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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研究·

试析冷战在中东的分期和特点

黄民兴

(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中东在美苏冷战中具有重要意义。中东的冷战可划为四个阶段: 美国开始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势

力，苏联实现突破的努力失败; 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高潮，英法基本退出中东，美苏展开激烈角逐; 英国彻底退

出中东，苏联影响进一步增长，中东呈现“不战不和”局面; 美国促成中东和平进程，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衰落。冷战在中东的主要特点如下: 中东是除东欧外非两大阵营国家唯一与超级大国苏联有陆地接壤的地

区，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前沿阵地; 中东是冷战的发源地之一; 中东成为美苏激烈争夺的地区，双方各有自己的

战略; 中东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延绵不断，并与冷战相互交织，而后者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有限; 冷战与中

东起伏不定的民族主义相互影响; 中东在冷战中诞生了高度敌视西方的极端伊斯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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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称霸全球

的战略重心，是控制欧亚大陆，而中东在欧亚大陆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①首先，中东地处欧亚非大

陆之间，号称“五海三洲之地”( 地中海、红海、黑海、波斯湾、阿拉伯海) ，是欧亚非之间重要的海空通道，

连接欧洲和苏联本土; 其次，中东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对世界的能源供应影响巨大; 再次，中东有一批主

要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是三大一神教的发祥地，因而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檷檷 檷
檷

檷檷檷
檷

殟

殟殟

殟

。

一
中东在美苏冷战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别具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可以把中东的冷战大体

划分为四个阶段: ②

第一阶段:英法势力逐渐退出中东，美国开始取而代之，苏联试图在中东取得突破，但徒劳

无功，冷战开始(1945 － 195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联盟于 1945 年宣布建立，标志着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进入新阶段。但中东在总体上仍被以英国为代表的老殖民主义所控制，其对埃及、
伊拉克、外约旦、阿曼、南也门、海湾酋长国等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和伊朗、土耳其有重大影响。

此时的苏联极力利用其战胜国的地位巩固南部边界，扩大势力，并打破英法的殖民主义体系。1945
年，它在相邻的“北层”( Northern Tier) 地区发动攻势，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拒绝从伊朗撤出军队，并

扶植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权和“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图谋在伊朗获得石油租借权。而且，它还和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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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 1947 年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中投票支持以色列，使后者的建国成为可能。美国利用这一

时期中东的动荡加紧渗入中东，通过杜鲁门主义控制了土耳其和伊朗，有效化解了苏联对两国的压力，

并迫使苏联从伊朗撤军; 美国也在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投票中支持以色列。美苏两国同时支持

以色列建国，其共同目标是突破英国对中东事务的垄断。但是，美国的主要目标是笼络所有中东国家，

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对苏政治、军事包围圈。这一计划因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敌视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高潮，英法势力基本退出中东，美国与苏联展开激烈角逐(1955 －

1962)。1953 年以后，美国开始谋求在“北层”建立一个小型的军事集团，这就是 1955 年签订的巴格达

条约。伊拉克与土耳其签约激起了埃及、沙特等国的强烈反应，两国与叙利亚、也门形成了阿拉伯南层

联盟，对抗伊拉克。同年，埃及购买捷克武器，此举标志着苏联势力大举进入阿拉伯世界，美国随即宣布

不再向阿斯旺高坝提供援助。1956 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接受苏联对阿斯旺高坝的

援助，随后爆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潮，此后英法势力彻底退出埃及，两国沦

为“中东的边缘行为体”。① 1958 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亲英的费萨尔王朝，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

组织。随后，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简称阿联) 。此后，美国出兵支援约旦和黎巴

嫩，此举遭到阿拉伯激进国家的强烈反对。亲美的黎巴嫩政府受到严重冲击。
第三阶段:英国势力彻底退出中东，苏联在中东影响进一步增长，中东呈现“不战不和”局面(1962

－ 1973)。进入 1960 年代以后，原为英国殖民地的南也门、科威特先后独立; 1971 年，英国势力撤出海

湾，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建国。同时，苏联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影响迅速增长，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

走向缓和。1967 年“六五”战争后，阿拉伯国家遭受重大挫折，美国与以色列建立了盟国关系，保障以色

列的安全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犹太国成为美国对抗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手段。由此，

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即形成亲美的以色列、伊朗、土耳其与亲苏的阿拉伯激进国家的对

垒。同时，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缓和，美国开始从土耳其撤出中程导弹，②以

色列和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出现了“不战不和”的局面。
第四阶段:美国促成中东和平进程，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衰落，在阿富汗的冒险最终失败，冷战

在中东结束(1973 － 1991)。1969 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开始了美国从亚洲收缩的战略。十月战争后，美

国改变其完全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转而力促中东和平进程。同时，埃及转而脱离苏联，走向与以色列的

和解。这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的重大胜利，苏联只能依靠叙利亚继续与它们对抗，但阿以冲突的政治解

决已逐渐成为包括阿拉伯地区在内的共识。另一方面，伊朗革命的爆发使美国失去了在海湾的支柱。
伊朗霍梅尼政权的建立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扩张政策使海湾成为继巴勒斯坦之后中东又一个地区热

点，其结果就是两伊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的 1990 年海湾危机。在阿富汗，苏联取得了进展，1973 年在

这里发生了亲苏势力的政变。1978 年，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通过政变上台，一年之后则是苏联公

开入侵，标志着冷战达到高潮。美国的卡特政府因此在波斯湾确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并大力支持阿富

汗圣战者，波斯湾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具有了与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同等重要的地位。苏联政治经济

的衰落最终导致其 1989 年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则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萨达姆，随

后召开了致力于推进和平进程的马德里中东和会。中东的冷战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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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在中东的主要特点表现如下:

第一，中东是非两大阵营国家中唯一与超级大国苏联有陆地接壤的地区，是美国遏制战略

的前沿阵地。中东与苏联接壤的国家均为非阿拉伯国家( 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 ，地处中东的

北翼，因而 50 年代初期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称其为“北层”。与之相对应，地处南方的阿拉伯世界为

“南层”。尽管宗教上同属伊斯兰教地区( 只有个别国家如黎巴嫩例外) ，但北层与南层在政治和外交上

有很大区别。土耳其和伊朗历史上与信仰东正教的俄国发生过多次战争，并因此丧失领土，所以存在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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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歧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年版，第 187 页。
1959 年，美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从此逐步形成潜基弹道导弹的核打击力量，陆基中程导弹因此失去效用，北层国家的战略

价值也因而下降。



视苏联的民族情绪，在二战中与苏联存在纠纷，因而对付苏联成为战后外交的重点，加入西方阵营是当

然之举。① 阿富汗在历史上未与俄国发生战争，但丧失过领土，其传统的中立政策阻止了它与东西方中

的任何一方结盟。
因此，苏联的南翼成为它脆弱的“软腹部”。对于西方而言，巴格达条约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土耳其

可以阻止苏联舰队随意穿越海峡进入地中海，伊朗和巴基斯坦则可堵死苏联通往南方暖洋的道路。同

时，土耳其成为北约在欧洲、北美以外唯一的成员国，这里部署有美国的中程导弹，因此 60 年代以前土

耳其在遏制苏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它是联结北约与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关键环节，而西方经由

土耳其和上述两个军事组织，再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与东亚美国盟国的双边防御条约，构建了一个

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弧形包围圈。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与俄国没有领土纠葛，而以色列则是它们最大

的心病，绝对不愿意参加有以色列加入的军事联盟。因此，美国在这里的联盟战略最终失败。华盛顿不

得不退而求其次，建立了只有北层国家参加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是唯一的例

外。正因为如此，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大力笼络盟友，与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以及并非阿拉伯国家的阿

富汗②建立了密切联系，大力输出军火，从而对亲西方的北层国家和以色列构成了制衡。
第二，中东是冷战的发源地之一。冷战开始的标志之一是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它标志着美国接管英

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利益，开始对抗苏联。非但如此，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就共同控制了伊朗，双

方在合作的同时也展开暗斗，而战后苏军在伊朗的滞留及其引发的库尔德共和国问题、石油租借问题等

也是促成伊朗倒向西方的重要原因。到 50 年代，中东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试验田，也是第四点计划的

重点实施地区之一。冷战在西方内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美国取代英、法老殖民主义成为“自

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领袖。在中东，杜鲁门主义的诞生、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伊朗国有化运动

的起伏、美国在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优先地位的确立，都是这一过程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中东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地区，美苏各有自己的战略。当然，美苏在其他地区也展

开了类似的争夺，但在中东，这种争夺具有自己的特点。③ 就美国而言，其在中东的主要目标如下:

政治上和战略上，促进与中东亲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利用这些国家组成对付苏联和激进的阿拉伯

国家的阵营，镇压当地激进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极端伊斯兰势力，推进西方价值观传播，促进这些国家

以世俗化、民主化为特点的现代化的发展，并推动亲苏的激进阿拉伯国家脱离苏联影响，在以色列与亲

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并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展。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确保以

色列的安全。军事上，力促中东亲西方的国家建立军事集团，对苏联进行遏制，阻止其进入地中海和印

度洋，同时牵制激进的阿拉伯国家。此外，中东战争的频繁爆发为美国试验新型武器和推销军火创造良

好条件，中东产油国巨额的石油收入促使西方结束了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援助，代之以军火贸易。美国战

后撤出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后，多次对中东进行军事干涉;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加强了在中东

的军事存在。经济上，大力向中东地区推销商品、提供援助、输出资本，同时从中东攫取能源和各种原

料。事实上，直到 1994 年进口才占到美国国内石油消费的一半以上，但是，控制中东石油不但可以为本

国财团获取巨额利润，还可以牵制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西欧和日本，并巩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

还通过沙特保持石油的低价，以维持本国经济发展并对同样出口石油的苏联施加压力。④ 另外，美国向

中东输出商品、资本和劳务可以促成石油美元回流，弥补因石油涨价造成的国际贸易赤字。
对苏联而言，在政治上和战略上，谋求巩固南部边界，通过发展与激进阿拉伯国家和阿富汗的关系，

打破西方战略封锁，牵制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伊朗和巴基斯坦，甚至是中国。70 年代以来，苏联陆续与

一些中东国家，如埃及 ( 1971 － 1975 ) 、伊拉克 ( 1972 － 1988 ) 、阿富汗 ( 1978 － 1988 ) 、南也门 (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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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耳其和伊朗的战略地位，布热津斯基称两国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 39 页。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有领土冲突，前者在战后第一个接受了苏联经援，也是人均接受苏联援助最多的国家。
参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十章。
石油和天然气是苏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甚至在油价高企的 1979 － 1981 年苏联仍然面临着财政赤字问题。参见［俄］E． T． 盖

达尔著，王尊贤译:《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4 － 137 页。



1988) 、叙利亚( 1980 － 1988) 、北也门( 1984 － 1988) 签订了具有盟友性质的条约。① 上述条约使苏联得

以对红海、东地中海、海湾、中亚等地区施加战略影响，从而对美国在中东和地中海、印度洋的利益构成

严峻挑战。另一方面，60 年代以来，苏联也开始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从内部削弱中央条约组

织。军事上，苏联大力向中东的激进国家和阿富汗等国提供军火和军事顾问，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因

此，中东的冲突有利于苏联，但后者也努力防止这一冲突危及自身与美国的关系。苏联也通过入侵阿富

汗直接向中东投射军事力量，阿富汗成为遭受苏联入侵的唯一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是促

成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经济上，苏联同样把中东作为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来源地和投资场所。
同时，苏联也向激进国家和阿富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与有大量私人投资和赠款的美国相比，苏联主要

提供官方援助和贷款，其目标是推动受援国“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上台以

后，放弃了赫鲁晓夫时代的做法，更加关注援助的实用性和互惠性，例如采取了补偿贸易的方式。同美

国一样，苏联也利用石油打击西方，如挑动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发动石油战，协助巴解打击在沙特和海湾

的大型贮油库和摧毁油轮的计划。②

显然，美苏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二者在中东进行了激烈的争夺。非但如此，即使是超级大国

自身的中东政策，也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例如，美国确保以色列利益和维持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目标

就是这样。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和丹麦学者奥利·维夫认为:“这些相互矛盾的使命，加

上对当地冲突缺乏兴趣，使美国几乎不可能有一个连贯的中东政策。”③

第四，中东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延绵不断，并与冷战相互交织，而后者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相对

有限。冷战主要是对峙双方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交锋，而中东则是战后热战不断的地

区，共经历了四次中东战争( 1948、1956、1967、1973 )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 1979 － 1989 ) 、黎巴嫩战

争( 1982) 、两伊战争 ( 1980 － 1988 ) 、海湾战争 ( 1991 ) 、美国入侵阿富汗的战争 ( 2001 ) 、伊拉克战争

( 2003) ，此外还有许多内战和其他冲突，如也门内战、黎巴嫩内战、阿富汗内战、巴勒斯坦起义等。中东

地区由此成为冷战期间欧洲和亚洲之外的第三条战线。④

因此，除了超级大国直接插手的战争以外，中东的战争主要是两大冲突: 西边的阿以冲突和东边的

海湾地区冲突，它们有其自身的原因和背景，主要是地区内的国家、民族和宗教矛盾。然而，由于冷战期

间许多中东国家分属东西方阵营，它们的冲突，主要是阿以冲突就具有了超级大国的代理人战争的色

彩。这就是亲西方、使用美式武器的以色列与亲苏、使用苏式武器的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的对立，即便

是亲美的阿拉伯温和国家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前线国家，并向巴解提供援助。
由此，1967 年以后冷战对中东的阿以冲突具有制约性，即没有超级大国的同意，阿以双方几乎不可

能爆发战争，因此美苏间的缓和决定了中东处于“不战不和”的形势中。直到 70 年代初，埃及与苏联关

系破裂，才导致了 1973 年十月战争的爆发。阿以冲突的地区症结促使美国下定决心，要使阿拉伯前线

国家脱离苏联的影响，由此出现了 1973 年以后美国的穿梭外交和最终埃以戴维营协议的签订。类似的

情况出现于海湾战争后，美国极力促成 1991 年有关阿以冲突的马德里和会的召开。所不同的是，此时

冷战已经趋于结束，十分虚弱的苏联对美国的中东战略给予了配合。
海湾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冷战在中东的结束，地区大国( 如伊拉克) 和反美的非国家势力( 极端的伊

斯兰主义) 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地区冲突的延续证明西方无力控制第三世界固有的地方矛

盾。即使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和约，双方之间的关系仍然冷漠，维持着“冷和平”的态势。
第五，冷战与中东起伏不定的民族主义相互影响。当代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中东的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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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既有泛民族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 也有国家民族主义( 埃及民族主义等) 。①

应当说，中东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关系是复杂的。事实上，阿盟的成立就是在英国的推动下实现的，后

者极力促使亲英的伊拉克和约旦成为阿盟的领袖。
但是，民族主义的真正目标与西方背道而驰，前者追求的是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发展、外交中立和

不结盟，而后者则致力于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前者，并迫使前者加入自己组建

的军事集团。苏联的目标与西方近似，只是手段更加隐晦，而且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认知使其更容易为

亚非拉国家所接受。但中东国家仍然与苏联保持距离，埃及和阿富汗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
在中东，正如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民族独立国家的政权有保守和激进之分，前者是北层国家和温

和的阿拉伯政权，后者则是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国家; 因此，前者的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对外亲西

方，后者则推崇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对外亲近苏联、主张积极中立。但在阿拉伯地区，由于阿拉伯民族主

义的存在，没有国家加入西方主导的军事集团( 除早期的伊拉克外) ，而且以色列是它们的共同敌人。
不过，保守和激进的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时导致了冲突，如 1962 年也门内战中埃及与沙特的对

抗，后者得到了西方的支持。这可以说是阿拉伯世界的小冷战。
从二战结束到 1967 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上升时期，1967 年的战败使这一运动走向衰落，而激进

国家以内向式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遭遇了重重困难，对外开放则要求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
十月战争后，埃及正式退出激进国家的阵营，成为美国的地区伙伴，其接受的美援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

以色列。同样，伊拉克也保持了内政外交较大的自主性，只有叙利亚依然是苏联在中东的主要盟友。
显然，民族主义的衰退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在 1991 年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甚至使埃及和叙

利亚加入了打击伊拉克的多国部队。
第六，中东在冷战中诞生了高度敌视西方的政治思潮和运动———极端的伊斯兰主义。除了民族主

义，伊斯兰教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

出。② 从官方层面看，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沙特在战后大力促进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以对抗激进的阿拉伯

民族主义。这一做法的成效在 1967 年战争后尤其明显，处境困难的埃及被迫向沙特靠拢。1969 年，伊

斯兰会议第一届首脑会议召开，决定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处设于沙特的吉达。尽管沙特与美国维

持着友好的官方关系，但前者在国际上大力推进伊斯兰运动的做法在事实上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伊斯兰运动在民间更为活跃。伴随着冷战的进行，中东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受到了东

西方的强烈影响，实际上这是近代以来中东现代化过程在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完成条件下的继续。作为

应对现代化压力的回应，中东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然而，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无论是阿拉伯

地区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保守国家的西方式的发展模式，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此催生了基于

传统文化的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的目标直指本国政权( 包括以伊斯兰为旗号的沙特政府) 和支持

它们的外国势力，既包括苏联也包括美国。1979 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使其面临伊斯兰世界的强烈

谴责，国际伊斯兰势力以阿富汗为基地展开了反苏的“圣战”。美国极力推动圣战的发展，为此得到了

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大力帮助。
为了让阿富汗成为苏联的越南，美国不但向圣战者提供大量金钱、情报和武器，而且在巴基斯坦的

协助下，不遗余力地从全世界吸引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大批穆斯林参与阿富汗的圣战。在巴基斯坦，中央

情报局开设学校对他们进行培训，传授的既有极端的伊斯兰思想，也有基本的军事、爆破和恐怖袭击技

能。参与培训的不但有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公

民，而且有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公民。据统计，1982 － 1992 年，来自世界 43 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激

进分子参加过阿富汗战争; 据美国国务院称，在巴基斯坦等国受过训练的外国穆斯林至少有 1 万人。另

据巴基斯坦著名记者艾哈迈德·拉希德说，与圣战者共同作战的外国穆斯林达 3． 5 万人，其中阿拉伯人

44

①

②

参见黄民兴:《中东民族主义的源流和类型探析》，肖宪主编:《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
参见 Adeed I． Dawisha ed． ，Islam i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为 2． 5 万。① 在这些阿拉伯人中就有沙特富翁本·拉登。而这些“阿富汗老兵”在返回本国后，对于推

动相关国家的伊斯兰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86 年，美国中情局制订了针对苏联的三项措施，其中两项分别是将阿富汗的游击战推进到苏联

中亚地区和从全世界招募激进的穆斯林与阿富汗圣战者共同作战。这使阿富汗的圣战更加具有反对异

教徒国家的强烈色彩。由于苏联威胁要报复，圣战者停止了对中亚的袭击尝试。
美国为它的短视付出了代价。1989 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本·拉登在阿富汗正式建立了“基地”

组织，它标志着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将斗争目标从苏联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及曾经支持过阿

富汗圣战者的沙特等穆斯林国家和非伊斯兰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结束 10 年之后，纽约双子塔的倒塌

标志着短暂的“后冷战”时代的终结，阿富汗成为美国的第二个越南。
总之，尽管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核武器、第一流的常规军事力量和大量财富，以及各自

的政治军事盟国，但仍无法随心所欲地支配像中东这样的第三世界地区，后者有自己的议事日程和演变

动力，冷战对它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在分析冷战期间美苏与中东安全的关系

时指出:“毫无疑问，石油资金、武器装备和全球层次( 即美苏两国) 对该地区关键国家的援助的大量涌

入，对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了强烈影响。……尽管如此，超级大国的干涉不但没能控制中东，而且

在塑造地区层次上强大的军事—政治安全态势方面，只有发挥边缘作用。”“既然大多数地区内( 指中

东) 冲突主要不是起源于冷战问题，所以很自然，这些冲突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②但另

一方面，中东却从某些方面塑造了全球冷战的个别特点，并对美苏两国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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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eriods and Feature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HUANG Min － xing

(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Northwest University，Xian，Shanxi，710069，China)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played great role in the Cold War，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irst period，the US began to replace Britain and France as the most strong power there，

and the USSR failed in her first efforts to enter the region． In the second period，Arab nationalism was in its
high tide，both Britain and France lose much of their influence，and the US began intense rivalry with the
USSR’s． In the third period，the region saw the disappearing of the British force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USSR’s influence，and the formation of“no war and no peace”situation． In the fourth period，the US con-
tributed to the Peace Process，while the USSR’s influence was in fall． The main features of Co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re as follows: firstly，this region is the only one which borders the USSR，among those regions
other than the two camps; secondly，this region was one of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thirdly，the US and
the USSR had their own strategies on the region; fourthly，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ism of the Middle East in-
fluenced each other; sixthly，Islamic fundamentalism strongly against the West originated in this region in the
Cold War．
Key words: the Cold War; the Middle Eas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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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将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列为西方的主要威胁，这能说明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