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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勢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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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哈尼雖被視為伊朗溫和派，但政治生涯在保守
派權力集團中心度過。他在伊斯蘭革命後擔任政府
多個職位，1989年起任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
（SNSC）成員16年，2003至2005年成為伊朗首席核
談判代表，晉身國際舞台。他致力調解各方關係的
實幹風格，贏得「外交官酋長」稱號。
魯哈尼1948年生於伊朗北部索爾赫，自小鑽研伊

斯蘭神學，在德黑蘭大學完成法學學士學位。1960

年代起跟隨已故伊斯蘭革命精神領袖霍梅尼聲討伊
朗君主體制，1977年被迫逃離伊朗。1979年伊斯蘭
革命後，他返國協助穩定局勢，之後在政府核心打
滾。2005年艾哈邁迪內賈德當選總統後，他憤然辭
去SNSC和核談判代表職務，劃清界線。
魯哈尼主張改善伊朗與國際社會關係，減輕西方

制裁力度，重振經濟，獲大量選民支持，今年6月首
輪大選便取得過半選票當選總統。

魯哈尼擅調解膺「外交官酋長」

美國總統奧巴馬及伊朗總統魯哈尼日前歷史性電話通話，為兩國融
冰邁出重要一步。為表示友好，美國更於魯哈尼臨別之際，將一隻有
2,700年歷史的波斯純銀「獅鷲」酒杯送還伊朗。隨團訪美、專責文化
機構及博物館管理的伊朗副總統納杰菲形容，此舉將向伊朗人帶來正
面訊息。
這次送予伊朗的「獅鷲」純銀酒杯，是公元前7世紀波斯阿契美尼德

王朝的藝術品。美國國務院表示，海關2003年從一批走私文物中檢獲
該酒杯，估值逾100萬美元。魯哈尼透露，美方日前聯絡伊朗，並稱
「我們有禮物送給你們」，他形容這是特別的禮物。納杰菲則希望，
「獅鷲」回歸只是標誌其他文物歸還的開始。

美歸還2700年歷史波斯文物

伊朗憲法賦予最高領袖對伊朗內外政策的最終決定權，奠
定其高於總統的地位。前總統哈塔米在1997年至

2005年間雖然大推改革，但始終無法說服哈梅內伊，無
功而回。有魯哈尼的高級幕僚及西方分析員認為，哈
梅內伊今次授權魯哈尼尋求與美國達成協議，也存在
撤回這種支持的可能性，取決於他會給予魯哈尼多少外
交努力的空間。
有專家認為，哈梅內伊容許魯哈尼嘗試與西方直接

對話，是希望試探美國在核談判上的彈性，並看看
美國是否準備承認伊朗是中東主要大國之一的地
位。伊朗政治評論員穆薩維指出，若魯哈尼與
美國的談判成功放寬或解除西方對伊朗的制
裁，哈梅內伊自然可以居功至偉。相反
談判破裂，哈梅內伊也沒有責
任，因為這印證了他指「西方對
伊朗毫無誠意」警告的正確
性。

衛隊憂地緣政局改變

另邊廂，在軍事、經濟、
政治等領域擁有廣泛影響力
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等強硬
派，亦是魯哈尼與西方接觸
的一大顧慮。革命衛隊日前
就強調，會拒絕任何對製造
核武等主要任務構成威脅
的和平協議，被認為是
對魯哈尼的嚴重警告。
美伊破冰，同時意味地
緣政局轉變，將影響到伊
朗支援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和黎
巴嫩真主黨等國策，亦是革命衛隊
慎重考慮的因素。
然而，一旦革命衛隊等強硬派反對聲

音開始威脅到國家穩定，哈梅內伊極有可能
撤回對魯哈尼的支持，倘如此，魯哈尼將失去談
判資本，伊朗與西方的關係亦恐將打回原形，甚至進一步惡化。若伊朗
核心領導層並非真心轉變，當前努力恐前功盡廢，美伊破冰只會淪為空談。

料企硬促承認擁核權

雖然伊朗近期發出較溫和論調，但有伊朗知情人士稱，哈梅內伊絕不會在基本立場上妥協，包括絕不承
認以色列國，也絕不會停止支持巴勒斯坦組織。在核問題上，這意味㠥伊朗只接受一種結果，就是美國及
國際社會全面承認伊朗「有權」擁有並控制自身核計劃。
總之，美伊關係走勢如何，將是近期國際政治的一大看點。

伊朗總統魯哈尼紐約之行大放異彩，實現了

美伊元首34年來首次通話，為兩國關係破冰

和解決伊核問題帶來希望。然而有分析指，

魯哈尼只是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

「代言人」，後者才是伊朗外交魅力攻勢背後

的終極權威；向美國釋出善意，亦勢必惹來

革命衛隊等強硬派不滿。哈梅內伊日前曾罕

有斥責革命衛隊干政，應和魯哈尼稱革命衛隊

不應涉足政治的說法，反映他對這名老朋友的鼎

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陳國麟

最高領袖批強硬派 「革命衛隊不應干政」

遙控總統試探華府伊兩派
角力

過去五年來，美國總統奧巴馬時刻面臨一個困局︰美國何時願出面擔任世界

警察，又何時要求盟國充當「先鋒」，為華府分擔相應的風險和代價？分析

指，從奧巴馬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可見，主導美國外交的「奧巴馬主義」

(Obama Doctrine)又起變化，奧巴馬已向現實低頭，承認外交影響力有限，即

使要在中東動武來維持美國「核心利益」，也不會再試圖強加美國價值觀。

在第一屆任期，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思想是當美國面臨直接威脅時，應毫不猶

豫地訴諸軍事行動。與此同時，奧巴馬亦與前任布什政府劃清界線，明言不願

將美軍用在曠日持久、不緊密涉及本國利益、並缺乏盟友支持的衝突中。當時

他描繪美國在中東兩大目標－推動民主進程，與伊斯蘭世界和解。

欲從泥沼抽身　「守成」盤算落空

這背後戰略考慮，是讓美國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泥沼抽身，在中東㠥重

「守成」，將更多資源用於所謂全球戰略再平衡。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戰後一片

混亂、埃及動盪、以色列和伊朗緊張升級，種種跡象顯示奧巴馬的盤算落空。

最近一個月，奧巴馬的中東政策不斷「扭㢇」，先是揚言攻打敘利亞又突然

放棄，到了在聯國大會上，又聲言準備使用軍事力量等全部資源，確保美國在

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核心利益。他將致力於兩件高風險外交行動：尋求談判解決

美伊對立，以及為巴勒斯坦人建立獨立的國家，讓其與以色列安然相處。

「奧巴馬主義」反覆 信譽成疑

打與不打，一直困擾奧巴馬政府，外界關注它在經歷五年來中東政策的曲折

後，是否還再想動武。在國內外一片反對聲音下，奧巴馬擱置攻敘，若敘政府

日後背棄交出化武的承諾，美國亦難以令人信服其武力威懾。

伊朗比敘利亞更棘手，牽涉美國和以色列重大利益，奧巴馬已明確表示不容

許伊朗在他任內取得核武，華府官員透露，若未來半年內仍無法以外交手段阻

止伊朗發展核武，奧巴馬將愈趨受壓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問題是，「奧巴馬

主義」反覆5年，是否還值得相信？

外交影響衰落

美向中東現實低頭

美國去年推出「重返亞太」政策，意圖從中東收縮，集中力量遏制中國和俄

羅斯，但美國近期深陷中東泥淖，《華爾街日報》引述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亞洲

外交官稱，很懷疑奧巴馬政府在目前形勢下，如何將美國軍事和外交資源從中

東調配至亞洲。

美國國務卿克里2月上任以來僅出訪亞洲1次，但赴中東則達7次之多。地緣

政局分析機構Stratfor首席分析員卡普蘭直指克里「沉迷」中東，認為亞洲國家

都明白，克里對亞洲的關注程度遠不及前任美卿希拉里。卡普蘭稱，由於美國

再次捲入中東事務，「中國可稍為鬆口氣」。

卡普蘭指，奧巴馬政府最大的外交創新就是「重返亞太」，但克里降低其重

要性；國防部長哈格爾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都無意向敘利亞動

武，並希望集中亞太政策，但他們都被克里拖了後腿。他認為克里只顧敘利亞

人道問題，為了挽救奧巴馬在美國本土的形象，賠上重要的地緣政治利益。

克里沉迷中東 拖「重返亞太」後腿

伊朗是有近5,000年歷
史的文明古國，公元前6
世紀古波斯帝國盛極一
時，成為世上首個地跨
亞、非、歐三大洲的帝
國。但它先後遭希臘
人、阿拉伯人等入侵統
治，故波斯帝國的興衰
和多民族文明交融，造
就波斯民族多元文化。
藝術方面，波斯人在

石塊、木材等材料繪畫
栩栩如生的動物和花卉
圖案，令波斯繪畫以精
緻細膩而聞名世界。波
斯地毯是世上最精細、
最具裝飾性的地毯之
一，對色澤搭配等方面
有極高要求。
波斯文學是另一種文

化遺產，伊朗文學創作
在中世紀發展極盛，許
多用波斯語寫成的著作
聞名於世，其中詩歌被
譯成多種文字。語言文
字發展則可分為3個階
段，近代波斯語則是伊
朗現時通
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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