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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要 世纪 年代尤其是
“ ”

事件以来
,

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 已呈现立法化
、

机构化
、

国际化
、

草根化
、

联合化
、

媒体化
、

安全化等趋势
,

在海外倡导所谓宗教自由
、

或推行

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
,

已成为自越南战争后民主
、

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
“
两党一致

”

破

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
“
意见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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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以来
,

由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

和宗教右翼的
“

政治觉醒
” ,

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

中的作用日益突显
。

宗教对美国政治的这种显性影

响的标志性事件
,

在外交政策上是
“

年国际

宗教自由法
”

的通过 在国内政治上则是 以 年

美国总统选举
。 “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

是美

国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人权立法之一
,

该法案的通过

和实施均较充分地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对美国

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
。

年美国总统选举为基

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政治动员提供了舞台
,

“

价值观选民
”

和
“

万白人福音派选民重回投

票站
” ,

被认为是共和党获胜的关键因素
。

然而
, “

年国际宗教 自由法
”

通过至今

已有 年
,

不仅国际上对该法案的批评之声不绝

于耳
,

美国国内以及不少法案的当事人对法案实施

的得失
、

尤其是对该法案是否促进美国国家利益
,

也有不少检讨和争论
。

在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

民主党一举重获总统职位以及对国会参
、

众两院的

控制权
,

所谓宗教差距
,

即经常 教堂的选民更倾

向于投共和党的票以及共和党得到更多宗教选民的

支持大大缩小
,

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能

量也受到质疑
。

一
、

宗教在当前美国对外关系中
的若干趋势

尽管对海外宗教问题的关注一直是美国政府和

大众的偏好
,

但美国传统外交并不特别强调宗教
、

除个例外
,

上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强调的是支

持宗教自由的原则
,

而不是具体
、

直接和单边的
几

预行动
。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尤其是冷战时期以

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考量所致 同时
,

宗教团体

议程过于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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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是重要原因
。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宗教 尤其是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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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斯兰教 复兴
、

美国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

并与政治右翼合流
、 “ · ”

事件后国际关系中宗

教因素的凸显
,

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非

地缘政治化
,

均增加了宗教在美国国际战略考量中

的地位
,

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

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

目前
,

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

问题上呈现出以下或隐或显的七个趋势
。

立法化 《或国会化 】趋势 主要指
“

年

国际宗教自由法
”

及其他主要由宗教团体推动的立

法倡议
,

如
“

年苏丹和平法
” 、 “

贩运受害者

保护法
” 、 “

年朝鲜自由法
” 、 “ 抖 年朝鲜

人权法
”

等
,

其中
“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

建

立了宗教因素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全新框架
。

从 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外交史来看
,

宗教因素的

作用最突出地体现在 年美国国会因犹太人问

题废除俄美商约
、

年美国国会针对苏联犹太

人问题通过的
“

杰克逊一瓦尼克法
”

以及国会通过

上述
“

年国际宗教 自由法
”

等三大事件上
,

在此三大事件中国会在代表宗教利益影响美国外交

政策方面都起了主导作用
。

机构化趋势 指
“

年国际宗教 自由法
”

规定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
、

跨党

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

国家安全委

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
,

以及涉及

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机构
,

如国会

与行政部门对华委员会等 建立了在全球范围报告

宗教自由问题和认定所谓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
“

特

别关注国
”

以及有选择制裁等机制
。

对所谓宗教自

由的关注已开始渗人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
。

国际化趋势 指以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宗

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
“

人权联合体
”

的形成
。

宗

教人权国际制度是由关于宗教人权的各种国际和地

区性的公约涤约
、

各种旨在促进所谓宗教人权的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

各国 主要是西方国家 的国

际宗教和人权政策等组成的庞大国际机制和网络
。

目前美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对中国便采取了结

合单边
、

双边和多边施压手段的
“

多管齐下
”

的态

势
。

草根化趋势 指以争取所谓宗教自由为宗旨的

新人权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
。

与主要倡导所谓政治

权利的老人权运动或传统人权建制不同
,

新人权运

动是草根运动
,

背后是所谓宗教美国 其中基督教

福音派便号称有 以 至 《减万信徒
,

政治动员

走国会路线 而老人权运动则主要是精英运动
,

政

治游说基本上走传统外交路线
。 “

新人权运动
”

具

有极强的基层动员能力
,

对此美国政治学者罗伯

特
·

普特南评价说
,

美国
“

宗教保守派创建了在过

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最大和组织最好的草根社

会运动
”。

联合或联盟化趋势 指美国宗教组织在宗教自

由议题上结成有不同团体参与的各种全国性或跨国

性的盘根错节的所谓倡议者网络
,

共享人员
、

资

源
、

机构和信息
,

以造成更大声势对各国政府和国

际组织施加压力
。

如近年来致力于反对所谓苏丹政

府宗教迫害的
“

达尔富尔运动
”

的核心组织之一
“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
”

就曾拥有 多个成员组织
,

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一些宗教组织
,

这些成员组织

遍及美国的社区教会网络
,

为该运动提供了民间政

治动员的巨大资源
,

而其广泛的跨国联系又为该运

动的国际活动提供了渠道
。

目前美国关于所谓国际

宗教自由问题的立法
,

主要就是由这些宗教联合组

织或立法联盟所推动的
。

如倡议
“

年国际宗

教自由法
”

的宗教右翼团体
,

就利用该议题在美国

高度的敏感性广泛结盟
, “

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

保守派基督教徒
、

天主教徒与西藏佛教徒
、

圣公会

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
” , 〔〕成功地将其外交政策

议题
“

主流化
” ,

从而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

影响
。

媒体化趋势 指宗教人权运动不走传统外交路

线
,

除动员基层外
,

其惯用的运作方式就是诉诸媒

体
,

尤其是诉诸进人
“

门槛
”

较低的网络媒体
,

这

使其在获取各种信息
、

影响政治议程和信众政治选

择方面具有更多的途径和更强的能力
,

而所谓宗教

自由议题本身也具有极大的媒体效应
。

这些均使所

谓宗教自由问题滋出传统外交渠道
,

缩小了传统外

交建制的运作空间
,

从而使宗教问题在美国对外关

系中更具对抗性
。

安全化趋势 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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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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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问题
,

而且视之为
“

国

家安全的界定因素
” ,

或是某种
“

硬性
”

的地缘政

治和
“

国土安全
”

问题
,

鼓吹
“

宗教自由即促进国

家安全
”

的
“

宗教自由和平论
” ,

把在全球推进所

谓宗教自由与
“

反恐怖主义
”

和
“

反宗教极端主

义
”

结合起来
,

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

题等量齐观
。

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

一任主任托马斯
·

法尔在 年 月的 《外

交 》双月刊上就再次呼吁美国外交应使
“

保护和扩

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
” ,

并宣称
“

美国

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
”。

目前在

美国
,

宗教自由问题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

的外交政策议题
,

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

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

目前美国朝野对宗教问题在其对外关系和国际

战略中的地位看法渐趋一致
,

关注国际宗教自由似

已成为自越战以来在对外政策上的
“

两党一致
”

破

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
“

意见一致
”

而
“

以信仰为

基础的外交
”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昔日
“

传教士外

交
”

以及当今
“

人权外交
”

的最新版本
。 “ 以信仰

为基础的外交
”

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
。

就

美国而言
, “

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
”

可被视为美国

外交政策的社会政策化 即关注公共或社会政策议

题 与反映宗教团体和信徒大规模介人外交领域特

征的所谓国民外交的某种结合
。

而宗教在美国对外

关系上的上述趋势
,

便具有
“
以信仰为基础的外

交
”

的鲜明特征
。

中期选举中
,

布什首席政治顾问卡尔
·

罗夫在 仪峙

年大选中利用宗教选民呼风唤雨的政治魔力不再灵

验
。

在 年大选中
,

民主党不仅在几乎所有具

有不同信仰程度的选民群体中
,

而且在几乎所有

宗教团体中的得票率均较 抖年大选有所提高
,

使

两党选战中的
“

宗教差距
”

明显缩小 见下表
。

创川 年至 创目困 年大选民主
、

共和两党得 率 根据来教归属

年年 年年 年年 民主党党
得票率

戈戈戈尔尔 克里里 奥巴 马马 一一

布布布什什 布什什 麦凯恩恩 年年

得得票率率

新新教徒徒

白白人新教徒徒

福福音 重生派派

非非福音派派

天天主教徒徒

白白人天主教徒徒

犹犹太教徒徒

其其他信仰仰 一

无无教会归属属

资料来派 创沁
, , 一 ,

, ,

二
、

宗教在 年美国

大选中的作用

抖 年大选共和党大获全胜
,

作为支持共和

党的最强有力选举集团之一的基督教福音派似乎已

经见到了其政治抱负上的
“

应许之地
” ,

保守福音

派领袖如
“

爱家
”

的詹姆斯
·

多布森等在共和

党内得到
“

总统制造者
”

的礼遇
,

有政治分析家甚

至认为基督教福音派与共和党的联盟可使共和党在

美国政治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
。

但在 以场 年美国

两次选举的巨大落差使得人们不禁要问
,

基督

教福音派的政治能量是否已开始下降 美国的宗教

保守派是否已经过气
,

其政治势力由盛转衰的拐点

是否已经出现 这些问题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考

虑 一是 《 年以来美国政局的变动
,

宗教已不

再成为政治选战的重大议题 二是基督教福音派内

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左倾趋势
,

其与共和党的

长期政治联盟出现松动和裂痕 三是民主党开始
“

拥抱宗教
” , “

讲宗教
”

不再是共和党的专利
。

首先
,

宗教在 抖 年美国大选中作用突出

因此该选举年有
“
价值观选民年

” 之称
。

但由于美

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
,

年夏又爆发次贷

危机并由此引发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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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危机
,

传统经济和社会问题超过伊拉克战争而成

为总统选举年的头号问题
。

在 抖 年大选中宗教

保守派的三大议题 —反对同性婚姻
、

堕胎和干细

胞研究 —对其政治动员已不再有效
,

年成

为
“

经济年
”

或
“

金融风暴年
” 。

就大选议题而言
,

大选前后各种民调表明
,

美国选民认为经济
、

能源

与油价
、

医疗保健
、

反恐
、

伊拉克战争等依次为

年大选最重要的议题
,

其中经济被所有宗教团

体中列为头号议题 与此同时
,

美国一般选民把堕

胎和同性婚姻列为 年大选最不重要的问题
,

连白人福音派也未把此两个问题列为他们最关注的

五大议题之一
。

经济社会问题的彰显以及伊拉克战

争的困局大大压缩了共和党和宗教保守派运作所谓

道德问题的政治空间
。

第二 宗教保守派尤其是墓督教福音派向左转

以及福音派 —共和党联盟的松动既有短期
,

也有

中
、

长期的原因
。

就短期原因而言
,

共和党的道德

和贪腐丑闻
、

布什政府在推进福音派议程上言行不

一
,

福音派感到被利用和受欺骗
,

以致使长期以来

被视为共和党基本盘的基督教福音派在 年中

期选举和 年大选投票日
“

守斋
” 。

如卡尔
·

罗

夫就认为
,

有超过 万每周去教堂不止一次并在

加 年大选中投票的福音派人士在 年未去投

票站
。

伊拉克战争也是导致福音派不满的重大原

因
,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重要杂志 《今日基督教》甚

至还提出基督教福音派是否应为他们迅速支持人侵

伊拉克一事
“

忏悔
”

的问题
。 〔引美国基督教福音派

经历了自卡特总统以来在政治上的第二次幻灭
。

就中
、

长期原因而言
,

基督教福音派在 世

纪 年代末
“

政治觉醒
” ,

至今活跃于美国政治舞

台已达 年之久
。

年前把基督教福音派带人共

和党井实现其政治右转的老一代福音派领袖不是已

经作占
,

就是己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

基督教福音派

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已全面展开
。

新一代的福音派领

导人拒绝旧的政治标签
,

刻意与共和党保持距离
,

开始使
“

福音派世界
”

摆向温和或中间立场
。

基督

教福音派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也反映了该派社会地位

的变化
。

在过去的 年中
,

被认为处于社会中下

层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教育
、

收人
、

社会地位和都市

化或市郊化程度有明显提高
,

社会意识增强
,

他们

虽仍支持福音派传统议题
,

但保守福音派领袖年复

一年
、

每周必弹的反
“

堕胎
” 、 “

反同性婚姻
”

等

所谓文化战争老调已不再能引起他们最大的兴趣
。

他们开始关注所谓中产阶级议题
,

政治议程有所扩

大
,

涉及反战
、

环境保护
、

移民
、

全球贫困等

社会问题
,

出现
“

绿色环保基督教
”

等新福音主义

思潮
。

事实上
,

全球变暖等问题已成为引起福音派

领导层内部严重分裂的问题
。

加 年 月 日
,

多位温和福音派宗教领袖在华盛顿签署的 《福

音派宣言》中
,

宜称基督徒应超越
“

政治
、

意识形

态和经济制度
” ,

否则福音派信仰将失去独立性而

沦为政党的工具
。

侧 但一些基督教保守派领袖看

不到或不能适应福音派社会基础的变化
,

仍将福音

派与共和党捆绑在一起
,

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

离了福音派群众
,

尤其是失去更愿意成为独立选民

并更倾向于支持奥巴马的福音派青年的支持
,

使福

音派的内部分歧不仅以领导层内部
、

而且以领导层

与基层信徒分歧以及新老福音派之间
“

代沟
”

的形

式表现出来
。

在某种程度上保守福音派领袖重蹈多

年前基督教自由派的覆辙
,

成为
“

渐失士兵的将

军
” 。

第三
,

民主党
‘

拥抱宗教
” ,

争取福音派选
,

也是福音派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出现松动的一个 ,

要原因
。 碎 年大选民主党在宗教问题上再度严

重失分
,

克里身为天主教徒却不能获得多数天主教

选民的支持
。

民主党领导层痛定思痛
,

达成共识不

再把
“

道德大旗
”

拱手让与共和党
,

改变了上世纪

年代以来放弃白人教会的做法
,

从基层党组织

到全国机构开展了该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教拉票行

动
。

民主党
“

拥抱宗教
”

被媒体和政治评论家渲染

为
“

民主党宗教大觉醒
”

和
“

新道德多数派
”

的崛

起
,

宗教左翼进步派的政治复兴是 年大选在

宗教领域的主要特点
。

与此同时
,

民主党也在积极修复它与天主教会

的关系
。

多年来民主党及其候选人均因堕胎问题疏

远天主教徒
,

而本次大选前后民主党领袖谋求在移

民
、

最低工资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天主教会结

盟
,

而天主教会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反对伊拉克战争
,



政 治问翅专抢

也加速了此种修复过程
。

年大选民主党在天主

教徒中的支持率从 年前比共和党少 个百分点到

反超 个百分点
,

再次表明天主教徒是美国政治中

最大和最典型的摇摆选民团体
。

而把重点从动员基

本盘转向争取摇摆和独立选民尤其是天主教选民
,

被证明是本次大选民主党成功的选战策略之一
。

三
、

宗教对大选后美国内政

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国内外政局的变化
,

基督教福音派内部的

分化以及民主党的
“

宗教觉醒
” ,

使一度似牢不可

破的共和党与保守福音派联盟之间出现裂痕
,

以致

该党推不出可同时被经济保守派和社会保守派
、

福

音派草根信众和上层领袖接受的像当年小布什那样

的理想候选人
。

《纽约时代杂志 》早在 年发

表署名文章
,

认为基督教福音派
“

没有合适的总统

候选人
,

没有团结的领导层
,

并且看来甚至还不再

拥有共同的政治信念
, ”

因此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

已
‘

旧暮途穷
”。

川

因美国正面临严重经济危机
,

年大选在

宗教上是
“

小年
” ,

宗教议题不可能像 年前一样

成为引起社会分裂的楔子问题
。

不过目前尚未有充

分证据表明福音派在政治上已经
“

过气
” ,

年

大选也不一定就是对保守福音派权力建制的
“

公信

力测试
” ,

选民不按所属宗派而按信仰程度进行投票

的趋势在未来仍将继续
,

事实上民主党
“

拥抱宗教
”

恰好是基督教福音派力量的显示 正是基督教福音

派持续 年的政治影响力把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测

验加之于当今美国的总统选举
。

基督教福音派摆脱

与共和党联盟的羁绊
,

反而使其获得更多政治上讨

价还价的能力
,

为其与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其他势力

就各种福音派议题组建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
,

并因

此有可能对美国社会产生更加广泛深人的影响
。

就两党宗教差距而言
,

尽管 年民主党的

宗教拉票行动取得成功
,

尤其在争取天主教选票方

面
,

但宗教差距依然存在 首先
,

民主党在本次大

选提高了在白人新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中的得票

率
,

但整个格局依然是
“

红肥蓝瘦
” ,

共和党在这

两个选民团体中仍拥有巨大优势 其次
,

宗教议题

在本次大选中的重要性降低
,

但仍出现在不少州的

选票上
。

在本次大选中
,

加州
、

佛罗里达和亚里桑

那三州通过公民投票禁止同性婚姻
,

使美国禁止同

性婚姻的州达到 个
,

而禁止同性婚姻是近年来

宗教保守派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第二
,

民主党的
“

宗教觉醒
”

或
“

宗教饭依
”

也有相当大的局限

一方面宗教保守派并不买账
, 〔’〕而且民主党长期以

来排斥宗教的
“

负面
”

形象根深蒂固
,

在短时间内

难以改变 另一方面 年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

和本次大选获胜
,

依靠的主要是宗教自由派和通常

不上教堂的选民
,

这使党内权力建制中的不少人对

本党讨好福音派选民的做法和新近的宗教关注持怀

疑态度
。

与两党宗教差距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战争问题
。

鉴于本次大选社会道德问题重要性下降
,

有论者认

为美国社会宗教左右两翼之间的
“

文化战争
”

已经

僵旗息鼓
。

对此可作以下分析 首先
,

美国宗教格

局不是简单的左右双峰对峙
,

红蓝两大阵营的对立

并没有文化战争论者所形容的那么严重
,

故被称为
“

文化口水战
”。

虽然
“

文化战争
”

可能对美国宗

教左右两翼各 至 的选 民而言确实存在
,

但绝大多数宗教选民是中间派
,

无论在神学还是在

政治上均呈现极强的多元性
,

有学者就将美国宗教

选民按神学观点和政治倾向的差异划分为 个不

同的部落 其次
,

对文化战争也有界定问题
,

如

把文化战争界定为文化 经济大众主义与文化 经济

精英主义之争
,

或容他性的政治文化与排他性的政

治文化之争
,

那么文化战争论对当前美国的政治文

化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

不过在这里大众主义和

精英主义也有交叉 被认为代表经济精英主义的共

和党标榜代表文化大众主义
,

而标榜经济大众主义

的民主党则被认为代表文化精英主义 第只
,

奥巴

马作为黑人竞选及当选总统
,

本身就可被视为某种

文化战争问题
,

反映了美国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
。

事实上直到 世纪 年代后堕胎
、

同性婚姻等宗

教价值观问题才取代
“

肯定性行动
”

等种族问题成

为所谓文化战争的首要问题
。

总之
,

年大选

美国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尽管并非硝烟弥漫
,

但也远

毖渊脚帅峨必 加 年策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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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风平浪静
。

对共和党而言
,

自里根政府以来共和党的政治

基础或所谓里根联盟被比喻为三条腿 —即支持强

大国防
、

低税收
、

保守宗教和社会价值观的三股势

力一 一的板凳
。

年大选表明此三条凳腿开始

摇晃
,

党内此三股力量并未形成合力
。

在本次大选

失利后共和党要想翻盘
,

在政治上就要做加法
,

除

重回其政治基础外
,

还需争取
“

关键投票团体
”

如

青年选民和拉美裔美国人等的支持
。

然而本次大选

政治上最大的输家之一是美国南部
,

民主党无需像

过去那样实施迁就该地区保守势力的
“

南部战略
”

照样能底得大选
。

过去数十年来共和党的
“

南部

化
”

以及南部在美国政治上的边缘化
,

缩小了同样

以南部为重心的共和党和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活动

空间 使共和党与基督教福音派一样
,

也面临着在

不过分倚重对方的情况下重组和扩大其政治联盟的

难题
,

目前
,

宗教势力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尽管受

到各种传统因素的制约
,

如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

义传统
、

亲企业的共和党传统以及宗教团体内部纷

争的传统等
,

但它已成为平衡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

公司利益和战略考量的重要力量
,

并且使对所谓宗

教自由的关注成为美国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 目标

就对华政策而言
,

目前美国朝野已形成两个比较明

显的共识或意见一致 一是推进所谓海外宗教自

由
,

在目前美国宗教的基本面以及宗教影响美国外

交的现行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

奥巴马政

府上台后美国
“
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

”

会减少个人

色彩但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

民主党的
“

讲宗教
”

和在中期选举及本次大选的获胜
,

加强了目前国会

已经形成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宗教人权联合体
,

加上

奥巴马当选后府院并轨
,

这将使中国在宗教人权和

经贸问题上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
,

其中经

贸问题将更为突出
,

这一点与其内部有足够强大的

企业利益来平衡其宗教利益的共和党政府会有所不

同 二二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当前国际地位
、

把美中关系视为当前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

两党共识以及此种共识的日益机制化
,

尽管此种中

美关系两党共识通常采取在野与在朝前后不一
、

前

黝翼篡熊皿兹戴翼蒸骤

据后恭的方式
。

就上述两种共识而言
,

在一般情况

下后者即中美关系两党共识对前者即所谓宗教自由

两党共识形成牵制
,

使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搅局而

非决定性因素 但在特殊情况下
,

宗教团体通过诉

诸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并结成广泛的政治

联盟
,

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美关系的现状并

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产生有效和实质性的

影响
。

宗教问题在中美两国均具有高度敏感性
。

从

年特别是从 世纪 年代初两国关系缓和

以来宗教问题就一直是中美关系的
“

晴雨表
” ,

就目前而言宗教问题仍是中美关系的
“

温度计
” ,

对两国关系的走向具有指针性作用
。

注 释
可参徐以砰 《宗教与当前美国政治 》

,

载徐以砰等主编 宗

教与美国社会 —宗教政府组织 》第 样
,

时事出版社 年
,

第
一 页

。

徐以砰 《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
,

载《和平与发展 》 年

第 期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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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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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耐 面 ,’’ 比吧” 月丘翻乃 日

,

沮 另参 比
,

以叮彻 胡 陀曰 饥
亡。们 石 目 动渗 伍亡 铸司 如 面

归 川自
,

可参徐以砰 《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
,

载上引《宗教与灸

国社会 —宗教政府组织 》第 一 页
。

例 根据选后民调
,

每周一次或多次参加宗教索拜的选民中有

支持奥巴马
,

比 年前支持克里的 增加 个百分点 每月或

每年数次参加宗教索拜的选民中有 支持奥巴马
,

比 年前支持

克里的 增加 个百分点 从不参加宗教崇拜的选民中有 支

持奥巴马
,

比 年前支持克里的 增加 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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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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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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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沃 肠功。 招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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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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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房姆斯
·

多布森鱿指责奥巴马
“

故愈曲解 吓冰梯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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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许和支持下
,

以色列最近对加沙地带发动了大

规模武装进攻
,

杀死杀伤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
,

其中多数是无辜平民
。

这激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民

众对美国的新仇恨
。

其中不少人赶赴阿富汗参加塔

利斑抗击美军
。

这是塔利班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重

要原因
。

其四
,

美国的
“

反恐谋霸
”

政策有碍国际

反恐合作
。

美国打阿战不只是为了消灭塔利班和
“

基地
”

组织
,

也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
,

将军事触

角伸进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需要
。

美国不仅企

图通过阿战取得有利于遏制它所谓的
“

潜在对手
”

的地缘战略优势
,

而且对反恐盟友巴基斯坦
,

也肆

意越界进人其境内追击恐怖分子
,

粗暴侵犯其主

权
。

美国这种以霸权目的和手段反恐的做法
,

很难

取得阿周边有关国家的认同和有效配合
,

最终不利

于其打击塔利班和
“

基地
”

组织的反恐战争
。

在客观上
,

美军的对手塔利班尽管人数和装备

与美军及其盟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
,

但是一个信仰

坚定
、

斗志昂扬
、

士气高涨的武装集团
,

有一定的

实力和较大的能量
,

很难对付
。

塔利班战士土生土

长
,

熟悉当地地形
,

又以抵抗外敌相号召
,

得到相

当多数阿富汗人的支持
。

他们利用这种地利
、

人和

的有利条件
,

在全国开展
“

打了就跑
”

的游击战
,

神出鬼没
,

进退自如
,

能以少胜多
。

驻阿联军对此

防不胜防
,

很难找到准确的打击目标
,

且其现代化

武器在布满高山深谷的阿富汗难以发挥效用
,

要在

这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中大获全胜是不可能的
。

特

别是塔利班不是孤军奋战
,

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

伯国家的激进势力怀着对美国的深仇大恨坚定地站

在塔利班一边
,

不断对其提供人力
、

物力
、

财力支

持
,

使塔利班能够坚持长期抗战
。

述表明
,

美国虽占据战场优势
,

但要消灭塔

利班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

同时
,

塔利班也更不可

能实现赶走外敌
、

恢复政权的目标
。

阿富汗战争再

打下去
,

不可能有赢家
。

阿富汗问题只有通过和平

谈判和实现全国和解来解决
。

由于双方所提和谈条

件完全相左
,

和平前景曙光未现
。

阿富汗战争还将

拖延下去
。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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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恤 雌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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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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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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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川沙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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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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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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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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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利班再烧外国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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