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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君主国时也曾抱团取暖

打开地图，不难发现沙特和伊朗是一衣带水的邻

邦，两国分别位于波斯湾左右两岸，像海湾两侧的支

柱，两国之间，则是珍珠般星罗棋布的诸海湾阿拉伯

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开始形

成，20世纪20年代末，现代沙特和伊朗国家初具雏

形。沙特王国是较早与伊朗发展外交关系的阿拉伯

国家。1926年4月，伊朗巴列维王朝诞生，礼萨汗加

冕为伊朗国王。同年6月，沙特王国的开国君主伊

本·沙特便邀请礼萨汗参加伊斯兰大会，这被视为沙

特与伊朗的首次外交接触。

但1934年，两国因为巴林的地位问题产生争端，

伊朗以巴林在1602年至1782年曾被波斯帝国统治

为由，试图合并巴林，并向巴林地区的阿拉伯人授予

伊朗国籍，此举遭到沙特王国反对。

1941年，巴列维继任伊朗国王，两国外交关系进

入新阶段。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竞争

逐渐白热化，苏联支持各国民族主义运动推翻君主

制，反对殖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此起彼伏的革

命运动中，埃及、伊拉克、也门等国国王们的王冠纷纷

落地，这种局势，使沙特与伊朗这两个君主国感到抱

团取暖的必要性。1955年8月，巴列维国王邀请沙特

国王访问伊朗，两位国王一致同意倒向西方阵营。

但两国外交关系中依旧存在不和谐因素。1943

年12月，一名伊朗朝觐者因向麦加天房投掷秽物，被

沙特逮捕并处死。伊朗对沙特政府的举措表示不满，

1944年两国宣布断交。而在当年的朝觐季，伊朗政

府下令禁止伊朗国民前往麦加朝觐。这是沙特与伊

朗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断交风波。但由于事件起因是

伊朗公民的个人行为，两国关系很快修复。1947年

初，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而在1957年11月，伊朗再次向巴林提出主权要

求，试图将巴林兼并成为伊朗的第十四个省。而沙特

在巴林问题上与伊朗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加剧了二

者的紧张局势。但1958年，伊拉克王国被左派军官

组织推翻后，两国暂时搁置了巴林问题上的争议。

对抗在两伊战争中达到顶点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巴列维王朝在伊朗

的统治终结，由什叶派教士领导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成为伊朗的合法政府。最高领袖霍梅尼在与美国关

系破裂后，正式号召对外发动伊斯兰革命，其主要敌

对目标就是以沙特为首的、采取亲美立场的海湾君主

国。

两国的外交对抗在两伊战争中达到顶点，因为沙

特事实上支持伊拉克，引发了伊朗的不满。而压垮两

国外交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87年7月31日的朝

觐冲突。1987年，伊朗朝圣者在麦加进行政治示威，

打出反对伊拉克、反对美国的政治标语。随后，示威

者与沙特官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402人死亡，649人

受伤。此后，双方均强烈谴责对方，沙特将伊朗的朝

觐人数下调至4.5万人，远远低于伊朗坚持要求的15

万人，作为抗议，霍梅尼宣布抵制当年的朝觐，并指责

沙特妨碍穆斯林履行朝圣的基本义务，其言外之意是

沙特政府丧失了作为伊斯兰政府的合法性。1988年

4月26日，沙特再次宣布与伊朗断交。

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外交政策逐渐由激进转向务

实。1991年3月19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恢复外交关

系。虽然两国关系整体走向缓和，但沙特和伊朗在宗

教、民族、国际影响力和领土主权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这为21世纪两国曲折的外交关系发展埋下隐患。

21世纪初，美国单边发动的反恐战争加剧了中

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脆弱性，特别是2011年爆发的中

东剧变彻底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伊朗和沙特围绕着

填补权力真空，在也门内战、叙利亚战场等多个方面

展开激烈博弈。

2016年1月2日，沙特内政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

由处死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当晚，伊朗示威者冲击了

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随后，沙特外交大臣以此为由

宣布断交。这也是沙特与伊朗的第三次断交。

纠缠千年的民族纠葛

回顾沙特与伊朗近百年的外交历程，会发现民族

和宗教因素，大大影响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事

实上，那些症结如果向前追溯，可以说是盘根错节纠

缠千年。

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

阿拉伯人发源于阿拉伯半岛，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与

犹太人是近亲。而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公元前

10世纪初期，从中亚地区进入伊朗高原。

在波斯人建立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时，

阿拉伯人的社会结构还是部落，分散且实力弱小。这

一时期，阿拉伯人臣服于波斯帝国。在波斯帝国首都

波斯波利斯的遗址中，还可以找到阿拉伯人牵着单峰

驼向波斯君主进贡的浮雕。波斯帝国对阿拉伯人的

征服与统治在萨珊王朝时期达到巅峰，萨珊王朝与罗

马帝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夹在两者之间的阿拉

伯人苦不堪言。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通过宣教和武力征服

的手段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而公元637年，阿

拉伯军队与波斯军队在伊拉克西南部的卡迪西亚一

决雌雄，阿拉伯人获胜后一路高歌猛进。

到了公元654年，波斯帝国全境几乎都被阿拉伯

人征服。而阿拉伯人也将伊斯兰教传入波斯，成为穆

斯林可以享受税收和地位上的改变，伊斯兰教的传入

使波斯文化开始了伊斯兰的转向。

但是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信仰差异，又使两个

民族的关系更加复杂化。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起

源于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有资格继承先知衣钵？

逊尼派坚持舒拉原则，即哈里发应该由全体穆斯

林推举产生，德高望重者居之，这是阿拉伯部落原始

民主制的遗存。而什叶派则坚持认为阿里本人与先

知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他最有资格继承。阿里是穆罕

默德的堂弟，又是他的女婿。由于穆罕默德没有男性

后裔，而阿里与法蒂玛生下了男性继承人哈桑和侯赛

因，因此阿里一脉是最有法理正统性的圣裔。

随着矛盾升级，这两个政治派别开始选择用武力

解决分歧。后来，倭马亚王朝建立后，将逊尼派立为

国教，什叶派便转入地下。而什叶派将经受的挫折与

苦难作为教义的一部分，不断强化这种受害者角色。

什叶派中强调苦难、反对压迫的思想显然契合了社会

底层民众和被压迫民族的心理情绪。

而在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阿拉伯贵

族垄断着国家政治权力，尽管波斯人皈依了伊斯兰

教，但仍被排除在统治阶层之外，事实上是帝国境内

的“二等公民”。波斯民族对现状的不满和渴望救赎

自身命运的心态，使他们更容易成为什叶派的信徒。

而信仰逊尼派的阿拉伯人统治者，在什叶派的眼中就

成了暴政和不义的代言人。这种局面使波斯人与阿

拉伯人之间的民族隔阂不断加剧，并直接导致了倭马

亚王朝的覆灭。

公元747年，出身于穆罕默德叔父阿巴斯支系的

艾布勒·阿巴斯许诺给波斯人平等地位，鼓动他们反

对倭马亚王朝。波斯人率先在伊朗地区反抗，后来阿

巴斯王朝建立后，波斯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甚至

有部分波斯人成为阿拉伯帝国中的世家大族，但这些

大臣的升迁荣辱还是玩弄于阿拉伯哈里发股掌之中，

也曾有波斯的世家大族，由于统治者担心波斯人的势

力过大，被毫不留情地进行清洗。

而到了近代，部分伊朗民族主义者认为正是阿拉

伯人的征服令波斯一蹶不振，是导致波斯民族现代不

幸命运的根本原因。波斯帝国的荣耀历史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但也是一种沉重的历史负担。帝国的

荣耀与覆灭让现代伊朗人更在意波斯人与阿拉伯人

的斗争历史，通过排斥阿拉伯文化，来强化对本民族

认同。这种落差心理对阿拉伯-波斯关系的发展蒙上

了一层阴影。

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纠葛是历史因素和现实

政治相互交织产生的，但绝非是两个民族之间交往方

式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历史上的恩怨虽对两国关

系正常化有影响，但民族间的和解、文明间的包容互

鉴推动了沙伊复交，这种东方智慧也在解决中东问题

上发挥了更大作用。中国在复杂的中东局势下促成

沙伊两国在北京的对话，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可谓具

有历史性意义，也将翻开沙伊关系新的一页。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有删节）

想让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有多难？
在中国斡旋下，伊朗和沙特两国在断交七年后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相互重开大使馆。3月10

日，双方在中方见证下于北京达成协议，并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

这一事件在中东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认为：“我们的世界

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了！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地区层面，都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一成果

的重要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感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求知，哪怕远在中国”，现在

可以说“求和平，哪怕远在中国”。

那么，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困局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说让这两个国家握手言和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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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吴门

【一】

苏州一共有过两代梨园公所。

先来说说老郎庙。

“老郎”是旧戏班中供奉的“祖师神”。清代在全

国各地普遍建立的老郎庙，实际上就是戏曲艺人借

供神而聚集议事的场所，也就是梨园公所。据《清嘉

录》称，苏州“老郎庙，梨园总局也。凡隶乐籍者，必

先署名于老郎庙。庙属织造府所辖，以南府供奉需

人，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

这确切地说明了苏州织造府掌管戏曲事务的原

因和史实。原来，清宫“南府”的戏班戏衣等，规定是

由苏州织造府承应的。所以历届苏州织造有一项特

别任务，就是必须为皇家选取戏曲人才，培养、进献。

因此，这就不能不把梨园子弟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以便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苏州织造府所属的戏曲行会，其外在形式叫作

“老郎庙”，内在形式则称为“梨园公所”，实际上就是

戏曲艺人聚会的地方，对内管理艺人的日常事务，解

决矛盾，调和关系，维护秩序；对外从事经营业务并

作为艺人的代表参加社会事务，维护艺人的共同利

益。它的地点原在“府城隍庙”旁边（武状元坊），雍

正末乾隆初移至镇抚司前扩建。

例如光绪七年（1881年）苏州《重修老郎庙捐资

碑记》说 :“老郎庙始为苏城昆腔演戏各班聚议之

所，大殿供奉祖师神像，每逢朔望拈香惟愿。”

虽说梨园公所大多是民间组织，但苏州的梨园

公所由于隶属于监督天下戏曲的机构织造府，自然

具有更大的权限。

最著名的一件事情来自一场斗争。

按照传统，在每年苏州府组织的迎春社火舞队

中，昆曲戏班里的戏曲艺人都要装扮充役。

而在雍正年间，苏州梨园公所就领导着各个昆

曲戏班，背靠苏州织造府，与苏州地方州府进行了一

场著名的斗争，最终的结果就是昆曲艺人再也不用

在迎春社火舞队中装扮充役，这项差事责令由民间

艺人的“丐户”担任。而这一历史性的胜利事件被刻

成了《奉宪永禁差役梨园扮演迎春碑》。

康熙乾隆年间，帝王屡屡南巡，又提倡昆山腔，

优待昆山腔艺人，是苏州老郎庙最风光的时刻。在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历年捐款花名碑》中所提

到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就可以明白它当时在全

国的影响之巨。

可惜的是，乾隆以后，也许有政治的原因，同时

也随着昆曲的衰落，老郎庙逐渐衰落，在道光年间，

竟然还出现了会首侵吞公款的事情，也让老郎庙的

处境更加艰难，最后便了无踪迹了。

【二】

就这样一直到了晚晴。

有一个叫郑长泰的戏子，从北方来到南方。

郑长泰是河北故城县人，幼年习武，拳艺精通，

成人后隐于伶，工武生，卖艺自给。郑长泰最擅长的

是演悟空戏，在《猴盗牌》《火焰山》《通天河》等戏中

模仿猴子形状，惟妙惟肖，誉为活猴，艺名“赛活猴”。

他在北京以一出演艺精湛的《金刀阵》而名声大噪，

还入选为清廷供奉。

成名后，郑长泰来到上海。除了演出猴戏，还演

出如《鸳鸯楼》《快活林》《翠屏山》等诸多武生剧，享

誉江南。

让郑长泰从此留在南方不再北归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他浪迹江南时，娶了苏州女子童氏。苏州本就

是伶人集聚之地，又紧邻上海，因此成了郑长泰的常

来之处。

光绪十六年（1890年），郑长泰在苏州见到同业

艺人生活困苦，鳏寡孤独、穷无所归，于是想要帮助

他们。他不遗余力地奔走募化，所幸得到了苏州织

造署董志明、江西巡抚德晓峰等人捐助，在阊门外三

乐湾置下一片宅基地，重建了苏州梨园公所。不过

和康乾时期的梨园公所不同的是，郑长泰所建的是

苏州的京班行会，庙内设（京剧）梨园公所，是苏州京

班艺人的聚议办事机构，祀唐明皇为祖师。同时，主

要的作用还有供无家可归的艺人居住，给南来北往

的戏班休憩，是一个更为公益的慈善机构。同时，郑

长泰还在梨园公所里，利用剩余的房屋，开设菁莪学

校，专门收留同业中的失学子女入学读书。

自从梨园公所建立后，郑长泰就放弃了自己的

专业，不再上台表演，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为公众做些

济贫育才的事情。

【三】

这样的慈善事业，郑长泰做了20年，直到宣统

三年（1911年）郑长泰去世。梨园公所的产业归其

妻童氏保管。但当时时局动荡，战事不断。童氏保

管梨园公所的二十年也十分艰难。

梨园公所时为军队所占，后来又被地痞所占据，

经常受到威胁。童氏夫人虽是一介女流，却深明大

义，不为威屈，不为利动。每年还节衣缩食，独立出

资修理屋宇。在民国期间，阊门内外曾经有过一段

时间商业繁荣期，周边的地价飞涨，引来了当时在苏

州的外国人觊觎，出高价想要买下梨园公所的地，被

童氏夫人严辞相拒，受到伶界同人敬重。

当时，在苏州的戏剧舞台上京剧占有主要的地

位，京沪名角纷至沓来，单是上海伶界联合会中的潘

月樵、夏月润、林树森、周信芳等京剧演员就都在苏

州演出过。1931年，沪、苏京剧界重修苏州梨园公

所，各地的剧院、剧团和艺人捐资出力，捐款总数达

银洋三千八百九十三元。也就在这一年5月，童氏

夫人将梨园公所全部契据交存上海伶界联合会保

管。1935年8月，上海伶界联合会在梨园公所立“苏

州梨园公所郑公长泰暨童氏夫人纪念碑”。碑石现

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

1958年，梨园公所内的祖师神像被毁，庙址散

为民居，后仅存老屋两进，2010年获得修缮，基本恢

复了晚清建筑原貌。六扇长窗的裙板刻有浮雕寿桃

图案，两廊各一的砖雕，南侧砖还雕刻有“琴韵”字

样。室内白墙、乌瓦、栗色木柱。二楼朝西有短窗，

下有裙板，窗配有无色透明玻璃。屋顶扁作梁、绗条

间铺设望砖。整个建筑的色彩清新淡雅，素净明快。

不过，最近如果走过三乐湾，你会发现，梨园公

所暂时消失了。

据介绍，由于原梨园公所周边正在进行建设施

工，为了确保施工过程中古建筑不受损坏，施工单位

在取得文物部门的批准后，请专业机构对梨园公所

进行拆除，建筑原物现保存在专门的仓库内，计划其

他项目竣工后复建。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将重见梨园公所，重温那

段风雅高亢的岁月。

曹雪芹说，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依托着大运河水系，阊门两岸商贾云集，各种行业会所也在周边汇集，苏州市控保建筑梨园公所原来就在上塘河畔。

作为戏曲艺人的行业工会组织，梨园公所在苏州戏曲界地位一直很高。

但却有市民发现，作为控保建筑的梨园公所，似乎消失了……

暂别了！梨园公所 文/星华

(上接A01版）值得一提的是，在让河道变得更清

澈的时候，苏州的水务部门还多管齐下，运用了好几

项“黑科技”。

其一，也许你已经发现了，在平江河里有许多长

相各异的水草，它们大多沉在水底，会跟着水流摇

曳。这些都是特意种植的沉水植物，包括苦草、水盾

草等形成了漂亮的“水下森林”，一方面可以帮助河

道水生态系统恢复，另一方面可以衬托清水，也有利

于鱼类的自然生长。

其二，如果你最近有在古城区的一些河道边走

过，也许会看到河中央有连成一排的“噗噗噗噗”往

外吐泡泡的设备，看上去不像喷泉，倒有些像养鱼的

氧气泵。这些确实是富氧设备，不断往水里注入氧

气，可以让植物们长得更好，也可以给水流“加速”，

让死水“活”起来。“所以我们会在一些水流比较慢的

河道滞流区加装这个设备。”

其三，对平江历史街区的河道进行控导，特别是

在与外部河流交界的地方，水务部门通过 5个小闸

门，对水流方向和速度进行精准控制。

“这次探索取得效果之后，苏州古城内也许会有

更多河道变得跟平江河一样清澈。”严鑫介绍，未来

结合其他多种技术手段，将会建设更多的清水河道，

古城水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让老百姓充分感受

自然之美、生态之美，让锦绣江南鱼米之乡更显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