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東版的三國演義？伊朗、阿拉伯、以色列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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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煙火秀能夠提升其區域地位嗎？ 

今年4月13日，伊朗以無人機和飛彈等三百多個飛行器向以色列發動攻擊，目標包括

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等多個城市，但超過99%飛行器被英、美、法、以、約旦的防空系統

攔截和擊落，故此沒有以色列人被殺，只有一名七歲女孩被飛彈碎片擊中受傷。這次攻擊

是為了報復以色列4月1日對敘利亞境內伊朗設施的空襲，該次空襲造成了多名伊朗軍人死

亡。4月18日，以色列對伊朗伊斯法罕發動襲擊，該處設有伊朗的核設施，但國際原子能

協會聲稱核設施完好無損。 

世界各地傳媒對以色列和伊朗的衝突有不同解讀，然而，需要小心的是：千萬不要將

這場衝突簡化為猶太人和穆斯林的對抗。不少人將中東伊斯蘭國家視為一個整體，結果作

出千奇百怪的詮釋，例如台灣東森電視台時事節目《關鍵時刻》的政治評論員吳子嘉認為

：伊朗的攻擊並沒有對以色列造成重大傷亡，只是一場煙火秀而矣，其目的是大內宣和大

mailto:chonghoyu@gmail.com


外宣，對伊朗內部來說，政府

已經向人民交代，說已經懲罰

了以色列；對外面來說，伊朗

顯示出自己有膽量直接由本土

攻擊以色列，於是乎提升了自

己在區域裏面的地位，成為了

「阿拉伯世界的老大」。筆者

同意第一點，但第二點卻完全

是誤解。  

撇開歐美和土耳其不論，如果只是聚焦在中東，那麼這並不是一場兩方人馬的衝突，

而是一段三角關係：以色列、伊朗、阿拉伯世界。伊朗根本不是阿拉伯國家！一直以來，

伊朗與大部份阿拉伯國家都處於敵對狀態，他怎可能通過攻擊以色列來成為阿拉伯世界的

領導人呢？ 

奇怪的是，人工智能亦犯下這個錯誤，我曾經向Microsoft Copilot查詢關於在阿拉伯國

家中挺巴勒斯坦的民眾示威，Copilot的搜尋結果竟然包括了伊朗和土耳其！ 

 

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矛盾 

伊朗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而波斯人是大多數，佔了人口的60%，阿拉伯人只有2%，其

餘是庫爾德人、俾路支人……。伊朗的伊斯蘭教屬於什葉派，什葉派認為伊斯蘭的領導權

應該透過先知穆罕默德的血統傳承下來，他們拒絕承認伊斯蘭萌芽時期前三位哈里發（教

長）的合法性，並認為領導權應該保留在先知家族手中。什葉派穆斯林也有獨特的宗教等

級制度，強調最高精神領袖有絕對權威，例如伊朗所奉行的體制就是政教不分的神權統治

。 

遜尼派占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大多數，他們認為伊斯蘭的領導權應該透過協商或選舉

而生的，並且他們承認歷史中前四位哈里發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繼承人。在過去基督宗教裏

面的天主教與新教勢成水火，但現在已經能夠和平共存。可是，直到今天，遜尼派和什葉

派仍然經常互相仇殺。 

1979年伊朗革命後，高美尼領導的革命政府認為什葉派的意識形態並不應該僅僅局限

於伊朗，而應是傳播到全球。伊朗敵視遜尼派佔多數的伊斯蘭國家，例如沙地地阿拉伯。

透過輸出革命，伊朗企圖挑戰他們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 

 

 



 

以色列與阿拉伯改善關係 

從國際聲譽和外交關係來衡量，伊朗比以色列更加孤立。根據 Reptrak 的數據，由 

2016年到2018 年，伊朗被評為世界上國際聲譽第二差的國家，而以色列的排名為第 40 位

。由於以色列對加沙地區狂轟濫炸，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我相信若果現在進行評核，其國

際聲譽可能會大幅下跌，但無論如何，伊朗的聲譽卻不可能提高，更遑論超過以色列。 

截至 2023年 11月，193個聯合國成員國中有 163 個承認以色列，這包括了埃及、約旦

、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後三者是因為接受了2020年亞伯拉罕協議而與以色列建立外交

關係， 雖然蘇丹亦接受這協議，但由於長期陷於內戰，到現在還沒有落實建交的具體內

容。有個常見的誤解，就是以為阿拉伯國家都是中東國家，其實，摩洛哥和蘇丹都是位於

非洲，但他們都是阿拉伯聯盟的成員，其人口主要是阿拉伯人。沙地阿拉伯亦願意與以色

列建立正常化關係，自2023年以色列與哈馬斯爆發戰爭後，沙地將談判擱置，但並未宣布

退出。 

 

伊朗被阿拉伯國家孤立 

相較之下，伊朗僅與80多個國家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關係。1979年伊朗革命後

，一些阿拉伯國家陸續與伊朗斷絕了外交關係，例如埃及。前伊朗國王巴列維逃離伊朗時

，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庇護他，巴列維一直留在開羅，直至1980年去世，這分明是剃伊朗

眼眉。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伊朗支持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沙地阿拉伯則支持旨在推

翻阿薩德的反對派武裝，以色列為了討好沙地阿拉伯，便經常攻擊敘利亞境內親伊朗的武

裝人員。 

在黎巴嫩，沙地阿拉伯多年來一直支持黎巴嫩遜尼派總理，伊朗則支持黎巴嫩真主黨

，2016 年黎巴嫩總統倒向真主黨，黎巴嫩和沙地之間的關係便變得尤其緊張。2022年，

真主黨領袖拉指責沙地國王是「恐怖份子」，雙方關係跌至谷底。 

在也門，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裝主要由什葉派穆斯林組成，2015年3月，沙地在

美國支持下對也門進行軍事幹預，以打擊胡塞武裝。根據世界糧食計劃署宣稱，到2022年

為止，該國三千萬人口中有一半缺乏足夠的食物，近一半五歲以下兒童面臨長期營養不良

，此外，七年內戰導致至少有四百萬人流離失所（無數人為加沙的人道災難發聲，相對之

下，鮮有人關心也門人，和對沙地、伊朗提出抗議 ）。 

2016年，沙地阿拉伯處決了一名什葉派神職人員，指控他從事恐怖活動，跟着伊朗人

衝擊沙地駐德黑蘭大使館，結果沙地、巴林、蘇丹相繼斷絕了與伊朗的外交關係。2018年

，摩洛哥亦和伊朗斷交，因為德黑蘭涉嫌支持西撒哈拉獨立運動。 

在中國的推動下，伊朗和沙地於2023年復交，但兩者的關係仍然緊張。雙方復交之後

，原則上沙地容許伊朗人到麥加朝聖，但隨後伊朗宣布取消首批三萬名伊朗人前往聖地的

計劃。此外，伊朗和科威特之間關於波斯灣北部油氣田的爭議再次浮上枱面，沙地阿拉伯



及科威特拒絕承認伊朗聲稱擁有該礦藏40%的份額，去年七月，波斯灣所有六個阿拉伯國

家都同意沙地和科威特對該油田擁有全部主權。  

 

阿拉伯政府似乎並不熱衷於支持巴勒斯坦 

自以哈開戰以來，阿拉伯國家的人民熱衷地聲援巴勒斯坦人，但政府的表現卻相對地

冷淡。根據人權觀察的報道，埃及政府先後拘捕了很多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根據彭博社

的報道，沙地阿拉伯壓制在境內的反以色列言論。伊朗曾經慫恿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斷交

，去年11 月12 日，由57個成員國組成的伊斯蘭合作組織和阿拉伯聯盟在利雅德舉行緊急

峰會，沙地阿拉伯強烈反對伊朗的提議。 

此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不斷地襲擊來往紅海的商船，以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然

而，沙地阿拉伯在紅海投資的旅遊業務卻受到沉重打擊，埃及通過蘇彝士運河而來的收益

亦大幅下降。直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伊朗壓制胡塞武裝對紅海國際航運的攻擊，沙

地和埃及當然極為不滿。 

10月7號事件之後，黎巴嫩真主黨對以色列發動了零星的攻擊，根據網上新聞媒體

Semafor 的報道，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阿拉伯官員說，在口頭上他表示不願意以色列將

戰事擴大到黎巴嫩，但心底裏他希望以色列能夠消滅或者重創真主黨。 

在4月13日伊朗大規模襲擊

以色列之後，阿拉伯國家只是呼

籲大家保持高度克制，沒有任何

阿拉伯國家讚揚伊朗的做法，或

者藉此表示對巴勒斯坦的支持。

巴林新聞從業員塔哈（Amjad 

Taha）在 X 的貼文中說：「我們

譴責伊朗對以色列的攻擊。世界

必須團結起來，反對這些殘暴的恐怖主義行徑。由於恐怖政權針對以色列平民，中東國家

被迫關閉領空，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美國是時候採取果斷行動了。」 

伊朗指責支持以色列的美國為「大撒旦」，諷刺的是，阿拉伯國家繼續與美國保持友

好關係。四月中，微軟公佈自己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人工智慧公司 G42 投資15 億美元

，與其他人工智慧投資項目相比，這筆金額並不算大，但它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意義。美

國越來越擔心中東國家與中國加深聯繫，這項投資可以被視為美國重申與阿拉伯世界之間

的關係。這筆交易可能還有另一個地緣政治的意義，人們越來越擔心中東衝突升級，儘管



這筆交易是雙方早就談妥的，但此時微軟宣布投資阿聯酋，這是向波斯灣插下一支定海神

針，表明儘管地緣政治格局動盪，科技公司仍對其穩定性保持信心。 

 

結語 

筆者一直對特朗普的印象不佳，但無論如何，特朗普在任期間的確完成了非凡的外交

成就，他掌握到伊朗、阿拉伯、以色列錯綜複雜的關係，利用了伊朗、阿拉伯的主要矛盾

，從而暫時化解了猶太人與穆斯林的次要矛盾。一旦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結盟，那麼將會

對伊朗非常不利，可能伊朗和哈馬斯希望通過攻擊以色列，將原本的次要矛盾提升為主要

矛盾，讓所有阿拉伯和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都變成敵愾同仇。 

這情況與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有點相似，當美國與沙地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組

成聯盟去對付伊拉克的時候，薩達姆先後向以色列發射了幾十枚飛毛腿導彈，他希望以色

列還擊，從而利用巴勒斯坦人問題去瓦解聯盟。之前，約旦國王侯賽因會見以色列總理沙

米爾，要求以色列不要侵犯約旦領空；美國總統老布殊也敦促以色列不要報復，以利於聯

軍團結一致，當時以色列從善如流，表現出高度克制。然而，現在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胡卻並不似當年的沙米爾，先前他完全不理會拜登總統的勸告，在加沙重拳出擊，惹起國

際社會批評；在伊朗襲擊之後，他一方面感謝歐美國家的支持，但同時聲言以色列會選擇

自己的方式去回應。 

內塔尼亞胡應該讀一讀《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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