 20 多个基督宗教组织， 9 个伊斯兰教组织以及 2 个佛教组织等。美国老牌民

权和工会组织如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大赦国际和劳联 产联团结中心等亦"榜上有名"。

同年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成立的学生反种族灭绝联盟也是该联盟最重要的成员或关系组织之

一，到 2008 年该学生联盟己成为在全球拥有 700 个支部的学生行动分子国际网络，②在运动中

扮演了新兴媒体推予的重要角色，从而使"互联网站和电邮地址名单成为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的

主要动员工具"。③另一由美国斯沃尔斯莫学院大学生发起的关系组织是 2004 年 10 月成立的种

族灭绝干预网络，该组织旨在建立"反对种族灭绝的永久性支持群体"开展教育(如每周发布

关于达尔富尔的报刊摘要〕、倡议(如发布国会每位成员在达尔富尔有关法案上投票情况的"记

分卡气发布关于达尔富尔"种族灭绝问题"的"行动预警气以及要求制裁苏丹和建立禁飞区)

和筹款(支持非盟维和部队及救援)等活动，并迅速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的响应和前总统克林顿

等大批社会名流的支持，使美国"高校成为阻止大屠杀运动的中心"。④种族灭绝干预网络与拯救

达尔富尔联盟并称达尔富尔运动两大组织，它们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组织使所谓达尔富尔运动

成为自反南非种族隔离以来"最大的国际性社会运动"。⑤支持军事干预和联合维和是达尔富尔运

动初期的两大目标。

达尔富尔运动通过其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进行包括大规模群众集会、全国巡回展览、信件/

电子邮件攻势等在内的造势和公关活动，使苏丹运动再掀高潮，并对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施加

压力，要求就达尔富尔问题采取行动。达尔富尔运动推动美国国会把 2005 年 7 月 15 至 17 日指

定为"全国为达尔富尔祈祷和反思周末" 2006 年 1 月 12 日是联合国种族屠杀协定批准 55 周年

纪念日，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当时有 167 个成员组织，据称代表 13000 万美国民众)就此发动

"百万民众为达尔雷尔呼吁"运动，目标为动员全国各地民众致布什总统百万张电子及纸质明信

片。同年 6 月 29 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

共同在给布什总统的第→百万张明信片上签名。⑥该运动的非裔女主席格洛丽亚. E. 怀特一哈

蒙德牧师在签名仪式上表示"百万美国人一起宣告‘我们不会坐视不管'。至关重要的是总统

耍了解百万美国人的要求， RP联合国维和部队将是达尔富尔难民唯一的真正保障。"⑦

2006 年 4 月 30 日，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在首都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举办"拯救达尔富尔:团结

起来制止种族灭绝"集会，并组织基层活动分子在全国各地社区召开类似集会。当天约 5 万人

参加了华盛顿的集会。参议员巴拉克·奥巳马和民主党众议院领袖南希·佩洛西也在集会上发

表讲话。此次集会引起广泛的媒体关注，在北美各电视台播报的有关报道就达 800 多个，另据

组织者称报刊上的有关报道约有 3 千万读者。③美国前海军军官布赖恩·斯泰德尔 2006 年春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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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组织成员已增至 193 个。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组织成员名单参见 http://www. savedarfur. org/ 

pages/rnernbers ， 2011 年 3 月 3 日。

Colin Thomas-Jensen and lu1ia Spiegel, "Activism and Darfur: Slowly Driving Policy Change , "p. 849 

David Lanz , "Save Darfur: A Movement and 1国 Discontents ， "African Affai口， vol. l08 , no.433 COct 

2009) , p.671 

Nicholas D. Kristof，叫川7alking the Talk ,"TheNew York Times , Oct. 9 , 2005 

David Lanz , "Save Darfur: A Movement and Its Discontents , " p. 669 , 
"Frist, Clinton, Sign the Millionth Postcard Urging President to Act on Darfur," }une 29 , 2006 , http;// 

www.ncccusa.org/news/060629darfurcards.html ， 2011 年 3 月 3 日。

"Mil1ion Voices for Darfur , " http://www.savedarfur.org/pages/ previous _ initiatives., 2011 年 3 月 3 日。

"Million Voices for Darfur , ''http://www . savedarfur. org/ pages/ previous _ initiatives , 201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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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始其行程达 21000 英里、在全国 22 个不同地点举行的名为"为达尔富尔之旅 直击种族

灭绝"的巡回图片展览，也在此次集会上宣布结束。①同年 9 月 17 日，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还在纽

约市的中央公园举办名为"立即拯救达尔富尔 结束种族灭绝的呼声"的集会，再次敦促美

国和联合国在达尔富尔尽早部署有力的国际维和部队。作为基层动员的主要途径，达尔富尔运

动举办的此类集会不胜枚举，提高了美国民众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关注度。从 2006 年 10 月以来，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动用巨额匿名捐款发动媒体攻势，包括在纽约市的公共汽车和地铁站做广告，

在全国性主要报刊上登整版广告，以及动员社会名流在电视和杂志上露面等来宣传达尔富尔运

动的主题。②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还联合英国文吉斯信托基金、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组织在 2006 年 9 月

至 2007 年 9 月间发动了四次全球性的"支持达尔富尔全球日"活动。③该"全球日"是达尔富

尔运动与各国非政府组织的全球性串联和游说活动，使达尔富尔问题进一步国际化。达尔雷尔

危机不仅成为 2004 年和 2008 年美国大选、也成为法国 2007 年总统选举和英国政治的热门话

题。④英国首相布朗和法国总统萨科齐曾联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要求通过停火、

维和、经济重建和制裁威胁等综合手段来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⑤

撤资运动仍是达尔富尔运动的杀手制。苏丹撤资行动队牵头就达尔富尔问题再度发起了自

反南非种族隔离运动以来最大的撤资运动，要求美国投资和基金管理公司从那些在苏丹做生意

的外国公司、尤其是石油和基础设施公司撤资，并且运动州议会和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把各州、

市和大学的退休基金撤出相关的投资和基金公司。到 2008 年美国已有 32 个州、 58 所大学实施

了有针对性的撤资，另 47 所大学和美国以外的 14 个国家也开始发动撤资运动。⑥撤资运动最终

促使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 "2007 年苏丹义务和撤资法案"以丧失美国政府合同相威胁要求在

苏丹经营的外国公司停业和撤离。该法由布什总统在 2007 年 11 月 23 日签署生效。⑦

达尔富尔运动虽主要由犹太团体和学生团体发起，但基督教团体迅速成为该运动的基于成

员，并且利用上层游说渠道对美国政府施压。 2004 年 8 月 1 日， 35 位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联名写

信敦促布什总统向达尔富尔"提供大规模人道主义救援"，并要求美国政府"积极动用所有可资

利用的干预选择 包括如英国和澳大利亚所提议的向达尔富尔派遣军队 以制止屠杀"。对

此《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此公开信标志着福音派运动重点的转向 即从过去主要关注制止针

对南部基督徒的暴力，转向关注大部分是穆斯林居住的西部达尔雷尔地区。⑧ 2006 年 10 月 18

日，号称代表至少 5000 万福音派信徒的 24 位基督教领袖就达尔雷尔问题召开集会，再度联名要

求布什总统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在达尔富尔发生的"种族灭绝气⑨参与该集会的唯一左翼福音派组

( ilMillion Voices for Darfur , ''http://www.savedarfur.org/pages/previous _ initiatives , 2011 年 3 月 3 日。

( Alan Cooperman, "Evangelicals Broaden Their Moral Agenda ," Washington Post , Oct. 19 , 200日 Jodi

Eichler-Levine and Rosemary Hicks. ", As Americans Against Genocide': The Crisis in Darfur and 

Interreligious Political Activism , "p. 714 

( "Global Campaigns ，吁1ttp: / / savedarfur. org/ pages/ global_ campaigns , 2011 年 3 月 3 日。

( Colin Thomas-] ensen and J ulia Spiegel , "Activism and Darfur: Slowly Driving Policy Change , "p. 851. 

( Gordon Brown and Nicolas Sarkozy, "We Are Pushing and Pushing to Save the Darfuris , " The Times , 
August 31 , 2007. 

(Colin Thomas-Jensen and Julia Spiegel, "Activism and Darfur: Slowly Dri飞ring Policy Change , "pp. 854-856 

( Sheryl Gay Stolberg , "Bush Signs Bill Allowing Sudan Divestment ," The New 丑ork Tim町， Jan ,!, 2008 

(Alan Cooperman, "Evangelicals Urge Bush to Do More for Sudan, "Washington Post , August 3 , 2004. 

( lulia Duin, "Evangelicals Urge Darfur Action , "The Washington Times , Oct. 19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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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呼唤更新网络领导人杰姆·沃利斯把集会日称为"重要日子气因为"横跨整个政治光谱的福
音派领袖集合起来用同一个声音说话"。①美国黑人教会在达尔富尔运动中仍相当活跃"为苏丹
运动注人了新的能量并把非裔美国人的公信力出借给一项非洲运动"。②达尔富尔运动为最初支持
日益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战争而陷于道德困境的美国政治自由派提供了一个"重新占据道德高地"
的机会。③美国政治和宗教左右两翼的大联合是苏丹运动西部阶段的一大特点。
达尔富尔运动作为其主要"营销策略"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提高公众对达尔富尔危机

的关注度，④为此把关于达尔富尔死亡人数的口径定在 40 万上下，⑤造成了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
就此采取行动的广泛基层压力。 2004 年 7 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 ，iE式把达尔富尔问题定性为
"种族灭绝" 2004 年 9 月 9 日，国务卿饱威尔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把达尔富尔
冲突说成是"种族灭绝"。这是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来→
个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的现行而非过往行为进行"种族灭绝"正式指控的首个案例，被美国人
权活动分子欢呼为"创造人权历史"的事件。⑥两周后的 9 月 21 日，小布什总统在联大发言时
同样发出"种族灭绝"的指控。美国最高行政官员就当下地区性危机援引"防止及惩治灭绝种
族罪公约"也是史无前例的，表明美国政府在一度迟疑后接受了达尔富尔运动对西部阶段苏丹
问题"种族灭绝"的定性。⑦不过鲍威尔在上述听证会上也给达尔富尔运动泼了冷水，表示"种
族灭绝的认定并不要求采取新的行动气结果"在美国国内外引起了道德义愤"。③

(二)争议与成效

然而，达尔雷尔运动虽然比南部阶段的苏丹运动声势更为浩大，但也引起更多的争议和反
对之声。有严厉批评者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马穆德·曼达尼甚至称达尔富尔运
动是"反恐战争的人道主义面具"，是用"种族灭绝"指控来继续妖魔化"己被反恐战争成功妖
魔化"的阿拉伯人，而达尔富尔运动所鼓吹和体现的所谓"保护责任"只不过是"遮掩对非洲
重新殖民化的强权议程的口号"。⑨对此我们可作以下儿点分析:

首先，达尔富尔运动打出反"种族灭绝"、"另→个卢旺达"、"永不重演"等旗号，使这些
具有特殊含义和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符号和记忆成为激励美国民众参与运动的有效宣传和
动员手段，使自己具有为"种族灭绝"受害者请命以及作为达尔雷尔"拯救者"的道德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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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Cooperman , "Evangelicals Broaden Their Moral Agenda ," Washington Post , Oct. 19 J 2006; Rachel 

2011 , "Evangelicals Lobby Bush on Sudan Crisis , " Oct. 19 , 2006 , http://www.sojo.net/index. cfm? action 

=news. display _ article&.mode=S&NewsID=5639 , 2011 年 3 月 3 日。

( Allen D. Hertzke ," African American Churches and U. S. Policy in Sudan , "p. 25 

( David Lanz , "Save Darfur: A Movement and 1ts Discontents , "p. 671. 

( Marc Gustafson , "Activism , Genocide and Darfur , "。二rford Transitional Justice Reseaγch Working 
Pa户er Series J March 24 , 2009 , p. 1 

⑤ 该死亡人数明显高于有关专家、权威机构和美国政府的统计，被认为是方法粗糙且经不起推敲的"政
治性数据"。关于达尔富尔死亡人员的"数量之争"，参见 Mahmood Mamdani , Saviors and Survivo口。
Darfur, Politics , and the War on Terror , New York: Pantheon , 2009 , pp.25-3日， 48-49

( Nina Shea, "The U. S. Makes History in Seeking to Save the People of Sudan , " Sep. 10 , 2004 , http:// 

。ld. nationalreview. com/comment/shea200409100700. asp , 2011 年 3 月 3 日。

( Scott Straus , "Darfur and the Genocide Debate ," Foreign Affai口， vo1. 84 , no. 1 (]an. /Feb. 2005) , p. 123 

( Colin Thomas-Jensen and J ulia Spiegel , "Activism and Darfur: Slowly Driving Policy Change , "p. 846 

( Mahmood Mamdani , Sa vioγsand Survivors , pp.6 ,7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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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妖魔化所谓施害者即苏丹政府及代理人。然而，使用"种族灭绝"等字眼并未"触发干预苏

丹的国际努力"，①对达尔富尔暴力冲突是否够得上"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尚存在分歧并引起辩

论。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医生元国界等国际非政府组织，欧盟、加拿大等国以及西方社会的

一些意见领袖开始时都避用该词，或代之以程度较轻的"种族清洗"一词，即政府参与强行迁

移而非有意消灭某些种族团体。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只限用"大规模侵犯人权"来描述达尔雷

尔局面。②联合国国际调查委员会在向安南秘书长提交的长达 176 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虽然达

尔富尔地区发生了许多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事件，但该政府并未在达尔雷尔地区

推行种族灭绝政策。③

"种族灭绝"指的是单方面暴行，但在达尔富尔施害者与受害者并非一日了然。事实上，上

述联合国调查报告便称许多反叛者团体同样"严重侵犯了人权和人道主义法"，④而且达尔雷尔

的许多流血暴力事件是盗匪、罪犯横行和反叛者团体内证所造成的。指责内战一方犯下"种族

灭绝"之罪非但于事元补，反而使犯下同样罪行的反叛分子逍遥法外。非洲问题专家亚历克

斯. D. 瓦尔认为，达尔富尔运动包括军事干预在内的政策主张"鼓励反叛者把要求抬得太高"

结果使其有可能"为不可实现的抱负而拒绝切实可行的协议"。⑤俄罗斯则提出对反叛者进行制

裁。⑤连美国苏丹问题总统特使安德鲁·纳齐奥斯一度也认为"关于谈判的最大障碍之一不是苏

丹政府，而是少数反叛团体"。⑦他还对反叛者尤其是未在 2006 年达尔雷尔和平协议上签字的反

叛者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他们要对该地区的大部分暴力负责。③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

金贵在 2008 年 3 月 7 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达尔富尔和平进程"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

就是 5 个反叛政治势力中的 3 个对谈判提出了无法满足的条件，并且互相争夺地盘，向政府军发动

进攻，期待西方施压而拖延战争时间，因此使达尔富尔地区人道主义形势"雪上加霜气⑨

此外"种族灭绝"以及此种指控所带有的"阿拉伯部落民兵屠戮非洲黑人村民"的"种族

冲突论"和"阿拉伯 穆斯林威胁论"虽在美国极具煽动性，但达尔雷尔运动叙事中的此种简

单的"正与邪"、"恶棍与英雄气"施害者与受害者"两分法却与苏丹西部的现实不符。在达尔

富尔的政府军和"金戈威德"民兵组织中均有非阿拉伯人，许多阿拉伯和非洲人部落并未参与

内战或持中立立场，⑩而阿拉伯部落之间互相争斗也越演越烈，将达尔富尔冲突"种族化"以及

( Scott Straus , "Darfur and the Genocide Debate , "p.124. 

( Marc Gustafson , "The ‘ Genocide' in Darfur Isn't What It Seems ,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肘 ， Aug时t 19 , 
2009; Scott Straus , "Darfur and the Genocide Debate , "p. 124 

③ 参见 Report of the l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lnquiry on Darfur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町al ， http://www. un. org/Newsl dh/ sudan/ CQm _ inq _ darfur. pdf , 2011 年 3 月 3 日。

④ 参见 Marc Gus肚tafs四on ，

( "Dueling Over Darfur , "Newsweek , Nov. 8 , 2007 , http://www.newsweek.com/Z007 /11/07 /dueling-over

darfur. html , 2011 年 3 月 3 日。

( Mahmood Mamdani , Saviors and Survivors , p. 46 

⑦ 参见 Andrew S. Natsios , "the President's' Special Envoy to Sudan," 11 April , 2007 , http://www 

globalsecurity. org. / military/library/ congress/Z007 _ hr/070411-natsios. pdf , 2011 年 3 月 3 日回

( Andrew S. Natsios , "Planning for Peace in Darfur ," Sep.19 , 2007 ,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 

events/070919 _ Darfur _ Transcript. pdf , 2011 年 3 月 3 日。

⑨ "中方就美国会反对布什出席北京奥运会等答间"， 2008 年 3 月 7 日， http://news. qq. com/a/ 

20080307/003689. htm , 2011 年 3 月 3 日。

⑩ 参见姜恒昆((达尔富尔问题的历史溯源 再论达尔富尔冲突的原因、阶段及性质)). ((西亚非洲》

200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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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的定性并不能全面反映该地区主要基于土地之争的内战的真相。①因此有论者指出，

"种族灭绝"并非催生国际干预行动的"魔语"而关于"种族灭绝"的"辩论"反而转移了对

如何去制止危机的具体行动的关注。②事实上对苏丹所谓"种族灭绝"的强烈关注还使发生在乌

干达和刚果(金〉等地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未得到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重视。③

2009 年 3 月 4 日，国际刑事法庭以涉嫌在达尔富尔地区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正式对苏丹

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并在 2010 年 7 月 12 日以三项种族灭绝罪对其发出第二道逮捕令。④这

是国际刑事法庭自 2002 年 7 月成立以来首次对一位现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在国际社会亦引

起反对之声并引起关于苏丹冲突性质的新一轮辩论。

其次，达尔富尔运动为进行基层动员和博取公众关注，具有"语出惊人"及"为达目的不

择手段"等明显倾向。它们抬高达尔雷尔危机的伤亡人数以刺激民众，并有效地对美国决策层

进行游说和施压，但它们把注意力放在要求美国政府防止暴力和部署国际维和部队上的做法却

"通常以向人道主义救援和调停提供资金为代价"，⑤并且忽视了在 2004 年 4 月 8 日达尔富尔停火

协议后、即在达尔雷尔运动发起之前，该地区暴力行径和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己大幅下降并已低

于所谓紧急水平的事实。⑤如在达尔富尔联盟聘用职业说客为其开展游说活动前，美国为达尔富

尔提供了 10.01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 83%被分配给难民营和人道主义救援， 17%被用于资助维

和行动，而在达尔富尔联盟等对政府密集施压的 2006-2008 年间"美国政府资金的分配据称

在说客和公众压力运动的影响下戏剧性地从人道主义救援转向维和"，即在所花费的 20. 01 亿美

元中， 51. 3 %被用于人道主义救援， 48.7%用于维和使命，而此时当地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者

的人数始终居高不下。对此马克·古斯塔夫森甚至认为"如果达尔富尔活动分子不主张重新分

配资金，也许更多的生命便可获救"。⑦《外交》杂志亦指出"达尔富尔表明花在是否把这些事

件称为‘种族灭绝'的争端上的精力是用错了地方，遮掩了如何对苏丹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

作出有力回应的困难但却更重要的问题。"③

达尔富尔运动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其脱离当地现实气⑨就达尔雷尔局势而言，制止暴力

冲突固然至关重要，但人道主义救援亦刻不容缓。作为倡议团体，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等在美国

耗资巨大的公关和广告攻势、对苏丹政府的对杭而非接触性的姿态，以及不切实际的政策建议

等也引起长期在达尔富尔开展活动的救援团体的不满，它们指责该运动脱离当地实惰，并不代

表在达尔雷尔参与救援的组织，而其关于设立"禁飞区"以及联合国部队强制性干预的主张不

仅将加剧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使救援团体处于危险境地。救援团体与倡议团体通常对当地政府

持不同的态度，前者通常较为温和，而后者通常较为激进，这在世界范围为普遍现象。但拯救

达尔富尔联盟打出"与苏丹政府谈判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宣传广告确使在苏丹当地的救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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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惊恐，结果直接导致 2007 年 6 月该联盟的改组及其负责人的下台。①

再次，美国对苏丹的外交政策除受宗教和人权团体的影响外，还受要求放宽制裁的美国石

油公司以及支持与苏丹政府对话的美国反恐战略的制约。 2004 年达尔富尔危机的爆发正值美国

大选年，布什政府急于在苏丹西部达成和平协议以安抚其国内宗教选民，派国务卿鲍威尔对苏

丹进行 2 天的访问。这是自 1978 年以来美国国务卿对苏丹的首次访问，表明布什政府对与美国

有反恐合作的苏丹与对伊朗和叙利亚的区别对待政策。此后尽管布什政府对苏丹政府接连发出

足以构成国际军事干预的"种族灭绝"指责，并对苏丹政府拒绝在该国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日

益不满，但除采取和加强一些经济和人员制裁措施以及支持派遣联合国或北约维和部队②之外别

元良策。而此时伊拉克战争已使美国"丧失了大量国际信用"布什政府对领导国际干预已力不

从心。③因此"达尔富尔危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边缘化了:华盛顿的立场逐渐从有限行动主义

转向战略上的漠不关心"④对此苏丹运动活动分子检讨说"我们也许都太快地说出‘永不重

演而此时种族灭绝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尼娜·谢伊也指出"宣布种族灭绝的问

题，是除非明天就入侵否则你就是做得不够。"然而向达尔雷尔地区派遣美军却是不被"任何有

权势者"认为是可能的选择。⑤

因此，达尔富尔运动尽管声势浩大，但成效却并不显著。继 2002 年"苏丹和平法"后布什

政府在达尔雷尔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提供大部分救援和维和资金，派遣苏丹问题总统

特使，推动苏丹政府与反叛团体签订和平协议、包括苏丹政府与苏丹解放运动由米纳维领导的

派别签订的苏丹和平协议，以及通过 "2007 年苏丹义务和撤资法案"等，但其行动仍被认为

"太少且太晚气⑤达尔富尔运动后续乏力，失去方向，急于寻找继续开展动员和凝聚力量的议题因

而此时它们却把视线转向中国和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三) "奥运行动"

达尔富尔运动的活动分子认为，其"拯救行动"之所以未能见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联合

国安理会部分成员国已成为国际联合制裁行动的障碍。随着北京 2008 年奥运会日期的临近，达

尔富尔运动认为时机已到，利用奥运会对中国施压成为苏丹运动的新策略。苏丹运动知名活动

分子埃里克·里夫斯和米娅·法罗等还成立了针对北京奥运的专门组织达尔富尔奥运梦，并提

出各种骚扰北京奥运的方案。⑦其他达尔富尔运动团体亦纷纷加入所谓"奥运行动"。与此同时，

① 参见 lodi Eichler-Levine and Rosemary Hicks , '" As Americans Against Genocide': The Crisis in.Darfur 

and Interreligious Political Activism , "pp. 713-714; Stephanie Strom and Lydia Polgreen , "Darfur Advocacy 

Group Undergoes a Shake-Up , "The New York Times , June 2 , 20 口 7

( Sheryl Gay Stolberg , "Bush Tightens Penalties Against Sudan," The New Yo呻 Times ， May 29 , 2007 

( Scott Straus , "Darfur and the Genocide Debate , "p.133 

( Asteris Huliaras. "Evangelists , Oil Companies , and Terrorist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s Policy 

Towards Sudan , "p. 722. 

( Jay Nordlinger , "About Sudan: What Has Been Done? What Can Be Done?"p. 42 

⑤ 此言出自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董事会主席戴维·鲁本斯坦，参见 Jodi 日chler- Levine and Rosemary Hicks. 

'" As Americans Against Genocide' : The Crisis in Darfur and Interreligious Political Activism , "p. 714 

⑦ 参见Ilan Greenberg , "Char唱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s , "The New York Times , March 30 , 2ω8; Eric 

Reeves , "On Darfur , China and the 2008 Olympic Games: An Open Letter to Darfur Activists and 

Advocates , "Feb.ll , 2007 , 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page=imprimable&.id _ article= 

20210 ， 201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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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形色色的涉华宗教和人权团体亦加紧集结，北京奥运成了国际各种涉华势力的聚焦点，
被视为实现其各种政治目的以及推动所谓中国政治变革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奥运行动"从表面上看是达尔富尔运动的又一波高潮，但实际上却难掩该运动的颓势。北

京奥运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阻扰奥运圣火的海外传递以及海外反华仇华势力的集结激发了
包括海外留学生和侨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慨和自发的奥运圣火传递保卫战。包括布什总
统在内的各国政要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再度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作为新
兴大国的重要国际地位。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己就尽快解决苏丹问题做出了大量努力。 2007 年
2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苏丹时，就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提出了处理达尔富尔问题应
遵循的四项原则，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苏丹危机的公正立场。事实上与美国政府一样，①
达尔富尔运动在公开场合也曾有限度地承认中国对苏丹和平进程以及对达尔富尔地区人道主义
救援所付出的努力。②但该运动组织者仍执意要"曲线拯救"达尔富尔，结果导演了一场要"羞
辱中国"结果反自取其辱的闹剧，使 10 多年前以人道主义救援为开端的苏丹运动完全褪去早年
的光环。

结论

由美国宗教团体最先倡导的苏丹运动在促进苏丹和平进程和人道主义救援、使苏丹成为美
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大受援国以及使达尔富尔成为"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行动"的所在
地③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传统上"非洲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只扮演边缘角色飞④长期以来美
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官员通常遵循指导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所谓"三项基本规则"或"三不规则"，
即不要花太多的钱、不要制造可导致国内争端的局势、以及不要让非洲问题使对美国更为重要
的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复杂化。⑤苏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打破美国对非洲政策的上述潜规
则，通过媒体宣传、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形塑了美国外交政策议题，使美国政府受到史
无前例的密集宗教动员和游说活动的压力，使苏丹问题在近 10 多年的时间里成为盘踞在美国外

交政策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之一，并有助于取得"苏丹和平法"、北南"全面和平协议"和部署非
盟 联合国混合维和部队等具体成果而成为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又一显例。

然而，安全和经济利益是美国对非洲政策最主要的驱动力 o 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
言，宗教因素与石油利益和反恐战略三者其实是并行不悖、殊途同归的，而宗教对美国对外事
务的影响也往往需要通过国家安全利益等传统概念来加以表述、或作为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的因素而被接受的。事实上，宗教团体并不能强制美国政府接受其外交政策诉求。只有在其外

交政策诉求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或服务于此种利益时，宗教团体才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

① 参见 Andrew S. Natsios , "The President's Special Envoy to Sudan，"以及 "Planning for Peace io Darfur." 

( http://www . savedarfur. org/ page/ content/ china/joint-statement , 2011 年 3 月 3 日。
( David Lanz , "Save Darfur: A Movement and Its Discontents , "p. 673 

( Charlene D. Jefferson ," The Bush African Policy: Fighting the Global War 00 Terrorism ," USA WC 

StrategyResearchProject , U.S. ArmyWarCollege , March14 , 2006 , p.l. 

( Michael Clough , Free at Last? U. 5. Policy toward Africa and the End 01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uncil 00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1992) J p. 2 ，转引自 Asteris Huliaras , "Evangelists , Oi1 Companies , 
and Terrorists , "p.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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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运动暴露了宗教团体及宗教非政府组织介入美国对外事务领域的局限性，并呈现出

系列悖论。首先，宗教团体及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基层政治动员和博取公众关注方面具有"使复

杂问题简单化和口号化"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明显倾向，这是其发动全社会乃至国际性

运动的主要动员和"营销"手段，从而取得设置美国外交议程和运动国会立法的影响力 o 利用

单一议题来发动对某些政党和政策的支持的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此种运动尤其与基

督教有关，因为美国新教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将宗教信仰简化为某种特定主张和行动，①而

这种禀性在苏丹运动尤其在其所谓"奥运行动"中可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国际事务中

此种建立"简单因果链"的动员方式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甚至产生南较北辙的结果。其次，

宗教团体、宗教倡议和游说组织及宗教非政府组织虽被认为代表着美国政体中未得到充分代表

的价值观和群体，而且并认为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治理中的某种民主力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它们本身并不一定需要由民主程序产生，有的甚至还具有寡头政治的倾向，通常不具备民族国

家所享有的传统合法性资源，也无需为其国际介入和参与行为接受传统国际行为体所需承担的

同样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的约束。苏丹运动上述夸大苏丹奴隶和伤亡人数、甚至编造"政治性数

据"的煽动性做法就为此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作了诠释。最后，非政府组织作为当前国际关系的

"第三者"和"新组合"代表着现行国际关系的"权势转移"。②非政府组织并不具备军事力量

等国际政治的"硬通货"，但它们可通过诉诸经济制裁及"人道主义干预"等手段来实现其超越

国家主权的"保护责任"，不仅为因隐藏帝国主义议程的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而饱受质疑的此种

"人权至上论"提供了慈善面纱，③而且把"公民抗命"原则运用到国际层面而成为当今国际关

系的颠覆者。然而，恰恰是上述这些禀性使所谓人权及宗教团体能想美国政府之不能想，为美

国政府之不能为，在对外事务领域成为美国官方政策的非正式执行者和美国政府的左膀右臂，

从而在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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