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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是文明古國之一，自古透過絲路，波

斯就與中國，進行手工藝品地毯的貿易，地毯

是財富地位的象徵，擁有地毯是奢侈。波斯和

中國保持互利友好關係。

18世紀初贊德王朝、卡扎爾王朝相繼崛起

，但因長期戰亂，國勢衰竭，屢受外國入侵。

俄羅斯帝國攫取大片領土。英俄為了防堵德國

勢力深入中東，1907年協議瓜分波斯，俄國控

北部，英國佔南部，僅留中間作為緩衝區，仍

由卡扎爾王朝治理。

1921年 2月 21日，禮薩‧汗上校發動軍事

政變，佔據德黑蘭，1925年取得王位，建立巴

列維王朝，於1935年改國名為伊朗。1941年禮

薩· 汗遜位，由其子穆罕默德· 禮薩· 巴列維繼

位。巴列維執政時期，美國為伊朗石油，及保

持在中東利益，大力扶持巴列維王朝，伊朗強

大軍力，儼然成為波斯灣地區的警察。

1951年 4月 28日，伊朗伊斯蘭議會以 79票

贊成、12票反對提名摩薩台為首相， 1951年至

53年，任民選首相。他是作家、行政官員、律

師、議員和政治家，具有王室和貴族背景。任

首相實施社會改革，包括推行失業補償金制度

、立例規定僱主，向患病或受傷員工，提供福

利、解放佃農，令不再受地主強制勞役。又規

定地主貢獻，租金收益的 20%到一個基金，資

助興建公共浴堂、農村住房，和害蟲防治等的

市政發展項目。 在首相任內最矚目的舉動：把

被美國與英國佔有的石油資源，國有化，以前

，伊朗石油業，自1913年起，一直由英伊石油

公司掌控，背後則由英國政府操控。

在英國軍情六處要求下，美中央情報局策

動，成功在 1953年 8月 19日推翻首相摩薩台，

讓巴列維國王重新上台，導致部分伊朗人不滿

。

1963年巴列維國王，施行白色革命，依美

國藍圖，進行農業與工業改革，婦女選舉權、

森林水源，收歸國有、工人參加分紅，並限制

宗教勢力。另外，還簽下在伊朗美軍治外法權

，犯罪不受伊朗法庭審判，而交美國處理。宗

教領袖，霍梅尼大力反對，巴列維逮捕，64年

11月4日將他，強行驅逐出境。

77年，伊朗爆發大規模反對國王。遊行示

威不斷升級，群眾抬著霍梅尼的畫像，高呼打

倒國王，建立伊斯蘭國口號。78年 8月，巴列

維更換內閣，對德黑蘭等12個大城市軍管，出

動大批軍警鎮壓。在德黑蘭，數千示威者傷亡

，累積的不滿情緒，達到巔峰，最終引發伊斯

蘭革命。全國大規模的示威罷工，造成石油工

業停產，交通中斷，令政局更失控，陷入全國

動亂。

1979年 1月 16日，國王禮薩‧巴列維被迫

出國，委任巴赫蒂亞爾組織內閣。2月1日，霍

梅尼結束15年流亡生活，由巴黎回到德黑蘭，

宣布廢除君主立憲制度，成立伊斯蘭臨時革命

政府。2月任命巴扎爾甘，為伊朗總理，接管

政權，巴列維王朝覆亡。4月改國名， 政教合

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舉行公民投票。10月

，伊朗王巴列維，流亡美國，治療淋巴瘤，德

黑蘭群眾，憤而佔領美使館，扣留使館人員，

長達 444天，直升機救援行動失敗，使卡特總

統失去連任。史稱伊朗人質危機，自此美國與

伊朗斷交。

1980年 9月 22日，伊拉克在美蘇支援下，

與伊朗進行兩伊戰爭，直到 1988年 8月 20日停

火，伊朗受損不少。戰爭期間，美海巡防艦羅

拔號，在波斯灣，被伊朗封鎖海峽的水雷炸傷

，即派企業號航母群報復，炸毀伊朗的錫里石

油鑽井平台，擊沉伊朗海軍飛彈快艇約珊號!

1997年當選的溫和派，哈塔米總統致力改

革，向西方釋放和解訊號。由於美國與阿富汗

及伊拉克戰爭，從東西兩面，威脅伊朗，國家

安全，美總統小布殊，將伊朗定為邪惡軸心，

哈塔米的和解政策，受保守派抨擊而止。

2003年伊拉克被美英部隊佔領。由於美軍

與伊朗相鄰，加深對立，伊朗為防範美軍入侵

，大舉備戰。兩伊戰爭，引發伊朗與伊拉克，

在大規模殺傷武器，軍備競賽，促使伊朗，啟

動核子計劃，宣布提煉出核電站燃料鈾，引發

核問題，並遭到系列制裁，聲稱僅和平用。面

對國際，巨大壓力，2015年，達成，六國在維

也納簽訂伊朗核協議，解除制裁，換取伊朗減

少鈾濃縮活動。但協議18年被，美國廢除。隨

後，伊朗推進核子計劃，並儲存遠超出民用，

需求濃縮鈾。24年，伊朗的地緣政治地位因以

色列–哈馬斯戰爭（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發生了

直接交火）而嚴重削弱，以色列看到了摧毀伊

朗核能力關鍵機會。在美國外交尋求新核協議

期間，暫緩行動，但在 25年 6月，以色列主動

採取行動，襲擊伊朗軍事、核設施和政權基礎

設施的關鍵部分。

隨著特朗普上台，再度對伊強硬。2018年

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隨?能源價格飆升

，伊朗獲取巨大經濟利益 ! 11月初，對伊朗石

油出口制裁，但允許中國大陸、日本、印度、

在半年內，可繼續進口，免遭制裁。2019年 5

月開始，美國對所有進口伊朗石油國制裁。

2020年 1月 3日，伊朗第二大權勢人物，

卡西姆‧蘇萊曼尼，被美國刺殺，大大加劇，

兩國的緊張關係。三天後，在對美軍發動的報

復性襲擊中，載有 176名民用飛機，在伊朗首

都附近，被伊斯蘭革命衛隊擊落，最初否認，

三天後承認擊落，稱為「人為錯誤」。

上周還說「未來兩周」可能與伊朗談判的

特朗普，卻突然空襲伊朗核設施，豪賭圖振奮

個人威望。軍事冒陷入中東戰爭泥沼，可能推

高美通脹，政治上面對內部分裂，國際上展現

言而無信。反復無常，過去兩月與伊朗舉行核

談判，到以色列多星期前大舉空襲伊朗後，卻

突轉為威脅用獨有「碉堡剋星」炸彈，摧毀伊

朗深山，地底核設施，聲稱取得輝煌軍事勝利

，徹底摧毀其關鍵核濃縮設施。沒有伊朗挑釁

，他違反聯合國和國際法，冒著爆發第三次世

界大戰的風險！

由議和轉為動武，只因美伊核談判膠著，

急於建功，特朗普不耐煩，需要挽回聲譽。美

軍機千里奔襲，以獨有炸彈搗毀伊朗地底核設

施，彰顯全球沒有他們攻不破，加強軍事威懾

力；轟炸伊朗還可取悅猶太金主、軍火商及石

油商， 福音派基督徒堅定支持，一舉多得。轟

炸伊朗，凸顯其施政特點，容易盲動，頭腦發

熱，看到眼前，短期利益，忽略長遠損失，冒

然強硬行動。軍事上，對伊朗動武令中東戰火

加劇，可能令美國再陷入中東戰爭。美國剛從

阿富汗、伊拉克撤兵不久，結束二十年戰爭噩

夢，現在卻又挑釁伊朗，點燃熄滅的火頭。以

色列近日大舉空襲，揚言要殺伊朗最高領袖哈

梅內伊、鼓動政權更迭，伊朗在滅國威脅下，

可能不計後果反擊。美國駐中東，4萬軍人及

基地，將成首要目標，伊朗一旦封鎖，主要石

油航道，霍爾木茲海峽，全球石油供應，必受

影響。油價繼續飆升，加劇美通脹、打擊金融

市場，拖延儲局減息，最終傷害到國內經濟。

美國能速戰速決，或推翻伊朗現政權，可激進

勢力，還會組成反美或恐怖主義組織。而伊朗

擁有可製武的濃縮鈾，一旦流入武裝組織，全

球安全，核輻射陰影巨大。

特朗普自誇是二戰後，唯一任內沒有

發動戰爭的總統，「和平總統」是他去年

，吸取極右選民承諾，以美國優先，不再

做「世界警察」。結果自食其言，去打伊

朗，惹來忠於他，極右派人士，不滿反彈

。

特朗普指責伊朗為「中東惡霸」，若

伊朗是惡霸，那以色列是甚麼？現美以聯

手轟炸伊朗，擴大中東戰火。聯合國秘書

長，古特雷斯警告，升級衝突可能引發局

勢「混亂螺旋」，全世界會為核戰，擔驚

受怕，為油價多掏冤枉錢。全世界是否相

信川普會為世界帶來和平並獲得諾貝爾和

平獎？他甚至警告，不要對美國利益進行

報復，希望異教徒能對這次打擊保持寬容

? 1979年，伊朗學生劫持，美國人質 444

天，是否引發了戰爭對抗? 現在，政客們

已經偏離了美國建國價值觀——人性、正

義。毆打遠近鄰居，得到同樣的回應。在

美國二百五十年的歷史中，只有十六年沒

有戰爭。

美國自伊斯蘭革命後就從未進口伊朗

石油，而歐盟也已對伊朗實施制裁，禁止

成員國與伊朗續簽石油進口協議。 05年

末，中國與伊朗簽署，價值 1,000億美元

，石油合作協議，成為貿易重要夥伴。12

年 5月，伊朗供應中國原油以人民幣支付

。

中國和伊朗曾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

蹂躪，有共同屈辱歷史，同病相憐，兩國親如

兄弟， 伊朗自力更生，自主研發並發射火箭

和衛星。 中國防部長董軍，25日在青島，會見

來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國防部長會

議，伊朗國防部長納西爾扎德、董軍說，百年

變局，加速演進，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滋

長，霸權霸道霸凌行，嚴重衝擊，國際秩序，

為亂源禍源。要加強在聯合國、協作配合，團

結進步力量，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維護全球戰

略穩定。擲地有聲，贏得敬重，為眾望所歸。

世界知道誰是戰爭販子，誰是和平締造者！

以色列在國際核子檢查中，確認核子科學

家的身份後，派特工前往伊朗暗殺。伊朗電視

台報道，一名知名的伊朗核科學家，在以色列

襲擊中喪生，成為過去 12 天，被殺原子能專

家中的最新一員。據報上月，受美國務院制裁

，穆罕默德‧雷扎‧塞迪吉‧薩貝爾，是伊國

防創新與研究組織，沙希德‧卡里米集團的負

責人，致力研發核爆裝置的研究和測試項目有

關， 周二伊朗北部襲擊中喪生。

伊朗最新聲明:美軍空襲，等同對發動戰爭

。伊朗保留所有捍衛主權利益。伊朗國會已批

准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將對全球經濟造成深遠

影響。國務卿魯比奧表示，美國目標，並非政

權更迭，也不在伊朗挑起戰爭。提倡中國勸伊

朗，別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這樣將是可怕錯誤

，經濟自殺。

伊朗是驕傲的民族，不會輕易被操

縱和屈服，美國對伊朗三個地點的閃電

轟炸，將使伊朗人民團結起來，保衛國

家。美國失去了信譽和尊重的領導地位

。誰是亂世魔王? 以偽名出師， 點燃中

東火藥庫！他陷入了這片混亂的沼澤，

並承擔這案，他能脫身？任務不容易。

攻擊後，伊朗可能會更隱密，追求核武

安全保障。

這可能引發推翻政權的呼聲，但特

朗普應了解，伊朗政權更替比伊拉克和

阿富汗要難得多。他還須控制以色列，

不要擴大戰火。已拖美國進入這場戰爭

，總統不能讓以色列，主導結束方式。

未來取決伊朗如何反應。以色列連

日空襲，已削弱其飛彈能力，且數名高

階軍官被擊斃，軍事指揮體系遭擾亂。

但伊朗仍能攻擊美盟友，尤其是駐紮四

萬美軍的中東國家。伊朗也可干擾國際

航運，挑起更大衝突。

伊朗受挫，短期內可能限制報復，

並願意與特朗普談判 ，永久限制核武。

也可能反擊軍事行動。摧毀少數核設施

相對簡單，但削弱伊朗封鎖波斯灣貿易

，或進行不對稱戰術，則更複雜。伊朗

支持胡塞武裝，曾威脅紅海航運，國際

雖大力阻止，但效果有限。特朗普會否動武制

止？他會否只滿足，限制核計劃，而不觸及常

規武器能力？會將戰事拖多久，達到超越，遏

制核的目標？

前國務卿布林肯在《紐約時報》評論指出

，特朗普對伊朗三個主要核設施的錯誤襲擊。

如他在上任期，沒有撕毀，奧巴馬的伊朗核協

議，絕不會到這地步。在美退出後，伊朗加速

其鈾濃縮，現特朗普正試圖，撲滅自己澆上汽

油的火。在襲擊前，仍有時間，讓外交發揮作

用，並不像他所描繪的緊急，並冒著促成想要

阻止事情的風險。警告：襲擊阻礙核野心，可

能激怒伊朗，迅速重建，深度進行，追求武器

化， 後果不堪設想。特朗普用華麗措辭，掩蓋

戰爭意圖：保障海內外公民，維護美國的國家

安全和外交利益！巧言盜世？ 以色列借美

國之刀，打擊伊朗核威脅。核輻射的危險，將

使中東地區，陷入仇恨和反美的泥淖。權力導

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誰有智慧

德行 ?特朗普好大喜功，不合邏輯理性， 魯莽

而不負責任 他獨行獨斷，在民主中，行不民主

，踐踏憲法。他生日軍事遊行 ，增強他王朝皇

帝的信心? 世界把他看成自大自戀狂瘋子? 特朗

普用華麗措辭，掩蓋戰爭意圖：保障海內外公

民，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 巧言盜

世？自欺欺人？以戰萬國策，在中東點燃戰火

，可能引發反美恐怖攻擊，全球警報，美國人

成為仇恨目標。世界聽到怒吼：美國佬滾！他

的以戰止戰，為以色列惹禍上身，贏得民心？

將迎來一個和平世界，還是面臨，第三次世界

大戰， 天下大亂的核武威脅？

波斯滄桑 晚生姓高 聖羅倫佐

巴列維國王

1979 年 1 月 13 日，約 40 萬人在德黑蘭大學集會要求沙王下台。
圖左為霍梅尼畫像，中間為社會學家沙里亞提畫像。

伊朗人質危機毀卡特連任之路
美伊斷交兩國關係轉敵對

伊朗人質危機是美國首度遭遇不對稱、非

共產主義者挑戰。一段友誼變成苦澀、駭人的

對抗，為兩個國家近半個世紀的關係定下基調

，也對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政府帶來災難性後果。

始於 1979年 11月 4日的伊朗人質危機開啟

長達 14個月密集、富戲劇張力和爭議性新聞報

導，堪稱戰爭之外，被美國電視新聞關注時間

最長而且報導最深入的國際事件之一，改變了

公眾對事件的理解和對政府的信賴。

卡特當時無視伊朗反美情緒高漲而批准剛

被推翻的親美伊朗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

za Pahlavi）流亡紐約治療癌症。效忠伊朗新領

導人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激

進分子闖入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挾持 52名美

國人質 444天。他們於 1981年 1月 20日總統雷

根（Ronald Reagan）就職當天獲釋。

「卡特優柔寡斷、短視近利、忽視眼前風險而

且執行不力，大禍臨頭卻毫無防備，終鑄成大

錯。」

專研 1940年以來美國—中東外交史的俄亥

俄州立大學外交史教授哈恩（Peter L. Hahn）撰

文對伊朗人質危機下了如此註腳。哈恩曾任美

國外交關係史學會（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會長。

致力於教育美國大眾關於白宮歷史的非政

府、非營利組織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網站指出，這場危機於卡

特就職近 30年前就已經開始醞釀，「在那麼長

時間裡，美國不僅提供政治支持，更在人質危

機發生前不久，對伊朗國王的政府大舉提供軍

事支援」。

對許多伊朗人而言，美國就是西方干預伊

朗社會的象徵。1979年卡特批准巴勒維入境治

療，喚起伊朗人對華府的舊恨：1953年中央情

報局（CIA）協助策劃推翻受到愛戴的伊朗總

理莫沙德（Mohammad Mossadegh），幫助巴勒

維重拾權力。

伊朗確實有其重要性，因為它對工業化的

西方供應石油，而且將波斯灣油國與蘇聯分隔

開來。維持伊朗穩定和獨立對美國利害攸關，

但是伊斯蘭革命已經凸顯巴勒維遭到人民唾棄

，華府卻視而不見。

1979年卡特上任 3年之際，巴勒維自食多

年不得人心施政的惡果，包括他運用秘密警察

任意逮捕和實施酷刑打壓異議人士。卡特那時

還以為巴勒維過去的溫和派對手有機會組成聯

合政府，詎料宗教基本教義狂潮如此風風火火

，世俗化、西化的德黑蘭轉瞬變臉走向神權，

親美立場一夕顛覆，終至與華府決裂。

對於伊朗基本教義派掌權的政治意涵，當

時美國政府甚至沒有充分情資得以讓他們先深

思熟慮再形成決策。

白宮歷史協會指出，時任美國國家安全會

議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官 員 的 西 克

（Gary Sick）回憶卡特副手孟代爾（Walter

Mondale）詢問時任中情局長特納（Stansfield

Turner）說：「總之，阿亞圖拉（Ayatollah）到

底是什麼？」特納回答他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

知曉。

儘管卡特理解，他的決定將引發政治動盪

，也深知何梅尼政府會解讀為「妄自尊大的西

方再一次干預伊朗事務」，華府終究「基於人

道原則」而給予遭到廢黜的「長期盟友」亮綠

燈。美國外交官曾接觸當時的伊朗總理，得到

雖反對美國決定，但是德黑蘭當局將會保護華

府外交官安全的保證。

據白宮歷史協會，數日後的當年 11月 4日

，3000名激進分子入侵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

劫持館內外交和軍事人員，要求以巴勒維交換

人質。何梅尼於當時溫和派伊朗總理辭職抗議

後掌控全局。長達數月的談判未能促成人質獲

釋，美國於 1980年 4月與伊朗斷交後，卡特批

准特戰菁英展開援救行動，卻以慘痛失敗收場

。

執行任務的數架軍用直升機在沙漠故障，

倉促撤退行動又發生直升機與運輸機相撞而折

損 8名突擊隊員。對許多美國人而言，此一挫

敗成為後越戰時期美國軍力式微的象徵，卡特

的民意支持度跌落到 20%，比前總統尼克森

（Richard Nixon）在「水門案」（Watergate）期

間的支持度更低。

這場危機催生每日新聞追蹤的報導型態，

記者總是以「伊朗人質危機今天來到第⋯天」

開場，電視新聞日復一日放送駐德黑蘭大使館

外反美暴民怒吼「美國人去死」、「卡特去死

」畫面，美國廣播公司（ABC）更為此開播新

聞雜誌節目「夜線」（Nightline）。

白宮歷史協會稱：「美國人民因此對他們

的領導人失去信心。」

最諷刺的是，人質危機於 1980年選舉日當天正

好屆滿週年，卡特競選連任敗北，雷根創下以

在野候選人身分參選而獲最高選舉人票數的紀

錄。

美國—中東外交史家哈恩於 2017年評論美

國前總統川普退出 2015年伊朗核子協議的決定

時提到，針對中東最強大國家之一制定新路線

，「卡特失足的前例提供寶貴教訓：跟伊朗打

交道的時候，做總統的人必須確認情資正確、

小心翼翼考量風險，並且設想史觀迥異的伊朗

將會如何解讀」。（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