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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
1

昝 涛

内容提要 ：

土耳其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 区性大国
,
具备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

力 。
从历 史上看

,
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定位有两条主线 ：

一是向西方靠拢
,
与 西方

结盟
；

二是回 归 东方 , 重视区域利益 。
从 1 9 2 3 年建国 开始 ,

作为 国 家统治精英

的凯末 尔 党人就设定 了土耳其的
“

西向
”

定位 , 即向欧洲 靠拢 ,
全面地拥抱欧洲

文明 。 自 1 9 8 0年代厄扎尔执政 以来 ,
土耳其 开始调整其对外战略定位 ,

日 益强

调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 重要的 、 积极的作用 ,
土耳其在对外战略上 日益向 多 元

化与 多 维度的格局过渡。 2 1 世纪初 ,
土耳其更加强调全方位平衡的对外战略已基

本定型 。

关键词 ：
土耳其 新奥斯曼主义 达乌特奥卢 对外战略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 , 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 、 正在崛起的角色 (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ｃｔｏｒ ) 。

其崛起是一种 ( 大中东 ) 地区性的崛起 。 随着国际和区域处境的改变 , 以及 自身

力量的逐渐上升 , 土耳其调整了其对外战略 。

在过去很长
一

段时期里 ,
土耳其是紧紧追随欧美的 。 但是 , 现在

“

西方正

在失去土耳其
”

,

2

或者说土耳其正改变其亲西方的国家定位 , 开始
“

面向东方 、

背对西方
”

。 2 0 0 2 年上台并连续执政至今的正义与发展党 ( ＡＫＰ , 下称
“

正发党
”

)

是一个表面上亲西方 、 实则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 在正发党执政期间 ,
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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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状

”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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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经成为 中东地区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 2 0 0 3 年 , 美国入侵伊拉克 , 土耳

其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 ；
2 0 0 9 年 ,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亲

美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
“

发飙
”

。 土耳其近年来还积极发展与叙利亚 、 伊朗的关

系 , 尤其积极地介人伊核问题 , 甚至同情哈马斯
1

等 。 对于加人欧盟 ,
2 0 0 5 年启

土耳其已经改变 动入盟谈判后 , 正发党政府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

了其传统上亲西方的种种迹象表明 , 土耳其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亲西方的对

对外战略定位 , 日益 外战略定位 ,
Ｂ 益显示出一个地区性

“

中枢国家
”

的形象 ,

显示出一个地区性
＂

中某 性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ｃｔｏ ｒ )

枢国家
, ,

的形象 ,
亦 图 。

2

简言之？

,

一个不再跟在西方后
■

面亦步亦趋的土耳其正

不掩饰其谋求成＾ｊ

＿
在告诉世界 , 它有

一个
“

大国梦
”

。 本文将围绕两个主题对

个全球性角色 ( ｇ ｌ
ｏｂａｌ

当代±耳其的对外战略进行分析 ：
±耳其对外战略定位的？

ａｅｔＱｄ 的企图。史规律与特点 , 以及 2 1 世纪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定位 。

一

、 当代土耳細况及其麟地位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大国 , 面积 7 8 万多平方公里 , 其前身是奥斯曼帝国 。 奥

斯曼帝国绵延 6 0 0 余年 ( 1 2 9 9
—

1 9 2 2年 )
,
疆域横跨欧 、 亚 、 非三大陆 。 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 , 奧斯曼帝国分崩离析 〇 1 9 2 3 年 , 在凯末尔 (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ｅｍａｌ Ａｔａｔｔｔｒｋ )

将军 的领导下 , 土耳其共和 国成立 。 根据 土耳其统计署 ( Ｔｕｒｉｄｙｅ ｌ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ｋ

Ｋｕｎｕｎｕ ) 的资料 , 截至 2 0 1 0年 1 2 月 3 1 日 , 这个国家的人 口 已达 7 3 7 2 万 ,

3

其人

口结构很年轻 ,

4

 9 9％ 的土耳其人都是穆斯林 。

5

土耳其在亚欧大近年来 ,
土耳其在亚欧大陆

“

悄然崛起
”

, 已成为世界

陆
“

悄然崛起
”

, 已成 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 自 2 0世纪 8 0年代实行改革以来 ,
土

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 耳其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 , 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持续较快

的明星。发展 ,

6

已经成为继
“

金砖四国
”

之后的新秀 , 和越南 、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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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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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ｎ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Ｔｕｒｋ 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

＂

 ｉ ｎＴｈｅＦＡ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ｗｗｗ．ＦＡＯＡ．ｏ ｒ
ｇ

．

2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说 ,
到 2 0 2 3年 就是土耳其建国 1 0 0周年的时候 ,

土耳其要成为
一

个全

球性的 角色 〇ＡｈｍｅｔＤａｖｕｔｏＱ ｌ ｕ
,

“

Ｔｕｒｋ ｅ
ｙ

,

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Ｐｏ ｌ

ｉ ｃｙ

Ｖｉ ｓｉｏｎ ：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2 0 0 7

,

”

 7 1 ／ｒｆ
ｃ
ｅｙ ,

Ｖｏｌ ． 1 0
, Ｎｏ．  1

,

2 0 0 8
,ｐ

．  9 6 ．

3 根据土耳其统计署网站资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ｔｕ ｉｋ ．

ｇ
ｏｖ ．ｔｒ／ＰｒｅＴａｂ ｌｏ ． ｄｏ？ｔｂＪｄ＝ 3 9＆ｕ ｓｔＪｄ＝ 1 1

。

4 根据世界银行 2 0 0 8 年的数据 ,
土耳其 0

—

1 4 岁人 口 占 2 7 ％ , 1 5
￣

6 4 岁人 口 占 6 7 ％。

5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
土耳其 2 0 0 3

—

2 0 0 9年的年均人 口增长率达到 1 ．

3
°

／〇
,

ｈｔｔ
ｐｙ／

ｄａｔａ．ｗａｉｄｂａｎｋ ．

ｏ ｒｇ ．ｃｎ／ｃａ ｔａ
ｆ

ｏｇ〇

6 在克服 2 0 0 1 年国内的金融危机之后 , 自 2 0 0 2 年开始 ,
土耳其的经济増长速度令人瞩 目 , 2 0 0 4年

国 内 生产 总值 增 长达 到 9 ％
,  2 0 0 5

—

2 0 0 7 年的 平均增长 率达到 了 5％
, 2 0 0 8 年是 3 ． 5％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ａｔｃｈ ． ｃｏｍ／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

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ｕｒｋｅ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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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尼西亚 、 南非和阿根廷
一

起被称为
“

展望五国 ( ＶＩＳＴＡ )

”

。 国际学界还提出

过
“

灵猫六国
”

和
“

金钻十
一国

”

的概念
,
这其中都有土耳其 。 根据世界银行的

统计 ,
土耳其 2 0 0 9 年的 ＧＤＰ 为 6 1 4 6亿美元 , 居世界第 1 7位 ,

1

人均国民收人为

8 7 2 0美元 ,

2

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 。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 , 北临俄罗斯 ,

向东是

高加索 、 中亚地区 , 向西为欧洲 , 其南与东南是北非 、 中东 , 尤其是扼守黑海通

往地中海的海峡 , 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 ,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

当代土耳其外交家 、 学者 、 现任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 (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 )

强调说 ,
2 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枢国家 ( 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ｙ ) 。 达

乌特奥卢指出 , 冷战之前与之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ｅ

了根本性的改变 ： 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 网地图上 ,
土耳

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 ( ｆｒｏｎｔ ｉ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 , 作为北约成员

国 , 它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献门 ； 冷战结束后 ,
土

耳其主要被看成是
一个沟通东西方的

“

桥梁 国家
”

(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 。 进入新世纪以来 ,
土耳其追求新的国家定位 , 逐渐成为一个

“

中枢国

家
”

, 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多区域的身份 , 是一个不能从某个单
一区

域的角度来界定的国家 , 它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国家 , 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

洲 , 具有可在几个区域同时运作的能力 , 故可以被界定为
一

个中枢国家 , 而不能

仅仅被视为
一个沟通两端的桥梁国家或者边疆国家 。 达乌特奥卢指出 , 奥斯曼帝

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使土耳其成为
一

个中枢国家 。

3

他总结说 ,
作为

一

个中东 、

巴尔干 、 高加索 、 中亚 、 里海 、 地中海 、 海湾以及黑海国家 ,
土耳其应该抛弃其

作为边缘国家的定位 , 并追求
一

个新的地位
——

不仅为 自 己
,
还要为临近地区提

供安全与稳定 。 也就是说 ,
土耳其应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 并通过扮演一种

更为积极的 、 建设性的角色 , 来为其所处地区提供秩序 、 稳

定与安全 。 达乌特奥卢强调 , 自 2 0 0 2 年以来 , 土耳其就已

经开始在这样的一个新视野的基础上建构其对外政策 。

4

在ｆｉｎｉｔｅ＠
达乌特奥卢看来 , 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能否恰当地运用

＇

其独特的地缘优势 。

5°

1世界银行 ： 《国 内生产总值排名 》 , 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ｉｄｂａｎｋ ．ｏ ｒ
ｇ

． ｃｎ／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
ｇ／
ＧＤＰ－

ｒａｎ ｋ ｉｎｇ
－

ｔａｂｌ ｅ。

2世界银行 ： 《国家
一

览表 》 ,
ｈ ｔｔｐ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ｉｄｂａｎｋ ＿ ｏ ｒｇ ．ｃｎ／ｃａｔａｌｏｇ 。

3 关于土耳其是
一

个
“

中枢国家
”

的论述 , 详见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Ｑ ｌｕ
,

“

Ｔｕｒｋｅｙ

’

Ｆｏ ｒｅ ｉ

ｇｎ
Ｐｏ ｌ ｉｃｙ

Ｖｉ ｓ ｉｏｎ：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2 0 0 7 ,

＂

ｐｐ
． 7 8 －

7 9 〇

4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 ｌｕ

, 

“

Ｔｕｒｋｅｙ

,

Ｆｏ ｒｅｉ

ｇ
ｎＰｏ

ｌ ｉ

ｃｙ


Ｖｉ ｓｉｏｎ ：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2 0 0 7 , ｐ
．  7 9 ．

5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Ｑ ｌｕ ,

＂

Ｔｕｒｋｅｙ

＊

Ｆｏ ｒｅｉ

ｇ
ｎＰｏ ｌ

ｉ

ｃｙ


Ｖｉ ｓ ｉｏｎ
：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2 0 0 7

,

＂

ｐ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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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向西还是向东
”

： 从凯末尔党人到厄扎尔

“

向西
, ,

与
“

向东
”

“

向西
”

与
“

向东
”

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两条主线 。 土

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 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定地理位置 , 决定 了其先天具有

两辛中
“

向东
”

或
“

向西
”

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可
＇

能 。 这利 1选择受到

内外两种因 素的影响 ： 在国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 ；

在外是国际形势的影响 。 在近代历史上 , 奥斯曼
一土耳其帝国是欧洲人眼中的

“

东方问题
”

, 在此情势下 , 奧斯曼帝国晚期 自保和 自卫的战略选择——无论是

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 , 都只能是向东的选择 , 这种选择主要是反抗西

方的殖民主义扩张 。 直到共和国建立 ,
土耳其才具有了在东 、 西方之间进行选

择的相对 自主性 。

凯末尔党人是
一批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 。

1

他们认为
,
世界上

只有
一种现代文明 , 那就是欧洲文明 ,

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现代化 ,
就必须

全面地学习与改革 ,
采纳欧洲文明 , 并建设

一个世俗国家 ；
同时要否定并切断

土耳其人与中东一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 , 尤

想就
曰

己
其是要在土耳其社会中清除伊斯兰教的影响 。 简言之

’
凯末

＾亦＾一八欧洲
尔党人的梦想就是要将 自 己的国家变成一个欧洲式的文明 国

＇ 1

家 。 此即现代土耳其的国家定位 。 这样
一种国家发展战略选

°

择 ,
体现在对外战略上 , 就是 向西方文明靠拢 、 与欧洲联

合 , 这也是土耳其后来全力谋求加人欧盟的原初动力 。

在凯末尔统治的时代 (  1 9 2 3
—

1 9 3 8年 ) , 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发展

战略重点是在改革旧体制 、 建立健全新的内部结构上 。 在对外关系方面 , 凯末尔

意识到 ,

一

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新土耳其是多么重
？
要 。 他提出 了著名的

“

国 内稳定 、 国际和平
”

的政策原则 ,

ｆ
至今土耳其也未偏离这

一原则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 , 直到大战快结束 , 才审时度势

加人到同盟国阵营 。 在冷战格局下 ,
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

哨 。 土耳其全面接受了
“

杜鲁门主义
”

和
“

马歇尔计划
”

, 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

济和军事援助 , 执行的是亲美 、 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

2

1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领导集团包括 ： 军方 、 总统 、 外交部 、 传统官僚、 主流政党 的高层领导人 、 以

土耳其工商企业联合会为代表的 传统的伊斯坦布尔 资本集 团 。 Ｍｕｈ ｉｔｔ ｉｎ Ａｔａｍ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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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4 9 年 8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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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加入欧洲议会

,

1 9 5 0 年 8 月 1 曰
,
土耳其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1 9 5 2

年 2 月
,
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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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 ,
直到 1 9 8 0年代以前 ,

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 ,
这两

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所控制 。 这些精英认为 , 维护国家安全和独

立的唯
一

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 。 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 ： 传统

的西方主义定位和持续的内外威胁 。 内部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库尔德民族

主义 、 政治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运动 0

1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 间里 ,
土耳其与 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 ：

(

一

) 避免介人阿拉伯国家之间 、 阿以之间的纠纷 ,
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

突 ； ( 二 ) 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 、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

并不亲近的关系 ( 唯一的例外是 ,
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 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

归属问题而不睦 )
；

( 三 ) 除 了在 1 9 5 5 年加入 《巴格达条约 》 ,
土耳其对阿拉伯世

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 、 低调的姿态 ； ( 四 ) 是当时唯
一一

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

国家 。

2

总之 , 凯末尔主义统治精英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 , 似乎非常简单 ：

“

自

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人现代世界 , 这个国家就偏 向 了西方 。 他赶跑了苏丹 ,
采

用拉丁字母 , 废除 了穆斯林哈里发制度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 1 9 5 2 年加

人了北约 , 支持西方对抗苏联的政策 ,
渴望融人欧洲事务之中 。 像美国

一样 , 土

耳其也一贯支持以色列 。 也就是说 , 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

家 , 其中大多数曾是奥斯曼帝国的
一

部分 。

” 3

由世俗
一民族主义的政 、 商 、 军 、 官 、 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

定位 , 只是到了 图尔古特
． 厄扎尔 ( Ｔｕｒｇｕｔ Ｏｚａｌ

,
1 9 8 3
—

1 9 8 9年任土耳其总理 ,

1 9 8 9
—

1 9 9 3 年任总统 ) 时代才正式地受到挑战 。

4

厄扎尔的

时代 , 既是土耳其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 , 也是其对外战
西方的依＾转变为与

略调整的过渡时期 , 尤其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 ,
正赶上冷战

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
结束 , 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

的合作机制 ,
密切与

所未有的机遇 。

巾
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 , 谨慎地冒险 , 寻找新的可替代^

性选择 , 加强多边合作 。

5

厄扎尔寻求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
东 方 ；＾间的桥梁

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 ,
密切与中东 国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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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关系 , 强调土耳其在东
一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 。 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

多边外交战略 , 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

厄扎尔特别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 出 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与对传统价

值观的强调 , 使其更加重视中东一＾斯兰世界 。 厄扎尔的 目标是要把土耳其变成

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 在这
一

时期 ,
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 以冲突 ；

在两伊战争中 ,

土耳其持
“

积极中立
”

的态度 , 从两方面大量获益 。 土耳其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

织
,
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 , 厄扎尔鼓励土耳其境内 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

东欧 、 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 。 在海湾战争时 , 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 , 强调 自 己独特的价值观 。

1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 ,
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 自主性和

＝
强 其

主体性 。 为了提高土耳其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 , 厄扎尔谋求

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 , 他强调土耳其应同

时与美国和欧盟加强关系 , 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 。 在加人欧盟的问题上 , 厄

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 国地位作为最终 目 的 ,
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

同 。 厄扎尔主要地是将欧盟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利益 。 他其实很清楚 ,
欧盟对

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 。 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方面的

倾向 , 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 , 尤其强调经济 、 自 由贸易和科技

合作等方面 。

2

总之 , 厄扎尔时代的外交政策调整奠定了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础 。

三 、 达乌特奥卢 ： 2 1 世纪的新奥斯曼主义者

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 ？ 霍布斯鲍姆将 2 0世纪定义为
“

短暂的世纪
”

, 即以

1 9 1 4 年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 , 以 1 9 9 1 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 。

3

按照这种逻辑划分 , 2 1 世纪的开端也就是
“

后冷战
”

时代的开始 。 从土耳其的角

度看
, 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 ： (

一

) 从东
一

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
一

北问题 ；

( 二 ) 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 ； ( 三 ) 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

义的冲突也具有特殊地位 ； ( 四 ) 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 , 在单极

格局下 , 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 自主性 , 对土耳其来说 , 就是真正地

开始从
“

消极中立
”

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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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英 ］艾瑞克 ■ 翟布斯鲍姆 、
［ 意 ］安东尼奥 ？ 波立陶 ： 《新千年访谈录 》 , 殷雄等译 , 新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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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 第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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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 年厄扎尔去世 ,
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一度停止 , 凯末尔主义者

重获权力 , 并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
“

平衡外交政策
”

, 从伊
丨

斯兰世界退缩 , 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 、 政治和经济的合作

关系 , 重新回归到在地区事务中过去的那种亲西方路线 。 也就是说 ,
后厄扎尔时

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到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孤立状态 。

1

然而 , 近 2 0年来的历史证明 , 这只是
一个短暂的 回归 。 厄扎尔时代留下的

重要遗产 ,
被正发党政府所继承与发扬 , 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

外战略主张 。 理解这
一

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 , 他就是土耳其的
“

基辛格式

的外交家
”
——达乌特奥卢 。 达乌特奥卢说过 , 他非常赞赏厄扎尔时代 , 认为厄

扎尔是
一个有见解 、 有长远 目光的人 , 他强调 , 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

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教训 , 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

2

达乌特奥卢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 。 他在 2 0 0 1 年出版了一本著

作
——

《战略的纵深 》 ( 汾ｒａｔｅｙＵＤｅｎＷ／
ｉｔ ) ,

3

该书力 图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规划
一个新的路线图 。 他认为 ,

土耳其长期以来否定了其奥斯曼帝国 的过去 , 以及

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 。 因此 ,
安卡拉将 自身与其周边孤立起来了 。 但仍然有

一

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 , 而要这么做之前 ,
土耳其首先

必须转变思维 。 这一对外战略的思维转变 , 伴随着正发党的上台而开始 。 塔石

拍纳尔 ( ＯｍｅｒＴａ§ｐｍａｒ ) 称这＾转变是从
“

凯末尔主义
”

到
“

新奥斯曼主义
”

( ｎｅｏ
－Ｏｔｔｏｍａｎｉ ｓｍ ) 。

“

新奥斯曼主义 , 就是＿

把土耳其界定为－个与其 自 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

的 、

‘

拥有伟大感和 自信
’

麵家 。

” 4“

战義纵深
”

意味

着要加强土耳其与麵棚雜絲 , 鸦觀卢说 ：

“

土 3
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 , 代表的是

一种疏离过程
”

；

胃

“

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 , 穆斯林
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

正发党就是要纠正

这一切 。

” 5

达乌特奥卢还是
一个典型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 。

？ 根据达乌特奥卢的看

法 , 西方人以 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术 ,
而且还影响了他们的政

治 。 或许 , 这在一段时期内是可以理解的 , 毕竟 ,
西方确实曾经是历史的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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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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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

“

但是 ,
在一个中 国 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 ,

你再也不能用完全是西方式的

范式来考虑世界了 。

”

达乌特奥卢说 , 我们需要的是建立
“
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

治秩序
”

( ａ
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ｏｒｙ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ａ ｌｏｒｄｅｒ ) 。

1

亨廷顿 曾 把 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 所适从 的 、 身份撕裂 的 国家 ( ａ ｔ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ｙ ) ,

2

而达乌特奥卢认为 , 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 , 因为 , 它可以
“

讲两

种文明的语言
”

, 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 、 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 ,
由此

,

土耳其就是中东 、 髙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
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 。

3

达乌特奥卢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制定了五个基本原则 ： (

一

) 强调民主制

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 , 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 ； ( 二 ) 与邻国的
“

零

问题政策
”

( ｚｅｒｏ
ｐ

ｒｏｂ ｌｅｍ
ｐｏ

ｌｉｃｙ )
；

( 三 ) 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 , 还要与更远

的地区发展关系 ；
( 四 ) 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 , 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 ；

( 五 ) 实

践有节奏的夕卜交 ( ｒｈｙｔ
ｈｍｉｃ ｄｉ

ｐ
ｌｏｍａｃｙ

) , 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 ,

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 。 比如 , 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

与
； 介人伊核问题 、 阿以问题等 。

4

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 , 达乌特奥卢强调

了四个基本原则 ： 安全第一 ；
强调对话

；
经济共荣 ；

文化并存与多样性 。

5

在 2 0 0 8年的一次国际关系会议上 , 达乌特奥卢比较简洁和系统地阐述了他

对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认识和理解 。 达乌特奥卢认为
,
土耳其当前正处于外交的转

型期 , 理解和展望土耳其未来的外交和 国际政治 , 必须同时注意到时 、 空条件 ,

时间是世界和土耳其历史的演变过程 , 空间则是指土耳其所面临的周边环境的变

化 。 2 0世纪末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新视野出现的时期 , 特别

是在 1 9 8 9 年之后 , 需魏題新定位 , 特廳在空 间上的

重新定位 。 土耳其必须同时重视与 自身相关的三个空间 ： 超

民族的国家 、 地区性的国家以及中枢国家 。

达乌雛卢认为 , 当前＿：界ＩＨ处于流雜 日益增麵

时代 , 人力麵和金Ｓｉ的流动性超出線 。 但同时 , 流动性

的增强也使得文化的边界 日益明显 , 各种边界在土耳其这里交汇。 在此情况下 ,

土耳其就必须找到 自 己 的空间定位 。 达乌特奥卢提出的定位是 ,
土耳其必须成为

一个
“

积极的角色
”

( ａ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ｏｒ ) ,
—

方面是 自保 , 另
一

方面是要把上述的空间

条件充分考虑到 。 达乌特奥卢强调 , 地缘政治既与内政密切相关 , 也与
一

些不可

或缺的价值 ( ｉｎｄｉ ｓｐ
ｅｎｓａｂ ｌｅｖａｌｕｅｓ ) 有关 。 土耳其的潜力在于用多元文明的软实

1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ｋ

ｙｏ ｌ

,

＂

Ｆｏｏ ｔｎｏ ｔｅｓｔｏＨ ｉ 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Ｔｕ ｒｋｅｙ＾Ｋ ｉ ｓｓ ｉ ｎ

ｇ
ｅｒ

＊＂

．

2 ［ 美 ］ 塞缪尔 ？ 亨廷顿 ： 《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
周琪等译

,
新华出版社

,

1 9 9 8年版
,
第

1 5 3
一

1 6 0 页 。

3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ｋｙｏ ｌ

,

＂

Ｆｏｏｔｎｏ ｔｅｓｔｏＨ ｉ 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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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ｕ ｒｋｅ
ｙ

＇

ｓ Ｋ ｉ ｓｓｉ ｎｇｅｒ

＊ｎ

．

4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 ｕ , 

“

Ｔｕ ｒｋｅ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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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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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沟通欧盟与中东 。 这种实力是土耳其独有的 , 并且必须使用这种实力促成未来

合作之可能 。 但是 ,
土耳其也面临很多问题 , 包括长期和短期的 。 2 1 世纪是土耳

其对外战略重新定位的时期 。

1

四 、 几点评述

(

＿

) 土耳其内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共 同促成了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

影响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 , 是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 内部是统治精英

的转变 , 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

从 1 9 8 0年代开始 ,
土耳其内政经历了重大变化 ,

简单来说 , 传统的凯末尔

主义精英相对于厄扎尔领导集团开始 日益处于从属地位 。 厄扎尔的支持者是安

纳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 ,
以及保守的政治和社会集团 , 而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

相对被边缘化了 。 这一时期 ,
土耳其逐渐放弃了凯末尔党人坚持多年的国家主

义 , 并改变了世俗主义 、 民族主
,

义 、 改革主义和共和主义的
一

些内容 , 尤其是摧

毁了很多凯末尔时代的禁忌 。 厄扎尔时代的意识形态是 ：

“

技术西化 ＋土耳其主

义 ＋伊斯兰主义＇ 土耳其学者将这种意识形态概括为
“

土耳其一＾斯兰一体化
”

(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Ｉｓ ｌａｍＳ
ｙｎｔ

ｈｅｓｉｓ ) 〇 根据这
一意识形态 , 土耳其只有同时奉行伊斯兰主

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 , 才能期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强有力的地位 。 体现在对外战

略上 , 这就是
“

双泛
”

(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 ) 合
一

。 也就是说 , 厄扎尔

在意识形态上复兴了奥斯曼和伊斯兰的文化遗产 ； 另外 , 厄扎尔还强调经济和政

治的 自 由主义 , 以 自 由化促现代化 。 但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宣称 , 厄扎尔是个
“

伊斯兰主义者
”

和
“

分裂主义者
”

。

2

土耳其建国 8 0 多年以来
, 国 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 , 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

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 , 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 1 9 8 0
－

1 9 9 0

年代的厄扎尔时代 ,
并随着 2 0 0 2 年正发党的上 台而基本完成 。 这一转变的最明

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 ,
也就是 ,

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

末尔党人手中 ,
转移到强调 自 由主义 、 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

手中 。 土耳其内政上的这
一

重要转变 , 影响到 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 。 具体表现就

是 ： 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 、 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 , 到更加强调伊斯兰认同 、 强调

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 、 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 ,

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

1 根据达乌特奥卢在
“

第七届 中东技术大学国际关系会议
”

上的讲话。

2 Ｍｕｈ ｉｔｔｉ ｎＡｔａ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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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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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 , 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

束 ,
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 。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 ,

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

作用下降 , 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 , 这时 ,

一个还没有真正进人欧洲俱乐部

的土耳其 ,
必然面临重建 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

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 ,
欧洲的故意刁难和偏见 , 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

完全成员国 , 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 2 0 0 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

斯 , 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 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

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

1

(
二

)
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

,
并不意味着它抛弃 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

亲西方是土耳其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 , 这个底色 目前并

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 ,

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 如Ｉ人欧盟 、 与 建立紧密

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双边关系 , 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 仍是土耳其外交

生本质性的改变。駐线 。 祖尔繼ｔ±耳其＠酬紙 但并贿忽、视加
°

强与欧洲和美国 的关系 , 他强调土耳其的
“

桥梁作用
”

, 其

目 的是要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 , 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 , 同时借助于这种合

作来平衡土耳其国 内的凯末尔主义反对派 。 多元化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

之外 , 再加上伊斯兰倾向 、 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 。 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

说也是
一

样的 。

( 三 ) 土耳其正在崛起 ,
但它的

＂

大国梦
”

受制于其综合国力的有限性

从厄扎尔到正发党时代 ,
土耳其在 2 0年间基本上完成了 国家重新定位 ,

以

及对外战略的调整 。 这个调整里面还蕴涵着土耳其的
一个

“

大国梦
”

, 用达乌特

奥卢的话来说就是 ,
土耳其首先要成为

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

国 , 进而再谋求成为
一

个全球性的力量。

有一种对达乌特奥卢的批评值得重视 , 即他可能过早地

把土耳其看成了
－个全雜的力量 ,

比如 , 土耳其过于麵
性的

＾
量

, 现在土耳
地介入阿以 冲突 、 哈马斯问题 、 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

程 , 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 。 土耳其的现实是 在
胃

未来很长
一

段时期内 , 只能是
—

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 。

耳其人以更大的
只是 , 现在土耳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 确实容易给

胃＆°

土耳其人以更大的信心 。

1Ｅｍａｉ ｌ ｌ ａｈＵｓ ｌ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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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耳其在中亚的政策为例 , 土耳其在这里尽管以泛突土耳其的抱负远

厥主义的文化和土耳其模式作为软实力来谋求更多更大的利 远超 出 了 它的实 力 ,

益 , 甚至表现出 明显地要取代苏联当
一

个新的
“

老大哥
”

的 与周边的俄 、 中两个

姿态 , 但中亚国家也清醒地意识到 ,
土耳其的抱负远远超出 大国相比 ,

土耳其所

了它的实力 , 与周边的俄 、 中两个大国相比 , 土耳其所能提 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和

供的实际援助和支持 , 远远无法满足中亚诸国的需求 。

1

支持 ,
远远无法满足

中亚诸国的需求 。

( 四 ) 不能忽视的是
,
土耳其国 内和国外都有对正发党

Ｔ

伊斯兰主义的批评

现在 ,
土耳其国内外都存在对正发党这个伊斯兰主义政现在

,
土耳其国

党的怀疑 。 尽管它宣称拥护世俗主义和 自 由民主 , 但是 ,
它

在掌握了行政大权之后 , 利用官方的和民间的伊斯兰主义力 这个伊斯兰主义政党

量
,
利用欧盟进程 ( 作为外部压力 ) ,

2

利用 自 由民主的意识 的怀疑。

形态 , 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体 , 对军队进行污名化 ,
并使其变成了

“

纸老虎
”

。

有学者质疑说 ,

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不可能建立真正的 自 由社会 。

3

同样地 ,

批评者认为 , 正发党的对外政策受到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 , 而不是建

立在理性考量 、 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以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 。

4

纵观土耳其共和国 8 0 多年的历史 , 其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 、

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 、 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 。 现了

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 、 回归ｇ ｇｇ

到东方伊斯兰世界 , 这个判断是片面的 。 他们不能接受
一

个
￥

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 , 对他们来说 ,

一

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
是亲西方的 。 这种观点显然过于鮮 、 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

＝
特

了 。

5

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 ,
土耳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

°

实形势下寻求
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 , 是无可厚非的 。 对我们来说 , 关键

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土耳其的这种对外战略调整 , 尤其是对当前正发党政府的外交

战略 , 它到底是更多地受到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 , 还是更多地植根于对土

耳其现实利益的考虑 , 这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
也需要等待历史的继续发

展 , 才能做出更为可靠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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