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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标认为，与埃及突尼斯的情况不

同，利比亚的社会矛盾没有激烈到需要自

焚抗争的程度。但埃及和突尼斯的前领

导人转眼间倒台鼓舞了反对派的行动，影

响了局势的发展。

国内研究西亚非洲政治的学界一

致提到了利比亚爆发内战“索马里”化

的可能。这个历史上短暂统一的国家，

在摆脱了卡扎菲的集权统治后，如同拉

着一驾马车的骏马挣脱了缰绳，假以时

日各方势力恐各自盘踞起来，从内乱演

化成内战。

有国内学者分析，卡扎菲到了生死关

头，接下来与反对派的交锋中，能否平叛

成功，决定了他的结果。即使卡扎菲占了

上风，血腥镇压胜利后他面临的国际处境

也很艰难。如果他愿意流亡，可选择的余

地也很小，委内瑞拉或者土耳其可能是卡

扎菲剩下的仅有希望。

陷入“墙倒众人推”困境下的卡扎

菲至今还不懂：“人民爱我，他们为什么

要反对我？”3月 1日他在接受西方媒体

采访时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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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和参考书

籍，维基百科上列出了8大组织，4股

势力，分别为民主化支持者、利比亚

的王室后人、部落领袖和宗教极端主

义者。

首当其冲的是利比亚前司法部

长贾利勒。2月27日这位声张民主

的卡扎菲旧部宣布，他已带头组织成

立“全国委员会”，领导革命，在利比

亚东部班加西组建临时政府。

利比亚王室后代也加入到倒卡

扎菲政权的运动中，其代表组织是利

比亚反对派全国议会。2月17日，该

组织使用“facebook”召集所有“反卡

扎菲人士”参加“愤怒日”游行。下属

的组织中包括前皇室领导的利比亚

宪法联盟。

除此之外，一些部族势力也与卡

扎菲反目成仇。动乱至今，也只有卡

萨斯发和麦格拉这两个关键部族仍

旧效忠卡扎菲，而包括瓦法拉、图阿

里等四个主要部落已经投入或可能

投入反对派阵营。

除了以上提到的势力，卡扎菲在

电视讲话中声称，利比亚危机幕后策

划者是伊斯兰北非基地组织。

乱局之下，西方社会至今对该国

反动势力暧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明确表示：“我们正在和利比

亚东部地区各方革命势力进行接

触。我们的接触还将随革命潮流伸

向西部。”

“美国人在观察，”中国社会科学

院西亚北非研究所主任李志标说，

“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利比亚很发达，

但是也没有找出哪个人可以成为革

命的领袖人物。”

贾利勒迫不及待要实践民主。2月

27日他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并保证其执

政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届时将举行选

举，平民和军人皆有代表权。

但全民大投票未必是部落长老想看

到的局面。利比亚境内有至少6个主要

部落，卡扎菲统治时，他们存在国家财富

分配不均的问题。

不过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

员王林聪介绍，卡扎菲与不同部族的亲疏

之分导致了部族间的分配不均衡，所以跟

某些海湾国家比较起来，利比亚各阶层收

入水平差异相对较大。

对长老而言，改善收入分配是比民主

投票更紧迫的诉求。贾利勒能否拉拢部

落尚为悬念。

更进一步，基地组织将如何参与利比

亚政局变动仍是未知数。

四大反对势力有待联合 究竟谁更有王者之相？

【 】
利比亚动乱已有近半月。2 月 27 日前司法部长贾利勒领导下组成了“利比亚全国委员会”，声称该组织将领导革

命。眼下，被革命的一方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另一方——也就是所谓“反对派”——暂时还只能笼统概括为反对卡扎

菲领导的各方。利比亚的反对派都是些什么人？贾利勒组织的“全国委员会”会否打破革命群龙无首的局面？外国势

力与反对派如何交易？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决定利比亚何处去的重要因素。

反对势力各自亮相
欧美各国冷眼选领袖

2011年3月19日，反对派战士站在一辆从卡扎菲政府武装力量手中缴获来的坦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