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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伊朗》

内容概要

今天处于交恶的美国和伊朗在1979年以前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密切的双边关系，从1941～1979年长达38
年。本书通过大量的有关美伊两国关系的资料，详细介绍了美伊两国这一段时间内由“淡漠”到“亲
密”再到“仇视”的关系发展过程，指出两国亲密的实质是控制和依附的关系，国与国双边关系的发
展变化无不取决于国家利益的追逐和国家实力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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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鸿达，山东聊城人，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任职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主要从事国际关系
、中东政治和伊斯兰问题研究与教学，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目前正在主持教育人文社科研青
年基金项目“美国的伊朗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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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杰明到任后，伊朗人向他表达了希望加快、加深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本杰明在给国务院的报
告中说，伊朗政府希望和美国政府缔结政治性的条约，并且愿意在贸易方面给美国更多的优惠条件，
还可以给美国一些开采伊朗矿产资源的权利。本杰明虽然知道伊朗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利用美国牵
制英俄对自己的侵略，但他还是建议国务院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趁机扩大在伊朗的影响。①但是深受
孤立主义限制的国务院并没有对此做出积极回应。　　在19世纪，美国在伊朗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传教
士方面。截至1900年，美国在伊朗共有42名长老会传教士，他们在当地250名助手的帮助下，设立
了128个布道点，创办了108所学校，共招收2600名学生，他们还开办了3家医院和10个施药所。仅
在1899年度，美国长老会花在伊朗的款项就达6.4万美元。②因为美国的传教士在伊朗活动相当广泛，
所以也会发生一些美国外交人员必须要严重关注的事件，例如1904年3月，一位名叫本杰明·赖巴利
（Benjamin Labaree）的美国传教士被四个库尔德人杀害，同期还有一位英国人遇害，美国公使馆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于是偕同英国一起向伊朗施压。因为伊朗当地政府首脑没有可资利用的安
全部队，而且他与当地部族势力还存在复杂的联盟关系，所以在这件事上他采取了消极态度。愤怒的
美国公使无法接受上述现实，他强烈要求伊朗政府派出大批正规军捉拿凶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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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带你走进美伊关系的那一个“蜜月”，揭示两国当今严重对峙的历
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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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所有我们以为是新的东西背后都有熟悉的旧物做支撑，这就是我们倾听历史的原因。很浅显易懂
的一本，二战后到伊斯兰革命前，美伊所谓的蜜月期。
2、强烈推荐这本书，读者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美伊关系在各个时期的情况，是我国美伊关系研究领域
的佳作
3、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关系，都可以按照范鸿达的这个框架来写。这是受教之处。谢谢姚老师的赠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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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0世纪初，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被逐渐发现，使得中东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1919年巴
黎和会召开之际，深受战争和外部势力占领之苦的伊朗决定参加该会，希望能借此机会取缔外国特别
是英国在伊朗的特权。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驻伊朗的俄国军队开始撤离，到1918年3月俄军完全
撤出了伊朗，伊朗北部呈现力量“真空。英国则一举控制了伊朗的石油开采，并势力范围深入北部油
田，并为进攻苏维埃政权做准备。但是协约国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行动遭到惨败，俄国军队在打击
叛军的借口下于1920年重新开进伊朗，英国也被俄国赶出了刚刚进入的伊朗北部地区。1925年建立了
巴列维王朝的伊朗国王礼萨王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企图以石油租让权为诱饵，把美国石油公司
吸引进来制衡英俄在伊朗的势力，减少对英伊石油公司的财政依赖。但是，那时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盛
行，在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美国奉行的是政治上不介入、经济上相往来的外交政策。在英俄两
国强烈反对下，美国没有卷入伊朗事务。二战爆发后，伊朗立即宣布中立，表示要与所有国家保持友
好关系。作为一个此前与德、英等参战国关系比较微妙的弱国、小国，伊朗在战争初始阶段局势还不
明朗之际保持中立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过那时伊朗的中立是带有一定的倾向性的，那就是礼萨王对
德国有所偏重。德国在历史上没有像英、俄那样对伊朗推行过帝国主义政策，而且伊朗人对德国先进
的工业技术非常推崇。20世纪初叶立宪革命后，伊朗希望寻求一个与英俄不一样的国家，来抵制它们
对伊朗的过分压榨。美国由于相距遥远并不被关注，但德国当时是英俄的敌人，所以与德国关系发展
迅速。在30年代，英、苏在伊朗的势力旗鼓相当，都很担心礼萨王会偏袒另一方，所以对推行亲德政
策的礼萨王还能持容忍态度。可是随着二战的进展，英苏面临的战争压力越来越大，两国对礼萨王的
亲德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急需盟国的援助。当时通过北冰洋沿岸摩
尔曼斯克港的运输船只非常容易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通过远东港口运输，又面临日本袭击的危险；
通过黑海海峡的线路也被德国控制；伊朗就成为最理想的助苏通道。此外，一旦伊朗落入德国的怀抱
，苏联将会遭到希特勒的两面夹击，苏联南部的产油区和产粮区就有被德军占领的危险；英国作战需
要的大量伊朗石油也会丧失，并且它与印度次大陆的联系也会被割断。那时伊朗刚刚建好连接波斯湾
和里海的大铁路，使得它成为盟国最理想的援助苏联的通道，于是苏联和英国同时出兵，分别占领了
伊朗北部和南部地区。占领伊朗后不久，苏联就向伊朗提出北部石油租让权问题，并还把该地区大部
分资源用于苏德战场，培植亲苏力量，造成了那里的混乱。而美国获知，英、苏对伊朗都有所图谋：
俄国人可能要将伊朗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另一方面，英国军方对这一信息表现得非常的轻视，这使
得美方怀疑英苏已经达成了处置伊朗的密约。支持英国和援助苏联间的摇摆不定，模糊了美国的首要
战略，激起了英、苏更大的野心。所以1944年开始，美国决心在伊朗和整个中东谋取政治势力，获取
更多的石油，此后美国和英苏一道成了伊朗石油租让权的竞争者。对外政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国家利
益。就伊朗而言，它不仅有美国需要的商业、航空利益，更有石油利益，但是伊朗持续的动荡以及英
、苏的反对都会影响到美国在伊朗获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私有公司不愿意到那里投资。那么
美国到底应该如何争取保护自己在伊朗的利益呢？美国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盟国停止对伊朗内部事务
的干涉，放弃对伊朗国内运输的控制，撤出它们在伊朗的军队，当伊朗主权受到威胁时支持伊朗。但
苏联非但不准备撤军，反而还加大了对伊朗有分裂倾向的阿塞拜疆、库尔德人的支持力度。在苏联的
支持下，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和库尔德自治政府先后于1945年末和1946年初宣告成立，严重威胁美国的
利益，进而推动了美国发表冷战宣言的“杜鲁门主义”。
2、在当今世界，美国与伊朗可谓是一对头号冤家，美国将伊朗定义为“邪恶轴心”，伊朗则视美国
是“大魔鬼”，就这样的，两国在敌对、威慑、挑战和对抗中渡过了三十来年。可以说，美伊间的针
尖对麦芒是即美苏冷战结束后持续时间最长，也是对国际局势影响最广的“21世纪版的冷战”。有意
思的是，美伊两国今天看似交恶，水火不容，当年却也曾“你侬我侬”过。可以说，当初美伊两国的
曾经亲密可是羡煞了中东诸国。这就是国际关系！今天还亲如兄弟的两国，明天就有可能反目成仇，
你死我活。如此来说，当下，如果有一天忽然美国和伊朗坐下来握手言和，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尽管现在看来，美伊两国的博弈——核博弈是更趋复杂了。话又说回来了，国际关系的魅力所在不就
是一切皆有“变数”吗？谁又能说得好，这个“变”是朝哪个方向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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