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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背景下国家认同构建研究 

 

 

摘要：国家认同构建是国家构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约旦在动荡不安

的地区环境下仍能保持国家稳定，这与其国家认同构建密不可分。独特的领土

与人口情况使约旦国家认同构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具有不同之处。本文从

1988年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这一事件入手，研究约旦国家认同构建。 

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历经 1921年至 1946年的萌芽期，1946年至 1970年的成

长期，直到 1970 年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约旦国家认同内涵呈现两个特点：一是

约旦人民对哈希姆王室的忠诚，二是约旦人民对阿拉伯民族的归属感。 

在追溯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和法律联系的背景下，约旦国家认同在

约旦人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共同作用下增强，约旦国家特性更加清

晰。首先，约旦实行的约旦化措施推动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加强，严峻的经

济形势使约旦人民迫切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激发约旦人民建设国家的责任感；

其次，巴勒斯坦人民爆发起义，渴望独立建国，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身份载

体，其与约旦关系紧张，意在摆脱约旦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此外，阿拉伯世

界不认可由约旦来负责约旦河西岸，不认为约旦是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

推动约旦国家认同发展；至于以色列、美国则把约旦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替代

国，模糊约旦国家特性，促使约旦更加突出约旦身份。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后造成约旦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

坦裔约旦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约旦排外民族主义者声音强烈，国内经济形势愈

发严峻，与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等国关系也发生变化。为此，约旦从以下

四个方面进行国家认同构建：一是巩固约旦公民身份认同，培育约旦人民对约

旦领土的归属感；二是推动约旦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约旦虽实行经济改

革，试图通过保障经济利益来提升认同感，但约旦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加重

约旦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负担；三是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哈希姆王室的宗教圣

裔身份，但未过多宣扬伊斯兰力量，同时弘扬约旦国家文化，确立阿拉伯伊斯

兰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四是推动约旦与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合作关

系，发展约旦与以色列、美国和平外交关系，在建设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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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约旦国家特性，树立良好国家形象，赢得他国人民的认可。 

上述路径中，约旦国家认同构建的重点是推动约旦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

与，以便使约旦人民在政治参与中增强国家认同，但约旦实行的民主是有限的

民主，哈希姆王室是约旦国家权力中心，巩固约旦人民对哈希姆王室的忠诚是

约旦国家认同构建核心。为持续巩固约旦人民对国家的认同，约旦可通过切实

满足约旦人民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诉求，同时推广约旦国家文化，来培育约旦人

民文化认同。 

 

关键词：约旦；约旦河西岸；国家认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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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ملخص 

على أن يحافظ  يستطيع    ردنال   إنف  .وتنميتهالدولة  بناء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قضية أساسية في عملية  يعتبر بناء

إن الوضع الجغرافي والديموغرافي الفريد و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بناءفي البيئة الإقليمية المضطربة بفضل    استقراره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بناء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فيبحث  .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مختلفا عن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الخرى الهو   بناءيجعل  

 . لنهر الردن ي مع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بعد فك الردن الارتباط القانوني والإدار  الردنية

  ١٩٤٦من عام    النمو  وفترة  ١٩٤٦إلى عام    ١٩٢١من عام    نبتفترة الب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بناء  رم

في  دلالة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فتتمثل  . ١٩٧٠في عام   تشكيل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رسميًا  تمف  ١٩٧٠إلى عام  

شعور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بالانتماء إلى    فهي  الخرى أما  صفتين: الولى هي ولاء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للعائلة الهاشمية،  

 .المة العربية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أصبحت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أقوى  مع    الإداري والقانوني  الارتباط  فك الردنفي سياق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أكثر وعيا بأن الردن  إن  ف  تأثير المشترك للهوية الذاتية للشعب الردني وهوية الآخرين.في ظل ال

لردن إحساس الشعب  با  المطبَقة  سياسة الردنة  عززتأولًا،  الردن أوضح.    ميزات  أصبحتلأردنيين و ل  دولة  يمثل

الاقتصادي   دفعو   الردنيةالردني بالهوية   المشاركة    الردني  الوضع  بتوسيع  المطالبة  إلى  الردني  الشعب  الصعب 

  أطلق الشعب   . ثانيا،بناء الردنوتحفيز شعور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بالمسؤولية في    بشكل عاجل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ديمقراطية

 ة الفلسطينيةمنظمة التحرير الفلسطينية باعتبارها حاملة للهويأما  دولة مستقلة،  رغب في إقامة  انتفاضة و   الفلسطيني

مع  ف علاقتها  الفلسطينية  اعتزمتو   متوترة  الردن كانت  القضية  لحل  الردن  من  الاستقلال   التخلص  وتحقيق 

فإن العالم   ذلك،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هوية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تنميةفإن الشعور القوي بالهو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يحفز  الفلسطيني

فهذا يعزز تنمية الهوية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يينفلسطينلل  ممثل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 بأن الردن مسؤول عن  اعترف    العربي ما

دولة بديلة ل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مما   ما اعتبرتا الردنأما بالنسبة لإسرائيل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فإنه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 بشكل أوضح الردنيةالهوية لإبراز  الردن دفعفهذا  الردنيةيطمس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على    من أصل فلسطيني  ينالردن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أصبحت هويةمع  الإدارية والقانونية    رتباطالا فك  بع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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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أصبحو   صوت الوطنيين الردنيين الكارهين للأجانب قوياوكانت    مشكلةلنهر الردن    الضفتين

يبني الردن هويته الوطنية فلسطين وإسرائيل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مع ف الردن تغيرت علاقاتو أكثر قسوة  الردني

التالية:   الربعة  الجوانب  إلى  و   الردنية  المواطنة  هوية   تعزيزالول هو  من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بالانتماء  غرس شعور 

المشارك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مواطنين الردنيين والديمقراطية السياسية لتعزيز إحساس    دفع  الثاني هوالراضي الردنية. ف

 تعزيز الشعور ب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منرغم أن الردن نفذ الإصلاح الاقتصادي وحاول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ب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من عبء الطبقة الوسطى   المصالح الاقتصادية فإن سياسة التحرير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مطبقة بالردن زادت  خلال ضمان

ترسيخ  ل  الهاشمية  لكيةالحفاظ على الهوية الدينية للعائلة الموالفقراء في الردن. فالثالث هو تعزيز الوحدة القومية و 

  ، قام الردن ففي نفس الوقتالردن لا يدعى القوة الإسلامية كثيرا    ولكن   لعائلة الهاشميةاعتراف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با

تعزيز التضامن   هو  رابعالف   . وتأكيد الوضع الثقافي السائد للثقافة العرب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ثقاف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شربن

إسرائيل  بين الردن و سلمية  الدبلوماسية  العلاقات التطوير  و   والتعاون بين الردن وفلسط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الخرى 

الدول    شعوب  عتراف منالاوالحصول على  صورة وطنية جيدة    إقامةو   ميزات الردنتوضيح  ل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خرى 

الديمقراطية السياسية  من خلال دفع  بناء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تركيزإلى  الردن    سعى  في المسار أعلاه، 

الهاشمية هي    لكيةالمالعائلة  فإن  الديمقراطية في الردن هي محدودة  ولكن  الردنية والمشارك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مواطنين  

من أجل الاستمرار في  ف  جوهر بناء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إن ترسيخ ولاء الشعب الردني لها هي  و   قوة دولة مركز  

  وأيضا   بشكل فعال   ينلأردنيل  ردن أن يلبي المصالح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للأ  يمكن،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ويةاله  تعزيز

 . ملغرس الهوية الثقافية له الثقاف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طورتفز يح

 

 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هو  بناء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ردن،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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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背景 

国家认同属于政治学领域范畴，决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得以存续

的前提，关乎国家安全稳定。①国家认同又是一股凝聚力，使公民形成共同的意

志，采取共同的行动，享有共同的尊严，②使公民不因血缘、信仰、职业等差别

产生争端，从而相互包容，团结一心。因此，国家认同对于民族国家的团结稳

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国家认同是一个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不仅因为其具有重大意义，

也由于世界多国面临国家认同问题。学者亨廷顿指出国家认同危机已经成为一

个全球化现象。③阿拉伯世界各国因族群、部落、教派等多元身份认同以及难民、

移民、外籍劳工等问题造成国民国家认同感低。但具体而言，阿拉伯各国面临

的认同危机实质上并不相同。对于约旦，族性（ethnicity）和部落主义(tribalism)

对政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影响是其缺乏凝聚性认同的障碍。④1921 年外约旦酋

长国在约旦河东岸诞生，至此这片土地上的人拥有约旦人这一身份概念，而部

落是当时外约旦社会的显著特征，牢固的部族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如何使

部落认同优先的东岸约旦人加强国家认同感是约旦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问题。

此外，约旦国内存在多个族群，除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车臣人等少数族群

外，巴勒斯坦裔人是约旦国内人口占比最多的族群，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⑤ 

约旦本土人与巴勒斯坦人族群矛盾是约旦国家政权稳定的潜在威胁，1970

年黑九月事件便是此威胁的表现。此后约旦本土人出现明显的排他主义思想，

怀疑巴勒斯坦人对约旦的忠诚，约旦本土人与巴勒斯坦人政治、经济地位差异

逐渐凸显，影响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特别是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对约旦国家认同。 

1988 年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推动巴勒斯坦国建立，由此带来约旦河东

 
①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第 22 页。 
② 阎小骏著，《当代政治学十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21 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年，第 12 页。 
④ Nur Koprulu. Consolid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Rethinking Internal Unrest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in Shaping Jordanian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Ph.D,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 p4. 
⑤ 李茜，《约旦少数族群对国家构建的影响》，外国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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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两岸的约旦公民身份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此外，

约旦国内排他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也更加强烈，学者约瑟夫·马萨德表示：“约旦

国内排外民族主义者作为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敌人公开出现，对他们来说，巴

勒斯坦裔约旦人在约旦的存在使约旦国家处于危险之中。”①所以，该局势也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不利于约旦国家认同构建。另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

系使国内本就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巴勒斯坦人从约旦银行撤回资金，国

外巴勒斯坦裔劳工不再将其资金汇入约旦，如此严峻的经济状况使约旦公民政

治参与的意愿更加强烈。在上述背景下，约旦如何构建并强化国家认同是个值

得探究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历史上约旦领土边界经历多次变动，1925 年在英国协助下，马安与亚喀巴

归为外约旦领土，第一次阿以冲突后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第三次阿以冲突

后约旦河西岸虽被以色列占领，但约旦仍与西岸保持行政法律联系，1988 年约

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约旦管辖的领土范围明确。 

约旦人口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占人口总量 98%，基本上是约旦人和巴勒

斯坦人，还包括切尔克斯人、库尔德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德

鲁兹人、阿尔巴尼亚人、巴哈伊教徒和少量犹太人、吉普赛人等。②此外，约旦

国内存在大量难民，据约旦公共广播 2021 年 4 月报道显示，约旦已收容 53 个

不同国籍的难民，约 378.8万人，其中约 240万巴勒斯坦难民，130万叙利亚难

民。③ 

所以，约旦独特的领土与人口情况使约旦国家认同构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

相比特点更明显，目前国内学者以某个阿拉伯国家为案例来研究国家认同的学

术成果较少，现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局势动荡的

阿拉伯国家，所以本文以约旦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国家认同构建，理论上可以

 
①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72. 
② 李茜，《约旦少数族群对国家构建的影响》，外国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00 页。 

 .م٢٠٢١ ،https://www.almamlakatv.com/news/60963رغم موارده المحدودة،  عام    ١٠٠  الردن مقصد اللاجئين في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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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国内有关国家认同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丰富阿拉伯国别研究成果。此

外，本文以国家认同为视角，重新研究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

这一历史事件，以期对该时期约旦民族国家构建有新的理解。 

（二）现实意义 

在冲突不断、动荡不安的地区环境下，约旦民族国家构建历经艰难考验，

但仍能保持国家稳定，这与其国家认同构建密不可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可

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因此研究约旦国家认同构建可以加深对约旦民族国家

构建的理解，了解把握当前及未来约旦民族国家发展情况，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中国国家人民对约旦的了解。 

其次，约旦与巴勒斯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社会联系，两国关系具有独

特性与特殊性，正如阿拉伯学者指出，约旦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政治历史在很

大程度上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相吻合。①1988 年，约旦受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

民大起义的影响，决定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强化约旦人民身份

认同意识，从而间接刺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本

文研究约旦国家认同，分析巴勒斯坦人民身份认同对约旦人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涉及巴以问题对约旦国家认同构建的影响，也提及约旦国家认同构建对巴勒斯

坦身份认同意识发展的作用，所以本文通过研究，以期得出约旦国家认同构建

对巴以问题走向是否具有影响，从而对巴以问题复杂形势有新的认识。 

此外，研究约旦国家认同可以对其他同样存在多元认同的阿拉伯国家以及

其他国家的国家认同构建提供借鉴。 

三、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国家认同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约旦国家认同方面

虽有相关研究涉及，但其重点在于论述影响约旦国家认同的因素，对约旦已采

取的相关建设国家认同的措施少有论述。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现将国内学者

的相关研究成果按照国家认同、约旦国家认同、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这三个

 
① Nur Koprulu. Consolid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Rethinking Internal Unrest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in Shaping Jordanian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Ph.D,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7,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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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1.国家认同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

截至 2022 年 3 月，篇名含有“国家认同”的中文文献共有 2636 篇，最早的研

究文献出现于二十世纪 90 年代，研究海外华人的国家认同问题。总体而言，国

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家认同内涵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国家认同内涵的观点不一，

学者江宜桦从分析“认同”的涵义入手，认为国家认同是个人对自己国家的主

观性选择、归属与认可。①而学者林震和郭艳从“认同”的主体即个人与国家两

个维度来界定国家认同，一方面指个人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另一方面指

国家特性以及其这种特性受到他国认同。②这两位学者对国家认同下的定义为本

文提供重要指导。 

第二，国家认同构建研究。学者林尚立从理论层面出发，指出国家认同构

建应从推动民主入手，优化国家制度与结构体系，最终由认同主体自行选择。③

学者石亚洲、张方译论述从哪些具体路径来构建国家认同，指出从维护经济利

益、构建文化价值观、稳定族际关系这些关键层面来采取政策措施。④ 

第三，国家认同面临的问题研究。学者王卓君、何华玲认为国家认同问题

出现的根源在于国家治理和全球化的共同影响，⑤至于学者周平认为造成国家认

同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民族认同。⑥ 

第四，多族群、多宗教国家的国家认同研究。由于这些国家内部存在族群

冲突、宗教教派冲突，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等次国家认同威胁国家认同发展，

因此国内一些研究学者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如李亚娟的博士学位论文

《历史与现实：黎巴嫩国家认同研究》⑦、陈艺的硕士学位论文《阿曼苏丹国国

 
① 江宜桦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② 郭艳，《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展国家：国家认同遭遇去中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9 期，第 38-

41 页；林震，《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1 年第 6 期，第 67-77 页。 
③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第 22-46 页。 
④ 石亚洲、张方译，《多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关键维度与政策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第 16-26 页。 
⑤ 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 期，第 16-27

页。 
⑥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26-40 页。 
⑦ 李亚娟，《历史与现实：黎巴嫩国家认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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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认同研究》①等都以历史为线，分析国家自建立后国家认同的演变，宗教认同、

族群认同等如何威胁国家认同发展以及该如何构建国家认同。 

2.约旦国家认同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约旦的研究涉及约旦社会、文化、外交、教育、军事、

政治等方面。至于约旦国家认同相关研究成果可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学者在论述约旦民族国家构建及约旦国家民族主义发展历程中提到

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变化，但尚未详细系统论述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历程、构建路

径等内容。学者冀开运以历史为线论述约旦国家民族主义形成过程，②国家认同

作为国家民族主义中的关键概念，这篇论文对笔者思考约旦国家认同演变发展

整体脉络具有一定参考。 

学者李茜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层面分别论述 1921 年至今约旦民族国

家构建情况，指出约旦民族国家构建的特点，③在论述约旦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中，

提及各历史阶段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变化，但未涉及 1988 年约旦与西岸解除联系

对约旦国家认同的影响。这篇论文同样对笔者思考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历程提供

重要参考。另外，学者李茜专著《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④以历史为线，从政治

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三大层面论述约旦国家现代化建设历程，有

助于笔者深入了解约旦国家构建，思考约旦国家认同发展。 

第二，国内研究学者就族群、部落分析其对约旦国家构建的影响，其中涉

及对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影响。学者李茜论文《约旦少数族群对国家构建的影响》

⑤围绕约旦少数族群，论述其在各历史阶段做出的贡献以及约旦如何加强少数族

群的融合与合作进而构建其国家认同，未涉及国内巴勒斯坦裔约旦人。至于学

者韩志斌、薛亦凡聚焦约旦部落，分析各历史阶段约旦国内部落与哈希姆政权

互动形式，突出部落对维护约旦政权稳定的作用，提及部落对约旦国家认同发

展造成的影响。⑥ 

3．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事件的研究 

关于该事件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的原因及约

 
① 陈艺，《阿曼苏丹国国民认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2019 年。 
② 冀开运，《约旦国家民族主义形成的综合因素》，世界民族，2006 年第 3 期，第 14-17 页。 
③ 李茜，《约旦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与特点》，科学、经济与社会，2015 年第 1 期，第 76-82 页。 
④ 李茜著，《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 
⑤ 李茜，《约旦少数族群对国家构建的影响》，外国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99-109 页。 
⑥ 韩志斌、薛亦凡，《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20 年第 1 期，第 118-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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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政府后续采取的措施。学者王铁铮所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与学者唐

志超所著《列国志·约旦》都对该史实进行简要阐述，但关于该事件对约旦的

影响未进行详细论述。 

（二）阿拉伯学界研究现状 

阿拉伯学界在国家认同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样丰富，涉及多维度，至于对约

旦国家认同的研究聚焦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虽在论述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历程中提及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对约旦国家

认同的影响，但未系统展开论述，鲜有详细论述约旦已采取的构建国家认同的

路径。本节同样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述： 

1.国家认同相关研究 

鉴于国家认同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阿拉伯学界对此也颇为重视，以

阿拉伯学术信息服务网站（المنظومة 为例，笔者在该网站上搜索国家认同①（دار 

الوطنية） 一词，发现截至（الهوية  2021 年 12 月，网站显示共有 2341 篇论文。阿拉

伯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研究大致分为这几方面：  

第一，研究全球化、多样化宗教、部落主义等因素如何威胁国家认同发展，

如学者阿卜杜·马利克·穆尔塔德（مرتاض الملك  的论文《全球化及其对国家（عبد 

认同的破坏》（ العولمة وتدمير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②、萨迪克·巴希特·法基（صادق بخيت الفكي）

的论文《部落主义和身份：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从属冲突》（ صراعات والهوية:  القبلية 

 ，上述研究成果进一步了解阿拉伯国家国家认同发展状况，③（الانتماء بين المركز  والهوامش

第二，围绕媒体、历史遗迹、教育、语言等某一方式来研究其如何构建强

化国家认同，如哈利法·阿里·哈米德·苏威迪（ عل السويدي   يخليفة  حميد  ）的论文

《社交媒体与国家认同》（الإعلام  الاجتماعي  و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④、萨利马·高塞（سليمة  قاسي）

的论文《加强国家认同：公民教育的基础》（ المواطنة  على  للتربية  تأسيس :  الوطنية  الهوية  تعزيز ），

 
① 2004 年在沙特成立，网站内容为期刊、学位论文等，在阿拉伯国家学术信息服务领域占有较高地位。 

 م. ٢٠٠٥مؤسسة بونة للبحث والدراسات، الجزائر،  عبد الملك مرتاض، العولمة وتدمير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②

 م. ٢٠٠٩،  ٢٣يدة، السودان، العدد  أفكار جدصادق بخيت الفكي، القبلية والهوية: صراعات الانتماء بين المركز والهوامش، مجلة   ③

 م.٢٠١٣،   ٤٦٥، مجلة منار الإسلام، العدد  الإعلام الاجتماعي و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خليفة على حميد السويدي،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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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研究成果使笔者对阿拉伯国家国家认同构建路径有进一步了解。 

第三，围绕某一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国家来研究其国家认同的内涵特征、发

展历程、面临问题，如法伊兹·萨利赫·马赫茂德（محمود صالح  的论文《伊（فائز 

拉克国家认同构建问题》（العراق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هوية  بناء  和巴勒斯坦学者阿卜②（إشكالية 

杜·法塔赫·盖勒吉利（عبد الفتاح القلقيلي）和艾赫迈德·阿布·戈什（أحمد آبو غوش）

的论文《巴勒斯坦国家认同：形成的特殊性和组织框架》（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هوية 

الناظم والإطار  التشكل  其中巴勒斯坦学者关于巴勒斯坦国家认同内涵和发③，（خصوصية 

展历程的论述有助于笔者了解巴勒斯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的变化，从而进一步

分析其对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的影响。 

2.约旦国家认同相关研究 

阿拉伯学者在约旦国家认同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总体可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论述约旦国家认同形成、发展历程，分析影响约旦国家认同形成与

发展的因素，指出约旦国家认同面临的问题。约旦雅尔穆克大学穆罕默德·图

尔基·巴尼·萨拉马教授（سلامة بني  تركي  与哈立德·伊萨·阿德万教授（محمد 

العدوان ） عسي  الردن:  ）的《约旦身份危机：历史进程和当代探讨》（خالد  في  الهوية  أزمة 

论述从奥斯曼帝国时期至阿卜杜拉二世执政时期，约（مسارات تاريخية ونقاشات معاصرة

旦人民身份认同形成与发展历程，指出移民、难民、部落认同导致约旦国家认

同面临危机，提出未来约旦应加强国内民族团结，推动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诚

实对话，突出约旦传统的多样性，以此来应对国家认同危机。④这篇论文对笔者

了解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演变历程提供参考，但该篇论文在论述约旦身份认同发

展历程中未深入展开约旦解除与约旦河西岸联系对约旦身份认同影响，也未论

述约旦已采取的国家认同构建措施。 

 
 م. ٢٠١٨،  ٤  مجلة سوسيولوجيا للدراسات والبحوث الاجتماعية، العدد  سليمة قاسي، تعزيز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تأسيس للتربية على المواطنة،  ①

 م. ٢٠٠٩  ،١٣، مجلة دراسات إقليمية، العدد  إشكالية بناء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فائز صالح محمود ②

بو غوش،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خصوصية التشكل والإطار الناظم، المركز الفلسطيني لمصادر حقوق المواطنة واللاجئين،  أعبد الفتاح القلقيلي وأحمد   ③
 .م٢٠١٢   ،١٣ورقة عمل رقم  

 .م٢٠١٦  ،٦العدوان، أزمة الهوية في الردن: مسارات تاريخية ونقاشات معاصرة، العدد    ىمحمد تركي بني سلامة وخالد عس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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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学者泰尔·萨利比·哈马德·马萨伊德（ طايل صليبي حمد المساعيد）的《约旦

国家认同历史溯源：1921-1946》（الجذور التاريخية ل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١٩٢١-١٩٤٦م）①针

对 1921-1946 年这一历史阶段，分析影响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的内外因素，得出

约旦国内的爱国主义运动与外部的殖民统治、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约旦国

家认同发展。这篇文献对笔者了解约旦国家认同形成背景提供帮助。 

阿拉伯学者萨克尔·阿布·法克尔（صقر أبو  فخر）2010年论文《约旦：身份

问题》（ الهوية أسئلة  表示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双重身份认同、巴勒斯坦难②（الردن: 

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对约旦国民身份认同发展构成威胁，但该论文未展开论

述约旦针对这一威胁如何强化约旦身份认同。 

第二，围绕约旦国家认同构建的某一具体路径展开论述。约旦学者瓦利

德·阿卜杜·哈迪·奥威默（ عبد الهادي العويمر   وليد ）2019年论文《国家认同构建：约

旦实践》（ التجربة   الردنية في بناء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③从培育约旦公民意识这一路径来论述约旦

国家认同构建。他表示当今约旦从学校教育、宪法立法两方面入手来培育约旦

公民意识，但真正实践效果不如预期。该篇论文对笔者了解当代约旦国家认同

构建提供参考。 

3.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事件 

阿拉伯学界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可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聚焦约旦解除

与约旦河西岸联系的背景、原因与影响，如阿卜杜·拉赫曼·阿瓦德·巴尔古

提（عبد الرحمن عوض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برغوثي）硕士论文《约旦解除与约旦河西岸行政法律经

济关系决议》（قرار فك العلاقة القانونية والإدارية والمالية الردنية مع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④ 

第二，围绕约旦与约旦河西岸的关系，分析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1988

年约旦解除与西岸联系这两件事件的背景、原因及其对约旦、巴勒斯坦、以色

 
 .م٢٠١٥  م،١٩٤٦- ١٩٢١طايل صليبي حمد المساعيد، الجذور التاريخية ل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①
 . م٢٠١٠،  ٨٣  ، العددية صقر أبو فخر، الردن: أسئلة الهوية، مجلة الدراسات الفلسطين ②

 م.٢٠١٩،  ١٨، المجلد  ٣٦التجربة الردنية في بناء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مجلة مقربات، العدد وليد عبد الهادي العويمر،  ③

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عليا في  عبد الرحمن عوض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برغوثي، قرار فك العلاقة القانونية الإدارية والمالية الردنية مع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رسالة ماجستير، كلي ④
 م. ٢٠٠٨جامعة بيرزي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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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影响，如哈兹姆·马吉德·艾哈迈德（حازم مجيد أحمد）的论文《约旦与约旦河

约旦河西岸从合并到分离》（الردن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من الاتحاد حتى فك الارتباط）①。至于约旦

大学法里斯·穆罕默德·谢哈德（شحادة محمد  的硕士论文《约旦与约旦河（فارس 

约旦河西岸的政治关系（1948-1988）》（  والضفة الهاشمية  الردنية  المملكة  بين  السياسية  العلاقة 

除涉及上述两大事件之外，还论述②（الغربية  ١٩٤٨م-١٩٨٨م 1948-1988 年期间约旦

与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的关系变化。 

总体而言，阿拉伯学者对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的事件，集中论述对约旦、

约巴关系的影响，未延伸至其对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的影响。 

（三）西方学者研究现状 

1. 国家认同相关研究 

西方学界在认同、国家认同相关方面理论成熟，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此

论述对本研究提供重要指导的西方学者研究成果。 

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对认同概念的阐释以及认同危机的论述对本研

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指出当前“次国家认同”、“跨国认同”或他国认同

威胁国家认同发展，提出当前阿拉伯各国国家认同面临部落认同、教派认同等

次国家认同的挑战。③ 

学者马克西姆·亚历山德罗夫聚焦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论述该学派关

于认同、国家认同相关的思想理论，并提出自己对国家认同概念的见解。他表

示“认同”是建构主义学派广泛使用的概念之一，国家的利益由认同塑造，国

家认同（以及利益）在国与国互动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这就可以较好解释国际

关系的演变，他提出从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来界定国家认同，内部维度即国家

内部的精英与公众，外部维度即其他国家的精英与公众。④这篇文献对笔者思考

国家认同构建提供新的想法。 

 
 .م٢٠١٥،  ٢٢ية والثقافية، العدد  مجل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تاريخالردن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من الاتحاد حتى فك الارتباط،  ،  حازم مجيد أحمد ①
، رسالة ماجستير، كلي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عليا في الجامعة  ١٩٨٨- ١٩٤٨  العلاقة السياسية بين المملكة ال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 فارس محمد شحادة②

 م.٢٠٠٤الردنية،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年。 
④ Maxym Alexandrov. The Concept of State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Vol.10, No.1, 2003, pp.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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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著作对民族主义理论范式的论述，为笔者理解

约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提供指导。学者在书中还提出认同应从个体

和集体两个层次出发，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认同比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认同更

稳定，这对笔者思考约旦国家认同构建提供启发。学者还指出认同是连续与变

化的，所以需要运用对长时段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①这对本研究所采取的研究

方法提供一定参考。 

2．约旦国家认同相关研究 

西方学界侧重研究近现代以来约旦民族（nation）构建及约旦民族认同的发

展，围绕约旦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研究其对约旦民族、民族认同的影响，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从某一具体因素如难民、部落、约巴关系着手，分析其对

约旦人民身份认同的影响。通过研读约旦民族、民族认同相关文献，有助于笔

者了解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的发展变化，进而分析约旦国家认同构建。 

学者约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著作《殖民影响：约旦民族认同的

形成》②围绕殖民、贝都因文化、军队、巴勒斯坦人等因素，研究其在约旦历史

进程中如何影响约旦民族认同发展。该书最后一章分析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关系、

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对约旦民族认同影响，指出 1988 年约旦与约旦河西

岸解除联系后，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紧张关系威胁约旦国家社会长久稳定，

提出未来约旦应采用包容性政策，约旦民族主义者应持有包容性的态度，进而

避免约旦第二次内战发生。该书为本文提供重要参考。 

英国杜伦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院艾哈迈德·奥马尔·巴贾特·阿卜杜

勒·哈迪的 2016 年博士毕业论文《中东民族主义：自 1988 年分离后约旦民族

认同发展》③在盖尔纳民族主义理论框架下，着重分析 1988 年后约巴关系、约

以和平条约、2010 年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对约旦民族认同的影响。他指出

1988 年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后一直试图加强构建领土国家认同，而后提

出的“约旦第一”口号更加重视领土爱国主义（territorial patriotism）发展，但

该研究未具体展开 1988年后约旦采取怎样的构建路径。 

 
①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9-20 页。 
②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Ahmad Omar Bahjat Abudul-Hadi.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development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disengagement of 1988. Ph.D, Durham University,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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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乔治·华盛顿大学马克斯·叶基（Max Yenki）的学位论文《难民对约

旦人民身份认同的影响》①聚焦难民这一因素，分析 1948、1967、1991 年、

2011 年涌入约旦的大批难民对约旦身份认同的影响。他指出约旦建国以来，哈

希姆王室通过与本土贝都因部落的密切联系来巩固统治，而涌入的大批难民与

本土部落在社会、经济及政治层面的利益冲突，促使约旦民族主义意识加强，

影响社会稳定与国家构建。 

而学者劳瑞·布兰德（Laurie A.Brand）论文《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身份

危机》②聚焦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关系，分析其对约旦身份认同影响。他指出，

自 1950 年约旦河东西两岸合并后，约旦国内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关系一直处于

紧张状态，促使约旦自我身份认同意识发展。这种被长期压制的紧张关系在

1989 年政治自由化后引起公开讨论，影响约旦社会和谐，致使巴勒斯坦裔人面

临身份认同危机。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从约旦国家的内部形势与外部环境分析影响约旦民族

构建、民族认同发展的因素。其中学者深入分析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对约旦

人民身份认同的影响，为本文提供参考。这些研究也涉及 1988 年约旦与约旦河

西岸解除联系对约旦身份认同发展的影响。  

3．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事件 

关于该事件，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样也围绕两方面展开：第一，论述约旦与

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的原因、影响，侧重论述对美国、以色列的影响，如学者

菲利普·里宾斯（Philip Ribins）的《脱离半个王国：约旦与约旦河约旦河西岸

切断联系》（Shedding half a kingdom: Jordan’s dismantling ties with the West Bank）。

③第二，围绕约巴关系，分析约旦河东、西两岸从合并到分离过程中约旦人与巴

勒斯坦人关系变化，如学者维克多·卡坦（Victor Kattan）论文《约旦与巴勒斯

坦：1950 与 1988年》（Jordan and Palestine: Union(1950) and Secession(1988)）。④ 

综上所述，阿拉伯学界与西方学界深入探究影响约旦身份认同发展的因素，

 
① Max Yenki. The effects of Refugees on Jordanian Identity. Master Thesi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② Laurie A.Brand. Palestinans and Jordanians: A Crisis of Identit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24, No.4, 

1995, pp.46-61. 
③ Philip Ribins. Shedding half a kingdom: Jordan’s dismantling ties with the West Bank.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16, No.2, 1989, pp.162-175. 
④ Victor Kattan. Jordan and Palestine: Union (1950) and Secession (1988). https://www.academia.edu/4080234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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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涉及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对约旦身份认同的影响，但对此事件之后

约旦如何构建国家认同较少进行展开。至于国内学者在约旦国家认同研究方面

成果不及西方学者与阿拉伯学者，对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的研究也较少。 

四、概念阐释与研究理论 

本文研究约旦国家认同构建，“认同（identity）”一词起初是哲学里讨论的

问题，后来该概念被运用到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等领域，被赋予

丰富含义。学者亨廷顿认为，认同具有多重意义，难以准确界定，但中心意思

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

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他还表示“认同”由自我界定，但他人对某个人或某

个群体的看法影响到这个人或群体的自我界定。认同重要性在于影响人们的行

为。①至于国内学者江宜桦认为“认同”具有“同一、等同”；“确认、归属”；

“赞同、同意”三种涵义。②基于上述，本文认为“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对其自

身的认识，认为自己归属于哪一类身份，同时该身份受到他者看法的影响。 

对于“国家认同”概念，学者江宜桦基于“国家”与“认同”定义，认为

国家认同表示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

家的心理活动。③由于“认同”涉及到他者的看法，所以西方学者马克西姆·亚

历山德罗夫认为国家认同的内部维度是国家内部的精英与民众对其国家表征的

认识以及对国家的认可，外部维度是指其他国家的精英与民众对该国国家表征

的认识以及对该国的认可。基于上述学者观点，本文认为“国家认同”指个人

认识到自己所属国家的国家特征，从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但他者对

该国国家特征的认识以及对该国的看法影响该国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矛盾统一关系④，在研究国家认同构建时，不可

避免涉及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等相关概念，为此本文对其进行简要阐释。学者

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关于民族主义具有多种多样的定义，但大多数定义有重

叠并揭示了一些共同的主题，主题就是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他为民族

 
①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20-22 页。 
② 江宜桦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第 8-11 页。 
③ 同上，第 12 页。 
④ 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学术界，2011年第 4 期，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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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下了一个具有指导性的定义，即“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

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

在的民族。”①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学者安东尼·史密斯

对其提出一个被广泛运用的定义，即“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

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

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②由此而言，民族认同更多

偏向于文化层面，表示个人对其所属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认可与

支持，对个人民族身份的接纳与认可。 

对于国家认同构建，学者亨廷顿表示“身份认同”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人

们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惑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身份认同。③因此，

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集体认同也是可构建的。学者亨廷顿针对美国国家认同面临

的问题，提出“重新振作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

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④这一办法。由此看来，学者亨廷顿对国家认同构建提出

的意见则是强化国民身份、突出国家特性，培育国民共同文化。学者江宜桦表

示：“公民之所以认同一个国家，是因为他或她找到了认同的目的，大致可以分

为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⑤学者江宜桦提及的这

些认同目的也是一个国家的国家特性体现。由此，本文认为国家认同构建应从

突出国家特性入手，明确国家认同的内涵，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层面

采取相应措施构建国家认同。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国家认同构建，首先需明确国家认同是什么，即国家认同构建的

基础，因此本文第一章研究约旦国家认同形成历程，分析约旦国家认同内涵特

点，第二章分析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的起因背景，得出约旦做出该决定

时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状况，至于第三章分析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对约旦国家

 
①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 10 页。 
② 同上，第 18 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21 页。 
④ 同上，第 11 页。 
⑤ 江宜桦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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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该影响之下约旦构建国家认同的路径。  

（二）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本文立足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搜集并研读著作、译著、论

文等文献来了解约旦民族国家构建以及约旦国家认同演变历程等。通过对 1988

年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这一事件相关史料的分析，分析其对约旦国家认

同的影响，研究该影响下约旦国家认同构建路径。 

历史研究法：随着历史的发展，约旦国家认同在不断变化发展。本文以约

旦历史为序，论述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历程，分析约旦国家认同内涵特点，为后

文研究约旦国家认同构建路径奠定基础。 

案例分析法：本文以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这一事件来研究约旦国家认同

构建，试图得出有关约旦国家认同构建的一般结论。 

六、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一）创新点 

研究内容创新。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约旦国家认同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影响

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的因素，而对于约旦国家认同构建的相应路径较少涉及，因

此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内容创新。 

切入角度创新。本文以约旦解除与约旦河西岸行政、法律联系作为案例来

研究国家认同构建，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分析该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及其对约

旦、巴勒斯坦的影响，尚未深入展开论述其对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的影响。至于

西方学者与阿拉伯学者虽涉及该事件对约旦国家认同的影响，但还未延伸至该

影响之后约旦构建国家认同的路径。本文试图以小见大，得出关于约旦国家认

同构建路径的一般结论。 

（二）难点 

本文研究约旦国家认同构建，涉及政治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知识，但在

这方面，笔者理论知识较薄弱，理论运用较不熟练，可能造成本文研究不够深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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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约旦国家认同构建基础 

关于约旦国家认同的形成，国内学者李茜表示 1970 年内战是约旦民族国家

构建的新起点，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开端。①约旦雅尔穆克大学穆罕默德·图尔

基·巴尼·萨拉与哈立德·伊萨·阿德万教授也表示 1970 年是形成约旦国家认

同的一个转折点，九月爆发的内战是重新定义约旦认同的一个尝试。②本文基于

上述观点，追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前的历史背景，从中分析得出约旦国家认同

内涵特点。 

第一节 约旦国家认同形成历程 

约旦国家历史可追溯至 1921 年外约旦酋长国建立，1921年前不存在“约旦”

或“约旦人”的概念，此时的认同没有任何国家意义，具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特征。③因此，本节从 1921年开始，分析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历史进程。 

一、1921-1946 年约旦国家认同萌生阶段 

1921 年 4 月外约旦政府成立，“外约旦人”身份概念正式出现。1923 年 5

月 25 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阿卜杜拉领导的独立政府，但条件是该政府为宪制政

府，且英国能履行与该国有关的国际义务。④由此，外约旦政治实体出现。外约

旦政府成立初期，外约旦领土边界尚未明确，1925 年马安与亚喀巴归为外约旦

领土，1928年外约旦《基本法》确定外约旦领土范围。 

1921年外约旦边界内人口约 230000人，阿拉伯人占据主体，车臣人和切尔

克斯人是主要的少数族群，约 12000 人，伊斯兰教将这些少数族群与约旦阿拉

伯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参与外约旦行政管理，进入军队，未对约旦政治、经济、

社会发展形成阻碍。⑤ 

1928 年外约旦宪法和国籍法的颁布，外约旦人民开始明确认识到外约旦国

 
① 李茜著，《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81 页。 

 . ٩٩٢، صم٢٠١٦  ،٦العدوان، أزمة الهوية في الردن: مسارات تاريخية ونقاشات معاصرة، العدد    ىمحمد تركي بني سلامة وخالد عس  ②

③ 李茜，《约旦民族国家构建演进历程与特点》，科学经济社会，2015 年第 1 期，第 77 页。 
 . ٣٣ص  م،١٩٧٣  (،١٩٤٦-١٩٢١علي محافظة،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معاصر: عهد الإمارة) ④

 .٢٥٢ص  م،٢٠١٥  م،١٩٤٦- م١٩٢١طايل صليبي حمد المساعيد، الجذور التاريخية ل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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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特性，具有外约旦公民意识。1928 年 4 月颁布的外约旦第一部宪法《基本法》

الساسي） 明确外约旦国旗、首都等国家特征，对外约旦人民权利、埃米（القانون 

尔权力、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同年外约旦出台国籍法，从

法律层面界定谁是外约旦国家公民。 

1921年至 1946年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萌芽期。阿卜杜拉的泛阿拉伯民族

主义政策，未凸显外约旦特性，影响外约旦国家认同形成。另一方面，英国殖

民统治阻碍阿拉伯力量的联合统一，控制外约旦行政、军事等机构，激发外约

旦人民爱国主义情感。 

首先，阿卜杜拉想借助外约旦来实现其建立泛阿拉伯国家理想，所以未凸

显外约旦特性。1921 年 4 月阿卜杜拉给其父侯赛因的信中表示，他之所以接受

英国划分的政治版图，是因为在阿拉伯势力薄弱且缺少国际帮助的情况下不能

建立叙利亚王国，希望通过英国绘制的政治版图来实现该目标。① 

在这样思想影响下，阿卜杜拉在外约旦行政部门、军队任用许多叙利亚独

立党等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他们与外约旦人相比是更能实现建立泛阿拉伯国

家理想的人选。所以，任命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拉希德·塔利阿（طليع 领（رشيد 

导第一届外约旦政府，政府成员多为叙利亚独立党（الاستقلال 人及法塔特（حزب 

阿拉伯组织人士（الفتاة العربية  只有一位来自外约旦即阿里·哈尔基·沙，②（جمعية 

拉里（ علي خلقي الشرايري），四位来自叙利亚，两位来自希贾兹，一位来自巴勒斯坦。

③阿卜杜拉在建国初期组建的预备军（كتيبة الدرك الاحتياطي）是由此前阿拉伯叙利亚

军队、奥斯曼军队的阿拉伯军官负责，至于组织军（النظامية 是由从希贾兹（الكتيبة 

来到马安的士兵组成，黎巴嫩人艾哈迈德·伊斯坦布尔（ الاسطنبول ④。统领（أحمد 

外约旦政府还为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人士提供经济支持，为流亡到外约

旦的叙利亚独立党或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提供政府职位。 

 
 .٢٥٣ص  م،٢٠١٥  م،١٩٤٦- م١٩٢١طايل صليبي حمد المساعيد، الجذور التاريخية ل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①

② 法塔特阿拉伯组织（جمع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فتاة）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组织，由一群阿拉伯学生于 1911 年在巴

黎成立。 
 . ٢٥م، ص١٩٧٣  (،١٩٤٦-١٩٢١علي محافظة،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معاصر: عهد الإمارة) ③

 . ٣٩ص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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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约旦国内叙利亚独立党人士被驱逐，叙利亚反法革命失败，阿卜杜

拉意识到实现大叙利亚计划希望渺茫，将目光投向巴勒斯坦。1938年5月，他向

英国皇家委员会（الملكية 提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其中表示建立一（اللجنة 

个由巴勒斯坦与外约旦联合的阿拉伯国家，①之后，阿卜杜拉积极促成大约旦计

划的实现。 

阿卜杜拉推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把实现阿拉伯统一的理想抱负凌驾

于外约旦人民利益之上，引起外约旦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政府的不满，激发外

约旦人民建设国家的责任感。所以，外约旦知识分子曾以 1923 年阿德旺革命

عدوان） 为契机，高呼“约旦属于约旦人的”口号，控诉他们被剥夺担任政（ثورة 

府职位的权利，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求由外约旦人参与政府管理，建立一个由

政府负责的代理议会。②约旦学者瓦希卜·沙尔也表示：“对于埃米尔阿卜杜拉

为实现阿拉伯统一而做出的努力，外约旦人并不表示十分理解，不认为其是国

家构建的首要紧急任务。”③所以，阿卜杜拉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未凸显外

约旦特性，影响外约旦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但刺激外约旦民族主义的形成。 

另一方面，英国殖民统治使外约旦人民爱国主义精神高涨，推动外约旦身

份认同意识发展。 

首先，英国驱逐外约旦国内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阻碍阿拉伯力量的联

合统一，进而推动外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的发展。1923 年阿卜杜拉组建阿拉

伯军团（العربي 后，因为当中一些军官是独立党人士的支持者，英军上尉（الجيش 

皮克对其严格监管，并渐渐摆脱他们。1924 年 8 月外约旦与叙利亚边界发生冲

突，英国决定向阿卜杜拉及其政府施压，要求将外约旦政府独立党人士驱逐出

境，阿拉伯军团中独立党人士也被皮克解雇。④1923 年的阿德旺革命英国也参

与其中。英国一方面向阿卜杜拉施压，要求其维持国家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

暗中鼓动阿德旺部落，以便驱逐外约旦国内的独立党人士，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① Nur Koprulu. Consolid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Rethinking Internal Unrest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in Shaping Jordanian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p49. 
 .٤٨-٤٧م، ص١٩٧٣  (،١٩٤٦-١٩٢١علي محافظة،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معاصر: عهد الإمارة) ②

 . ٣٠م، ص٢٠٠١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والاستحقاقات المستقبلية، مركز دراسات الوحدة العربية، بيروت ،  -أين؟  وهيب الشاعر، الردن إلى   ③
 . ٤١م، ص١٩٧٣(،  ١٩٤٦-١٩٢١علي محافظة،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معاصر: عهد الإمارة)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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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次，英国通过控制外约旦政府职位来稳固其殖民统治，促使外约旦人民

政治参与的愿望更加强烈。在国内独立党人士被驱逐出境后，外约旦国家行政

职位由英国官员以及从巴勒斯坦政府借调的职员担任。外约旦知识阶层因一直

处于国家管理的边缘地位而感受到政治空缺感，所以 1927 年3月他们成立约旦

人民党（حزب الشعب الردني）来表达政治参与诉求。②
 

1928 年 2 月英国与外约旦缔结条约后，外约旦人民不再局限于通过游行示

威、发表抗议言论来表达不满，而是以召开第一届全国性会议的形式来审视这

项条约，确定未来的政治行动计划。③这次全国性会议通过《国家宪章》（ الميثاق

其内容突出外约旦应由埃米尔阿卜杜拉领导的独立宪政政府管理；不承，（الوطني

认英国委任统治，除非是出于外约旦国家利益接受英国提供的技术援助；拒绝

不是由阿卜杜拉宪政政府发布的征兵令；外约旦拒绝承担任何外国占领军的开

支等。④此次全国会议之后，外约旦人民又相继召开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组建

对议会负责的宪政政府，不承认外约旦与英国签署的协定，要求解雇政府借调

的职员等意见。这些都可体现出外约旦人民希望参与外约旦国家构建，实现外

约旦独立。 

另外，外约旦国内出现一些政治组织，反映出外约旦人民的国家民族主义

意识。比如 1924年约旦知识青年成立的“约旦青年党”（حزب فتيان الردن）旨在清

除管理外约旦国家事务的独立党人士，要求组建由阿卜杜拉领导的宪政政府，

每一个职位无论大小都应由外约旦人担任。⑤1933 年外约旦地主、切尔克斯人、

基督徒以及贝都因部落首领领导人建立团结党（التضامن 其成员局限于，（حزب 

1922年前在外约旦生活的人，这就将 1922年以后生活在外约旦的巴勒斯坦人、

叙利亚人等排除在外。⑥ 

 
 . ١٧٥م، ص١٩٨٨م دراسة وثائقية، مكتبة المحتسب، عمان،   ١٩٢٥- م١٩٢١سليمان موسى، تأسيس الإمارة الردنية   ①
 . ٧٥- ٧٤م، ص٢٠١١  م، وزارة الثقافة، عمان،١٩٤٦- ١٩٢١علي محافظة، الفك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ردن وثائق ونصوص    ②
 . ٧٥ص  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③
 . ٧٥، ص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④

 .٢٥٧ص  م،٢٠١٥  م،١٩٤٦- م١٩٢١طايل صليبي حمد المساعيد، الجذور التاريخية ل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ردنية   ⑤
⑥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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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1921 年外约旦建立，“外约旦人”身份概念出现，1928 年外约

旦宪法和国籍法的颁布，外约旦人民开始明确认识到外约旦国家特性，具有外

约旦公民意识。阿卜杜拉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外约旦国家认同形成，

未凸显外约旦特性，另一方面，英国殖民统治激发外约旦人民爱国情感，外约

旦人民通过召开全国人民会议、建立政党等政治活动，表达追求外约旦国家独

立、参与国家构建的诉求。这一阶段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萌芽阶段，外约旦

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约旦国家认同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二、1946-1970 年约旦国家认同加强阶段 

1946 年英国承认外约旦独立，1946-1970 年期间，约旦致力于融合巴勒斯

坦裔约旦人与约旦本土人，构建统一的约旦国民身份认同，约旦国家认同在约

旦化措施以及逐渐增强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下逐渐形成。 

1948 年阿以冲突爆发后，约旦军队占领如今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国内学者

认为，约旦积极参与此次冲突的原因就在于国王阿卜杜拉想实现他的大约旦计

划。①在阿卜杜拉推动下，同年 12 月，巴勒斯坦人民在杰里科举行会议，通过

约旦河西岸与外约旦合并的决议，随后约旦议会也通过这一决议。 

约旦政府在行政、法律等层面采取措施，积极落实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合

并。1949年 2月，约旦颁布《护照法》暂行法，又称 1942年第 5号护照法的附

录，指出：“任何拥有巴勒斯坦国籍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都可根据 1942 年第 5

号护照法获得约旦护照。”②1928 年外约旦《国籍法》经 1949 年 12 月修订后指

出：“所有生活在外约旦及外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管理的西部领土的巴勒斯坦籍

居民，在本法生效后，即被视为获得约旦国籍。”③这是约旦政府强加给巴勒斯

坦人的约旦公民身份，巴勒斯坦人并没有要求。外约旦政府在上述国籍法中，

用“西部领土”称呼要兼并的这片巴勒斯坦领土，之后约旦政府将这部分领土

以约旦河西岸相称，外约旦以东岸相称，特别是在 1950 年 3 月 1 日颁布的一项

条例中规定“在今后指示或决定中的任何地方，涉及到约旦哈希姆王国的约旦

 
① 唐志超编著，《列国志：约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56 页。 

 . ٦٩م، ص٢٠٠٤  ، رسالة ماجستير للجامعة الردنية،١٩٨٨- ١٩٤٨فارس محمد شحادة، العلاقة السياسية بين المملكة ال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②
 . ٧٠ص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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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岸领土，要废除‘巴勒斯坦’一词。”① 

1950年，由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组成的参、众议院产生，参议院由 20名议

员组成，12 名来自外约旦，8 名来自约旦河西岸。众议院扩大至 40 个席位，各

20 个席位。但此时约旦的人口数量增加到 130 万，其中 40 万人口是东岸本土

人，90 万是约旦河西岸人口以及新的巴勒斯坦难民。②由此而言，约旦参、众

议院席位的分配并非平衡，约旦政府仍想将权力掌握在东岸约旦人手中。同年，

国名被更改为约旦哈希姆王国，未添加与约旦河西岸或巴勒斯坦有关的因素，

国家首都仍然是安曼。此外，约旦 1949 年第 53 号法律规定约旦货币自 1950 年

1 月成为法定货币，废除巴勒斯坦货币，同时约旦关闭驻耶路撒冷的约旦领事

馆，撤回约旦河所有边防警卫，统一两岸法律等。③ 

由上述措施看出，约旦在国名、国籍、货币等诸方面，试图消除巴勒斯坦

痕迹，构建国内巴勒斯坦裔人的约旦国民身份认同。 

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对约旦合并东西两岸并不反对，尽管一些人将其描述为

侵占性行为，但对于刚经历家园丧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约旦是其

安全的避风港。人们对其出生地的眷恋与归属感根深蒂固，特别是对于刚经历

1948 年灾难的巴勒斯坦人而言，其内心对家园渴望更加强烈。约旦政府实施的

约旦化措施只是从表层意义上构建巴勒斯坦人的约旦国民身份认同，其内心对

于约旦国家的归属感难以快速形成。 

两岸合并后，约旦政府集中精力发展东岸，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农业、工业，

实行大型工业项目，扩大东岸的交通系统等，而约旦河西岸唯一发展起来是旅

游业。④东、西两岸不平衡的发展趋势更容易加深巴勒斯坦人内心的差别感，不

利于构建巴勒斯坦人对约旦国家认同。由此，巴勒斯坦人要求约旦政府在发展

方面像对待东岸一样对待约旦河西岸。1950 年巴勒斯坦商人声称他们在申请进

口许可证时受到歧视，三分之二的进口许可证颁发给东岸居民。⑤此外，生活在

难民营的巴勒斯坦工人阶级、农民等难以融入约旦社会，他们与那些受过良好

 
①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25. 
 . ١٨٠، صم٢٠١٥،  ٢٠ مجل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ثقافية، العدد  الردن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من الاتحاد حتى فك الارتباط،،  حازم مجيد أحمد ②

 .٧١-٧٠، ص١٩٨٨-١٩٤٨حادة، العلاقة السياسية بين المملكة ال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فارس محمد شانظر:    ③

④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6. 
⑤ Ibid, 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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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拥有大量资本的巴勒斯坦人不同，不能凭借资本、知识技能获得较好的

社会地位。他们的存在引起约旦大地主的不满，因为约旦政府在其土地上设立

难民营，随着土地的逐渐升值，他们想要驱逐这些占地者。① 

总体而言，约旦河东西两岸统一后，约旦政府的措施未推动约旦本土人与

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形成统一的约旦国民身份认同，巴勒斯坦人基于约旦的政治

决议而获得约旦公民身份，但该身份未根植于其灵魂、思想。面对国内近三分

之二的巴勒斯坦人口，约旦政府将国家权力集中在东岸约旦人之手，约旦化的

措施推动约旦本土人身份认同意识的发展。 

虽然约旦通过约旦化措施试图消除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但二十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巴解组织，旨在实现巴勒斯坦解放，一直提醒巴勒斯坦人自身身份，

刺激约旦民族主义发展，使约旦本土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关系发生变化。 

约旦本土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基于阿拉伯民族兄弟情谊，巴勒

斯坦人将约旦人视为共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阿拉伯兄弟，约旦人对巴勒斯

坦人的遭遇感到同情，但巴解组织的行动使约旦本土人感到不安，他们以约旦

为根据地与以色列进行对抗，对约旦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1966年，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萨姆（السموع）村发动的袭击便是证明，之后

约旦河西岸人民爆发示威活动，抗议约旦政府在保护人民方面的无能。②1967

年第三次阿以冲突使巴勒斯坦人反以情绪愈发高涨，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更

加强烈，推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对此学者约瑟夫·马萨德表示，1967 年

“挫折”导致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巴勒斯坦人开始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③巴

解组织逐渐摆脱阿拉伯国家控制与干预，加强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 

1967 年后巴解组织游击队在约旦河谷的卡拉马（كرامة）难民营与以色列发

生对抗，使以色列遭受重创。这场胜利为巴勒斯坦人带来曙光，游击队名声大

振，于是约旦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自愿加入巴解组织游击队，以至于 1968 年 5 

月国王侯赛因在接受英国广播电视采访时说：“有一天我们这里都会成为游击队

的世界。”④巴解组织武装力量的扩大对约旦政权与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逐

 
①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5. 
 . ١٤٩، ص١٩٨٨-١٩٤٨فارس محمد شحادة، العلاقة السياسية بين المملكة ال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انظر:   ②

③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2001, p239. 
④ Text of the interview is reproduced in Al-WathaÚiq al-Urduniyyah 1968, pp.152–156. (Cited in: Josep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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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强的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推动约旦人民自我身份认同意识发展。 

1970 年 9 月巴解组织与约旦军队发生冲突，此次冲突为巴勒斯坦人与约旦

人之间划定边界，表明阿拉伯民族团结是一个幻影，巴勒斯坦身份认同与约旦

身份认同发生冲突，促使当代约旦国家认同出现，约旦人民意识到约旦是属于

约旦人的国家，是由哈希姆政权领导的阿拉伯国家。 

综上，1946 年-1970 年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加强阶段。外约旦与约旦河

西岸合并后，约旦实施约旦化措施，推动东岸约旦人对国家的认同，对巴勒斯

坦人影响较小，未形成统一的约旦国民身份认同。随着巴解组织出现及其力量

扩大，巴勒斯坦人身份认同意识逐渐增强，刺激约旦人民自我身份认同发展，

直到 1970 年黑九月事件，约旦国家认同正式形成。 

第二节 约旦国家认同内涵特点 

1970 年黑九月事件后，约旦国家认同正式形成。基于本文的国家认同定义，

笔者认为约旦国家认同是指约旦人民认识到自己处于怎样的国家，即由哈希姆

政权领导的阿拉伯国家，意识到自己的约旦公民身份，在心理上认可自己属于

约旦这个国家。本节结合约旦国家认同形成历程，深入分析约旦国家认同的内

涵特点。  

一、对哈希姆政权的认可 

约旦国家构建以哈希姆家族为中心，首先，约旦政治体制将约旦国家权力

集中在哈希姆王室，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约旦构建的国家认同，其核心是构

建对哈希姆王室的忠诚。 

1928 年外约旦宪法规定，外约旦政府向埃米尔负责，埃米尔具有对外约旦

政府首相和内阁成员的任命、罢免权。埃米尔和立法会议都具有立法权，但埃

米尔有权否决立法会议通过的法律并拥有解散立法会议的无限制权力。①1952

年约旦出台的宪法规定，国王是国家元首，是陆海空三军最高领导人，有权批

准和颁布法律，召开议会或休会，举行众议院选举、解散众议院和解除众议院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0.) 
① 王铁铮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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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资格，有权任免首相、大臣和参议院议员，有权赦免和减轻刑罚等权力。①

由此而言，国王享有绝对权力。此外，约旦政党活动被长期禁止，以防哈希姆

政权受到挑战。二十世纪 50 年代，约旦国内左倾的纳布勒西政府、纳赛尔主义

倾向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使哈希姆政权面临威胁。复兴社会主义、纳赛

尔主义等意识形态与哈希姆政权背道而驰，所以政变平息后，约旦所有政党被

解散，政党活动被禁止。 

其次，约旦国名体现哈希姆家族的领导地位。约旦国名从“外约旦酋长国”

到 1946 年“外约旦哈希姆王国”再到 1950 年“约旦哈希姆王国”，重点突出

“哈希姆”家族，即使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合并，也未包含“巴勒斯坦”、“西

岸”相关的词语。约旦的国名展现约旦国家特性，即约旦是由哈希姆家族领导

的约旦，哈希姆家族是约旦国家政治象征。阿拉伯学者瓦希布·本·沙尔也表

示，相比共和制国家，君主制国家王室在构建国家认同过程中更能起到国家象

征作用，因此一些君主制国家在国名添加执政王室家族的名字，比如约旦、沙

特、摩洛哥。”② 

此外，哈希姆家族的宗教圣裔身份使其在穆斯林心中占据崇高地位。约旦

人口百分九十以上是穆斯林，他们秉持忠诚、诚实、向善、正义、信服等宗教

价值观，③对哈希姆家族心怀忠诚与敬畏。同时，哈希姆王室通过宗教象征来巩

固其权力合法性，维护其伊斯兰教圣地守卫者的身份，以此巩固哈希姆政权的

宗教合法性，强化约旦穆斯林对哈希姆家族的认可。为此，国王阿卜杜拉致力

于兼并约旦河西岸，在正式宣布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合并之前，约旦就于 1949

年 7 月撤回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对东耶路撒冷实行监护，即使约旦河西岸被

以色列占领，哈希姆家族依旧负责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事务，展现其宗教圣地

守卫者身份。 

约旦是典型的部落社会，部落贝都因人秉持“家族、氏族、部落集体安全

和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这一思想观念也延续至他们的军队生活与职业生涯

中，④所以，他们对哈希姆政权心怀忠诚，有利于哈希姆王室构建其对约旦政权

 
 . https://moi.gov.jo/  ،日01月11年2021时间录登  ،١٩٥٢دستور الردن الصادر عام   ①

 . ٢٤، صم٢٠٠١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والاستحقاقات المستقبلية، مركز دراسات الوحدة العربية، بيروت،  ا -الشاعر، الردن إلى أين؟    وهيب  ②

③ 李茜著，《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171 页。 
④ Mohammed Ali Al Oudat and Ayman Alshboul. Jordan First: Tribalism, Nationalism and Legitimacy of Power in 

Jordan. Intellectual Discourse, Vol.18, No.1, 2010,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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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并且哈希姆王室也将部落融入约旦国家社会发展，巩固其对哈希姆王室

的忠诚。1924 年国内叙利亚独立党人士被驱逐后，阿卜杜拉更加重视国内部落

力量，委任其担任政府职位，比如本·萨赫尔（صخر 部落成员被选入阿卜（بني 

杜拉内阁，①还为其减免税收、提供财政支持等，以此构建约旦部落对哈希姆政

权的忠诚。 

此外，哈希姆王室通过领导一支忠诚的约旦武装力量来强化对哈希姆王室

忠诚。1923 年外约旦政府成立的阿拉伯军团，由贝都因人组成，保留贝都因游

牧人的习俗和传统，受英国将军格拉布领导。外约旦独立后，哈希姆王室为完

全控制约旦阿拉伯军团，解除格拉布等英国军官职务，由约旦人替补他们的位

置。约旦阿拉伯军团使部落贝都因人进一步融入到约旦国家社会之中，其参军

获得的经济利益使其更加依赖约旦政权，越来越多的贝都因人对约旦政府产生

依恋感，进入约旦国家政府机构，成为支持约旦政权的重要力量。所以，不论

是 1957 年约旦军事政变还是 1970 年黑九月事件,贝都因士兵始终忠于哈希姆王

室，维护哈希姆政权。同时，哈希姆王室在约旦社会大力弘扬部落贝都因文化，

例如音乐、服装、饮食、价值观念等。对此阿拉伯学者表示：“约旦军队文化渗

透到约旦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角落，约旦军队一直是形成约旦认同的核心工

具。② 

综上而言，哈希姆王室是约旦国家象征与权力中心，约旦穆斯林的宗教价

值观、部落贝都因人的价值观促使其忠于哈希姆王室。同时，哈希姆王室从政

治制度、宗教文化层面，努力构建强化约旦人民对政权的忠诚，约旦人民的国

家认同基于对哈希姆王室的忠诚。 

二、对阿拉伯民族的归属 

约旦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共同的阿拉伯民族文化、历史、语言等使约旦

阿拉伯人具有归属感，团结凝聚在一起，从而树立起对约旦国家认同。与此同

时，哈希姆政权一直呼吁倡导阿拉伯民族团结统一，增强约旦国内人民凝聚感，

 
① Nur Koprulu. Consolid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Rethinking Internal Unrest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in Shaping Jordanian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p48. 
② Ahmad Omar Bahjat Abudul-Hadi.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development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disengagement of 1988, 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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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增强国家认同。自外约旦政府成立以来，阿卜杜拉心怀建立泛阿拉伯国

家的雄心，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引来建设外约旦，称外约旦是所有阿

拉伯人的国家，弘扬阿拉伯大起义精神。1950 年约旦河东西两岸合并是阿卜杜

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突出体现，但该举动引起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对

此，阿卜杜拉使用阿拉伯民族团结统一的话语，为其兼并约旦河西岸的行为提

供合理理由。约旦政府在宣布东西两岸统一时表示，（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这

一决议是基于东西两岸的现实，基于两岸的民族主义者、两岸自然地理位置和

两岸的共同利益。①之后，阿卜杜拉在 1950 年议会上表示：“在约旦宪政历史上，

（此次议会）是约旦两岸代表联合召开的第一次议会，这是源于一个民族、一

个祖国和一个希望的意志”。②由此而言，阿拉伯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哈希姆政权

团结外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的话语，以此加强约旦国内人民团结。 

随着巴解组织成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强烈。基于约旦的人口现

实，国王侯赛因在约旦国内一直高呼阿拉伯民族团结统一的口号，特别是六十

年代后期，国王侯赛因反复强调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团结共同体，以此来稳定约

旦社会关系，促使约旦国内人民和谐共处。国王侯赛因 1966 年 6 月在北部城

市阿杰隆（عجلون）发表讲话中称：“巴勒斯坦事业不再具有巴勒斯坦性质。我

们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两岸的团结是安拉保佑与人民支持的团结，

它构成了更大的阿拉伯团结的核心。”③“我们将砍掉每一只破坏团结的手，我

们将挖出每一只斜视我们的眼睛，我们不会松懈或宽容。” ④ 

总体来说，约旦阿拉伯人共同的民族归属感与认同感推动其国家认同发展。

回顾 1921-1970 年约旦历史进程，维护阿拉伯民族团结统一一直是哈希姆王室

进行约旦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以此来构建团结和谐的约旦社会关系，加强约

旦国家认同。 

本章追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历程，1921-1946 年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萌

 
① Annex to the Official Gazette, Parliamentary Minutes, Vol.3, 1950, p7. (Cited in: Ahmad Omar Bahjat Abudul-

Hadi.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Development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Disengagement 

of 1988, p33.) 
② The Unity of Banks of Jordan: Events and Documents, Amman: Idarat al Sahafah wa al-Nashr, 1950, p7. (Cited 

in: Ahmad Omar Bahjat Abudul-Hadi.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development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disengagement of 1988, p34.) 
③ King Husayn’s speech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Ajlun Teachers College, June 14, 1966, reproduced in 

Khamsah wa Ishrun, pp.441-443. (Cited in: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38.) 
④ Ibid, pp.44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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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期，在阿卜杜拉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英国殖民统治这两大因素影响下，

外约旦人民逐渐产生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约旦国家认同形成。1946 年至

1970 年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成长期，约旦实行的约旦化措施推动东岸约旦人

的身份认同意识，但对约旦籍巴勒斯坦人影响较小，随着巴解组织力量扩大，

巴勒斯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逐渐增强，刺激约旦人民自我身份认同意识发展，

直到 1970 年黑九月事件，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约旦人民意识到自己的约旦身份，

认识到自己处于怎样的国家，即哈希姆政权领导的阿拉伯国家，从心理上认可

自己属于这个国家。约旦国家认同内涵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对哈希姆王室的忠

诚，约旦的政治体制、哈希姆家族的宗教圣裔身份、部落贝都因人的价值观等

因素促使约旦人民认可哈希姆政权；另一个特点是对阿拉伯民族的归属感，约

旦阿拉伯人的民族归属感与认同感推动约旦国家认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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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背景下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状况 

国家认同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本章追溯 1988 年约旦与约旦河西岸

解除联系的背景，分析约旦国家认同发展状况。他者认同对自我认同的发展具

有反向推动作用，所以本章从约旦人民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巴勒斯坦人民、阿拉

伯世界、以色列与美国的他者认同来综合分析。 

第一节   约旦国民身份认同意识强烈 

1970 年约旦国家认同形成后，约旦政府继续实施约旦化措施，约旦国民身

份认同意识逐渐增强，“东岸优先”思想在约旦人民心中落地生根，促使其产生

与约旦河西岸分离的想法。另外，由于八十年代约旦经济形势恶化、政治民主

进程发展缓慢，约旦人民要求政府聚焦东岸政治发展、经济改革的呼声愈发高

涨。 

一、 突出约旦身份与巴勒斯坦身份的区别 

1970 年内战后，约旦政府愈发重视凸显约旦身份特性，实行约旦化措施，

强调约旦本土部落文化传统，巴勒斯坦人由此处于边缘地位。首先，在行政、

军事领域，约旦政府对国内公共部门人员进行大规模调整，大量巴勒斯坦人被

解雇，由约旦本土人担任，整顿军队，依靠本土部落力量来维护约旦国家安全。

至于巴勒斯坦人则在私营经济领域从事工作，或去海湾地区寻求生计。约旦前

信息部大臣兼任国王侯赛因与阿卜杜拉二世顾问阿德南·阿布·奥达（ أبو   عدنان

在其（عودة 1999 年所著的《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约旦人、巴勒斯坦人与哈希姆王

国》一书提到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公共生活所面临的境遇，他论述道：“1970-

1971 年（黑九月）流血事件促使约旦政府之后采取‘约旦化’或‘去巴勒斯坦

化’政策，削弱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关键部门如议会、公共部门、军队和媒体部

门的力量，只有私营经济部门仍然毫无保留地向巴勒斯坦人民开放。”① 

 
① Yitzhak Reiter. The Palestinian-Transjordanian Rift: Economic Might and Political Power in Jorda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58, No.1, 2004,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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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约旦王室对巴勒斯坦人不信任，认为其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参与

会对约旦政权构成威胁。相对而言，约旦本土部落的价值观念会使其对哈希姆

王室更加忠诚与顺从。这就造成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在政治参与、经济利益方

面的不平衡，使本已存在信任危机的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的隔阂加大，更加区

分出约旦身份与巴勒斯坦身份。 

其次，约旦政府在社会文化领域上宣传约旦特性。在受约旦人民欢迎的电

视台上播放许多关于约旦军队的节目以及关于约旦部落贝都因人生活的连续剧。

同时，约旦广播和电视上播放大量歌颂约旦、安曼、军队和侯赛因国王的歌曲，

以及该地区开始流行贝都因人歌曲的新流派。约旦政府还建立一些机构来促进

约旦民族文化活动，由约旦总理瓦斯非·塔尔（التل （السعيدية）夫人赛迪亚（وصفي 

创立的约旦民间遗产复兴协会（ التراث الشعبي الردني  نادي إحياء ），以及 1981 年创办的

杰拉什文化节宣扬约旦贝都因人歌曲与舞蹈文化。①
 

约旦政府实行的约旦化措施，推动约旦身份认同发展，“东岸优先”口号便

是一个突出表现。“东岸优先”即东岸约旦人优于巴勒斯坦人，具体表现为反对

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机构在约旦事务中发挥作用，从而突出约旦人身份。② 

另外，约旦人民在服饰、方言等方面展现约旦身份特性，与巴勒斯坦人区

分。约旦青年开始佩戴红白相间的头巾（الشماغ）这一传统特色服饰以此来表达

国家自豪感，而巴勒斯坦人则是习惯佩戴黑白相间头巾。③这一举动也是追随国

王侯赛因的脚步，国王侯赛因在二十世纪 70 和 80 年代频繁戴红白头巾，尤其

在他向部落领袖、军队发表讲话或者去海湾阿拉伯国家访问时候，国王佩戴红

白头巾的照片也出现在约旦的货币与邮票上。④鉴于约旦方言与巴勒斯坦方言的

差别，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阿拉伯语字母“القاف”发音，大多数城市巴勒斯坦人

说方言时，将字母“القاف”发成（/qaf/），为此大多数约旦男性不论是城市人、

农村人或贝都因人在 70 年代后将阿拉伯语字母“القاف”发成（/gaf/），以此与

 
①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50-251. 
② Mohammed Ali Al Oudat and Ayman Alshboul. Jordan First: Tribalism, Nationalism and Legitimacy of Power in 

Jordan. Intellectual Discourse, Vol.18, No.1, 2010. 
③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50. 
④ Ibid, 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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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区分。① 

随着约旦国民身份认同意识增强，他们想要与约旦河西岸分离的想法也逐

渐产生。1974 年拉巴特峰会，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得到阿盟承认，之后以哈桑

王储为代表的约旦王室成员便主张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断绝关系，约旦总

理穆达尔·巴德兰（ بدران 曾表现出这一意图，他提议取消作为约旦政府雇（مضر 

员的约旦河西岸约旦公民的工资，最终该提议未被采纳。②这里的“约旦河西岸

约旦公民”指的便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这一提议暗示约旦政府人员认

为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不属于约旦国民，即使他们拥有约旦国籍。 

此外，响应“东岸优先”口号的约旦人民认为约旦参与巴勒斯坦问题解决

将导致约旦面临以色列等外部威胁。一些约旦人甚至公开表示“约旦是约旦人

的”，产生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想法。③这些都意味着约旦人民想要与约旦河西岸

解除关系，认为约旦不应再负责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正如国王侯赛因在

1988 年 7 月 31 日通过约旦广播电视向约旦人民发表讲话时说：“在你们的城市、

村庄、营地、部落、工厂、学校、办公室和机构，（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

这一决议不会让你们感到惊讶，正如你们当中许多人一直在期待它，并且你们

中一些人在我们采取该决议前就提出了这一要求。”
④
 

综上所述，在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之前，约旦政府实行约旦化措施，

强调约旦部落文化传统，凸显约旦身份特性，进一步强化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意

识，促使约旦人在社会文化方面与巴勒斯坦人区分，提出东岸优先口号。 

二、 聚焦约旦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诉求 

约旦经济依赖外援、侨汇、外贷等外部资源，易受外界形势影响。1973 年

的石油危机造成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在刺激海湾产油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约

旦经济的发展，对约旦出口产品以及劳动力需求增加，为约旦提供更多经济援

助。但是在 1979 年伊朗革命及两伊战争的影响下，全球石油价格下跌，随之而

 
①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51. 
② Ibid, p258. 
③ Nur Koprulu. Consolid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Rethinking Internal Unrest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in Shaping Jordanian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p103. 
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عليا في  عبد الرحمن عوض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برغوثي، قرار فك العلاقة القانونية الإدارية والمالية الردنية مع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رسالة ماجستير، كلي ④

 . ٦٨، صم٢٠٠٨  جامعة بير زي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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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是约旦出口、外援、侨汇的下降，还有因海湾国家工作机会减少带来失业

问题，约旦外汇从 1984 年 12 亿美元下降到 1988 年的 9 亿美元。约旦接受的经

济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80年 30%降至 1983年的 15%①，失业率从 1980

年 3%上升至 1988年的 20%②。 

为此，约旦政府不得不借助更多贷款用于国家支出，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就

业和提供补贴来解决国内失业问题。据统计，1981 年政府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90.3%，1985 年上升至 96.2%，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 1980 年的

38%到 1985年的 66.6%③，由此约旦产生财政危机，负债累累。 

在经济形势恶化的 80 年代，约旦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发展缓慢。一方面，约

旦众议院未实际发挥作用。拉巴特峰会后，约旦解散众议院，1978 年 4 月，约

旦成立“全国协商委员会”暂时替代众议院，职能是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审

议政府制定的一切立法和法律，讨论国家的总政策，没有立法权，同时该委员

会成员由国王从约旦社会各阶层中选择任命，④无法代表广大约旦人民利益诉求。

1984 年 1 月约旦解散全国委员会，经过选举产生新一届众议院，约旦众议院开

始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约旦自 1954 年以来实行禁党令和军事戒严，影响约旦

社会政治生活，无法反映约旦各阶级人民的利益诉求。 

严峻的约旦经济形势与发展缓慢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使约旦人民要求政府

实行政治民主和复兴经济的意愿强烈。 

另外，约旦政府在 80 年代中后期采取措施密切与约旦河西岸行政与经济联

系，促使一些约旦本土人更加迫切要求政府聚焦东岸约旦国家政治、经济发展。

1984 年，约旦恢复约旦河西岸议员在众议院的席位，1986 年，约旦计划在约旦

河西岸实行为期五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来推动约旦河西岸的工、农业以及教

育事业的发展。一些约旦人对此颇有怨言，认为该计划得不偿失，对东岸重视

不够。
⑤
1987 年巴勒斯坦人民发动起义后，约旦许多上层大臣向国王侯赛因建

议，敦促国王解除与约旦河西岸，他们认为这一行为是必要的，能让政府专注

 
 . ٧- ٦صم،  ٢٠٠٧  سفيان العيسة، إعادة النظر في الإصلاح الاقتصادي في الردن: مواجهة الوقائع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①
 .٦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ص  ②
 . م٢٠١١  ،https://alghad.comوالمة المالية العالمية، جريدة الغد،    ١٩٨٩زيان زوانه، أزمتنا عام   ③

④ 唐志超编著，《列国志：约旦》，第 71 页。 
⑤ 王维周，《约旦为何解除与约旦河约旦河西岸联系》，国际展望，1988 年第 4 期，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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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岸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复兴。①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约旦经济从繁荣逐渐走向崩溃，政治民主进

程发展缓慢，促使约旦人民要求政府扩大政治民主和复兴经济的意愿强烈，而

约旦政府在 80 年代中后期密切与约旦河西岸政治、经济联系，使约旦人民更加

希望政府聚焦约旦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 

第二节   巴勒斯坦身份认同刺激约旦身份认同发展 

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发展是推动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发展的动力，对

此，有阿拉伯学者表示约旦身份认同意识是回应巴勒斯坦身份认同的一种情感。

②巴勒斯坦身份认同与约旦身份认同相互作用，随着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逐渐

增强，促使约旦政府考虑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正如国王侯赛因在 1988 年阿

尔及尔峰会上表示：“如果今天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意愿是与约旦分离，我们尊

重他们的意愿，正如当初我们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代表于 1950 年做出与东岸统一

的决定一样。”③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前，巴勒斯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强烈。巴解组

织是巴勒斯坦身份的有形载体与精神支柱，与约旦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意在摆

脱约旦，独立自主地解决巴以问题。1987 年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是巴勒斯坦身

份认同表达的突出表现。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逐渐增强情况下，约旦

人民自我身份认同意识也愈发增强。 

一、 巴解组织与约旦关系紧张 

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身份载体，其与约旦关系的变化影响约旦国家认同

发展。1982 年，黎巴嫩国内的巴解组织武装力量受到以色列袭击，巴解组织力

量受损，被迫从黎巴嫩撤离，转而寻求其他阿拉伯国家帮助，1983 年巴解组织

与叙利亚关系发生恶化，巴解组织内部出现分裂，这些因素促使巴解组织改善

与约旦的关系，寻求与约旦合作。随着美国里根方案的提出，阿拉法特与侯赛

 
① Curtis R. Ryan. Peace, Bread and Riots: Jord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iddle East Policy, Vol.6, 

No.2, 1998, p56. 
 . ٣٦، صم٢٠٠١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والاستحقاقات المستقبلية، مركز دراسات الوحدة العربية، بيروت،  - وهيب الشاعر، الردن إلى أين؟   ②
 . ١٨٥، صم٢٠١٥،  ٢٠  الردن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من الاتحاد حتى فك الارتباط، مجل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ثقافية، العدد،  حازم مجيد أحمد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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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多次会晤来讨论组成联合代表团，与以色列、美国进行和平会谈，解决巴以

问题，最终双方于 1985 年正式达成《约巴邦联方案》。对于该方案，巴解组织

内部意见不一，巴解组织反对派拒绝接受约巴邦联方案，认为接受这一方案就

表示巴解组织接受美国里根方案，给予约旦政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消

除巴解组织的作用。①在巴解组织与约旦不信任的关系下，约巴联盟维系一年左

右，1986 年 2月约巴邦联结束。 

约巴联盟失败后，双方关系再度恶化。约旦对巴解组织表示不信任和失望，

因为约旦为巴解组织能够有资格参与国际和平会议付出了许多努力，而巴解组

织没有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巴解组织内部反对派怀疑约旦的意图，法塔赫革

命委员会在 1986年 6月发表声明，指责约旦与美国勾结。② 

此后，约旦和巴解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呈现争夺态势，国王侯赛因对被占领

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表示关切，向他们表示造成约巴邦联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巴解组织的无能、分裂和回避，约旦是他们坚定的支持者，将继续付出努力，

确保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走。③1986 年约旦提出在约旦河西岸实施五年计划，

巴解组织认为这一经济计划是约旦提升其在巴勒斯坦人面前威望并削弱巴解在

巴勒斯坦人心中地位的一种手段，④巴解组织也在约旦河西岸积极进行宣传和动

员，开展活动，来提高其在约旦河西岸的影响力。 

1987 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后，巴解组织地位上升，巴勒斯坦人民公开为自

己发声，承认巴解组织的领导地位，在巴勒斯坦人民支持下，巴解组织寻求独

立自主，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巴解组织与约旦

关系更为紧张，巴解组织拒绝和约旦成立联合代表团出席国际和平会议，还提

出由巴勒斯坦人单独组团参加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主张。 

所以，在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之前，巴解组织与约旦关系总体上处

于紧张状态,巴解组织内部仍对约旦不信任，反对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密切联系，

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后，巴解组织与约旦关系更为紧张，公开表示拒绝与约旦

组成代表团参与中东和平会谈，意在摆脱约旦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巴勒

 
① 王铁铮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第 253 页。 

 . ١٥٤، صم١٩٩٨م(، عمان، لجنة تاريخ الردن،  ١٩٩٥-١٩٦٧سليمان الموسى،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سياسي المعاصر)حزيران ②
③ Mohammad Awwad. Jordanian-Palestinian relations: a Jordanian view. Master’s Thesi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2005, p75. 
④ Ibid,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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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民族主义情绪强烈，这促使约旦考虑缓和与巴解组织的关系，以防巴解组

织与约旦发生冲突，影响约旦国家认同发展。 

二、 西岸巴勒斯坦人民渴望独立建国 

1987 年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爆发起义，此次起义是巴勒斯坦人民身份表

达最强烈的事件之一。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依靠自身力量发动起义，与以色列

进行顽强对抗，并明确表达要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国王侯赛因表示，此次起

义是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以来，巴勒斯坦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巴勒

斯坦斗争的光亮。 

巴勒斯坦人民此次起义不仅是表达对以色列侵占的反对，也是想摆脱与约

旦的附属关系。巴勒斯坦人民不信任约旦，想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建立独立巴勒

斯坦国，这可以从巴勒斯坦人民起义领导层的宣言反映出来。 

1988 年 1月第 5次宣言称：“我们英勇的人民，你们都已清楚约旦‘中间

人（عميل）’的角色，如今它正通过《午报》（جريدة النهار）这一傀儡工具，来利

用此次伟大的起义，我们要求我们英勇的人民与其切断关系。”①由此而言，巴

勒斯坦人民不信任约旦，将约旦指控为“中间人”，怀疑此前约旦与巴解组织合

作并积极促成与和平会谈的意图，认为其可能暗中与美、以合作，借此消除巴

解组织作用，达成收回约旦河西岸目的，也指控约旦利用此次起义，这是由于

约旦否认巴解组织在该起义中的作用，认为该起义是巴勒斯坦人民对以色列长

期占领的自然反应，以来实现从以色列手中收回西岸的目的。 

1988 年 2 月第 6 次宣言称“反对任何由约旦参与的和平提议”，第 10 次宣

言表示“不允许任何其他以巴勒斯坦人民名义的代表，其唯一代表及官方发言

人名为巴解组织”，同年 8 月第 23 次宣言表示，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是

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加强巴解组织作用的切实举措。②由

此而言，巴勒斯坦人民想与约旦脱离关系，不认可由约旦作为其代表来参与和

平会谈，支持巴解组织领导，凸显巴勒斯坦身份。 

 
https://info.wafa.ps.ar_page.aspx?id=3973  ،年2021时间录登بيانات الانتفاضة الولى، مركز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وطني الفلسطيني،   ①

11 月 20 日 . 
 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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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期间，约旦政府曾对约旦河西岸居民进行民意

调查来了解其对恢复约旦河东西两岸统一的意愿，结果支持约旦的比例在 4%-

6%。① 

所以，巴勒斯坦人民此次起义，也是意在与约旦身份区别开来，凸显巴解

组织代表的巴勒斯坦身份，避免被约旦身份认同融解，巴勒斯坦人民强烈的身

份认同意识刺激约旦身份认同意识发展，使约旦意识到继续追求约旦河东西两

岸的统一将影响约旦人民的国家认同构建。 

此外，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激发约旦河东岸巴勒斯坦人身份认同意识，造

成约旦社会动荡，影响约旦国家认同发展。根据巴解组织中央统计局数据，约

旦境内巴勒斯坦人从 1970 年的 75.3 万人增加到 1988 年的 150.05 万人，巴勒

斯坦人至少占约旦人口的一半。②巴勒斯坦人因在约旦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

而对约旦的认同程度不一。 

为此，约旦国内巴勒斯坦群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难民营生活的巴勒

斯坦人，他们于 1948 年或 1967 年流亡到约旦，虽然在约旦生活多年，但对其

而言这只是避难所而不是家，作为巴勒斯坦人而不是约旦人的意识一直存在，

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尤为强烈，部分巴勒斯坦人反对、敌视约旦身份。③第二

类是中产阶级，商人小贩和较低级别的政府雇员，他们在约旦获得一定的经济

利益，与约旦本土人有一定融合，对约旦身份的敌意没有那么明显。虽然获得

令其满意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约旦产生依恋感，但该群体仍然意识到自己独特

的巴勒斯坦身份特性，仍然渴望一个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在动乱、边界冲

突爆发情况下，巴勒斯坦身份意识易被重新唤醒。第三类是在约旦社会经济领

域取得显著成功的巴勒斯坦人，自 1970 黑九月事件后，该群体通过政治上的沉

默来换取获得经济利益的稳定环境，其与约旦本土人最为融合。④ 

所以，在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精神鼓舞下，约旦国内巴勒斯坦人身份

意识被唤醒，大起义期间，约旦国内起义、游行、示威频发，根据约旦官方统

计，在大起义的前 8 个月，约旦安全和警察部门在约旦境内处理了 117 起游行

 
 .٥٢م، ص٢٠٠٨عبد الرحمن عوض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برغوثي، قرار فك العلاقة القانونية الإدارية والمالية الردنية مع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①
 م ١٩٩٥،   ٢٤، العدد  ٦  جابر سليمان، الفلسطينيون في الردن: معطيات وبيانات وأرقام، مجلة الدراسات الفلسطينية، مجلد ②

③ Ahmad Omar Bahjat Abudul-Hadi.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development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disengagement of 1988, p150. 
④ Ibid, 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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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行动，每次参加游行示威的东岸巴勒斯坦人约为 100-2500 人不等。①一方

面，动荡不安的国内环境影响约旦人民的社会生活，约旦人民的安全感无法得

到保障，影响其对约旦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约旦国内巴勒斯坦人的自我身

份认同意识强烈，刺激约旦民族主义发展，影响约旦社会和谐稳定，不利于约

旦国家认同构建。 

综上所述，1987 年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是巴勒斯坦人民身份表达最强烈的

事件之一，它促使约旦人民的自我身份认同增强，刺激约旦国家民族主义发展。

在这样背景下，约旦意识到顺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独立的意愿，与约旦

河西岸解除联系，巩固约旦人民国家认同意识，才是适时之举。 

第三节  阿拉伯国家对约旦河西岸看法推动约旦国家认同发展 

“认同”涉及他者的看法，他者对该国国家特征的认识以及对该国的看法

影响该国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约旦是一个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阿拉伯国

家，阿拉伯世界对约旦国家特性的认识以及对约旦的看法影响约旦国家认同发

展。 

领土、人口是现代国家重要的国家特性，1950 年约旦河西岸归为约旦领土，

之后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占领，但约旦仍与西岸维持行政、法律、经济联系，

约旦与巴解组织争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权，试图通过和平方式从以色列手中收

回西岸。本节以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阿拉伯国家为例，论述阿拉

伯世界对约旦兼并西岸、争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权的看法，分析其对约旦国家

认同的影响。 

一、 阿拉伯世界多国反对约旦将约旦河西岸纳入其领土范围 

第一次阿以冲突爆发后，国王阿卜杜拉积极促成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合并，

但一些阿拉伯国家怀疑阿卜杜拉的动机，对此持反对态度。因为阿卜杜拉与英

国关系较好，英国支持阿卜杜拉的“大约旦”计划，又曾允诺为犹太人建立一

个国家，②这不免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担忧。所以在 1949 年 12 月杰里科会议之前，

 
① 王铁铮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第 255 页。 

 . ١٦٥م، ص٢٠٠٧بسام عبد السلام البطوش، تاريخ الردن وفلسطين، دار كنوز المصرفية للنشر والتوزيع،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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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同年 9 月宣布成立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该政府目标包括：

反对外约旦兼并巴勒斯坦剩余地区；积极应对“阿拉伯国家无法保护巴勒斯坦”

等公众舆论。①该政府得到埃及为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支持，埃及在新闻媒体上

表示，巴勒斯坦政府的建立将会消除一些别有用心人的企图，其觊觎用巴勒斯

坦遗骸作为其国家土地的装饰。②这番发言便是暗指国王阿卜杜拉的意图。 

1950 年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正式合并，伊拉克率先承认，但阿盟其他国家

对此表示反对，1950年 3月 15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沙特提出取消约旦

的阿盟成员国资格的决议，③但该举动得到英国、美国的支持，所以在英美两国

的说服与要求下，阿盟秘书长穆斯塔法·努哈斯（النحاس 同意将约旦河（مصطفى 

西岸暂时交由约旦管理，等到巴勒斯坦问题最终解决再做决定。④ 

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后不久，约旦提出另一个意将约旦河西岸归为约旦领土

的计划，同样受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反对，这就是 1972 年约旦提出的建立阿拉

伯联合王国（المتحدة العربية  计划，该计划表示阿拉伯联合王国由巴勒斯坦（المملكة 

地区、约旦地区组成，巴勒斯坦地区包括约旦河西岸以及其他待解放的巴勒斯

坦领土，且这片领土人民愿意接受该王国的管理，约旦地区由东岸组成，约旦

国王是阿拉伯联合王国的领袖，首都定于安曼。⑤该计划清楚地表明约旦对约旦

河西岸等巴勒斯坦领土的野心，忽略其他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的阿拉伯国家利

益，必定不会得到巴解组织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同意。 

对此，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科威特等阿拉伯世界多国采取相应措施进

行抗议，致使约旦几乎处于被孤立状态。1972年 4 月 6 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

在开罗召开会议，发表声明希望阿拉伯国家与约旦断绝关系，关闭与约旦交通

运输路线，埃及总统萨达特在此会议开幕式宣布埃及与约旦断交。利比亚和科

威特切断其向约旦承诺的援助，叙利亚关闭与约旦的边境，时间长达十六个月，

禁止汽车、火车与飞机经过其领土、领空，约旦和叙利亚公民在没有许可证的

 
 . ١٦٦-١٦٥صم،  ٢٠٠٧بسام عبد السلام البطوش، تاريخ الردن وفلسطين، دار كنوز المصرفية للنشر والتوزيع،   ①
 . ١٦٦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ص ②
 . ١٦٨، ص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③

 . ١٧٩-١٧٨، صم٢٠١٥ ، ٢٠ الردن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من الاتحاد حتى فك الارتباط، مجل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ثقافية، العدد،  أحمدحازم مجيد   ④
 .١١٧م، ص ١٩٩٨ م(، عمان، لجنة تاريخ الردن،١٩٩٥- ١٩٦٧سليمان الموسى،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سياسي المعاصر)حزيران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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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不能在两国间流动，约旦与黎巴嫩之间航班被取消。① 

综上，阿拉伯世界多国考虑到阿卜杜拉的意图以及各自国家的利益，反对

约旦将约旦河西岸归为约旦国家领土，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抗议，导致约旦与

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受损，影响阿拉伯国家人民对约旦的认同，这也引起约

旦人民对约旦政府这一行为的看法，促使约旦考虑是否继续负责约旦河西岸领

土事务。 

二、阿盟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 

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领土被以色列占领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权成为

约旦与巴解组织争夺的目标，也成为阿拉伯世界备受关注的问题。第四次阿以

冲突后，阿盟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会上埃及和叙利亚就有意让巴解组织作为

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去参加 1973年 12 月的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1974年

阿盟在拉巴特召开会议，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

下，在获得解放的任何一块巴勒斯坦土地上都拥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所有

的阿拉伯国家都应该在各方面支持它。②此次会议是阿盟首次承认巴解组织是巴

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是对约旦意图占有约旦河西岸领土的直接表态。 

至于阿盟采取上述立场的深层原因，便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其国家利益

的优先考虑。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议题，在历次阿以冲突中，

阿拉伯世界付出惨痛代价，数以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给阿拉伯国家

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衰弱，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出

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越来越优先考虑本国国家利益问题。正如我国学者认为，

对于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的实际政策受到国家利益的驱使，远胜于对巴

勒斯坦人民福祉的关心。③部分阿拉伯领导人希望早日脱离巴勒斯坦问题，所以

随着巴解组织力量壮大，他们有意将巴勒斯坦问题交由巴解组织自己解决，但

他们从约旦以往的计划、举措中看到约旦哈希姆政权的意图，不希望约旦成为

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如果这样，可能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在阿拉伯世界

 
 . ١١٩-١١٨ص م،  ١٩٩٨ م(، عمان، لجنة تاريخ الردن،١٩٩٥- ١٩٦٧سليمان الموسى،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سياسي المعاصر)حزيران    ①

② 王铁铮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第 248 页。 
③ 何志龙，《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第

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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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造成潜在威胁。 

1982 年，阿盟在非斯会议上通过由沙特提出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八点计

划，该计划是第一个由阿拉伯国家集体制定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计划，它再

次明确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

导下享有自决权，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①1987 年巴勒斯坦人民发动大起

义后，阿盟在阿尔及尔举行紧急会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并为其提供

援助，重申巴解组织是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强调巴解组织在

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② 

综上，阿盟自 1974 年拉巴特峰会以来一直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尊重

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愿望，推动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发展。阿拉伯国家的

看法使约旦人民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约旦是代表约旦人的国家，推动约旦国家认

同发展，这也促使约旦考虑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

组织领导下建立独立国家。 

第四节   美以对约旦河西岸看法刺激约旦国家认同发展 

美国与以色列对约旦的认识与看法也会影响约旦国家人民的自我身份界

定，影响约旦国家认同发展。本节论述以色列、美国对约旦河西岸领土归属的

看法，分析其对约旦国家认同的影响。 

一、以色列“替代国”计划 

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后，试图通过设立定居点、控制道路、水源等措施

将西岸变成以色列犹太人的家园，这就导致西岸巴勒斯坦人生活艰难，向东岸

约旦及海湾国家迁徙。对此，阿拉伯学者指出，在联合国分治决议出台以及

1967 年冲突后，以色列就有目的地将大批约旦河西岸人口驱赶至约旦，以便实

现将东岸约旦变成巴勒斯坦家园的这一目标，以色列宣言也曾多次试图使国际

舆论相信巴勒斯坦人民的替代家园确实存在，它就是约旦。③这里所指的替代家

 
① 杨辉著，《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256-257 页。 

 .١٨٤، صم٢٠١٥الردن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من الاتحاد حتى فك الارتباط،  ،  مجيد أحمدحازم  انظر:   ②
 .٧٦م، ص١٩٨٤ دار الجليل للنشر،سعيد التل، الردن وفلسطين وجهة نظر أردنية،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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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也就是以色列的“替代国”（ لةدولة بدي ）计划，其主要指在约旦河东岸领土位置

上建立巴勒斯坦国，人口包含东、西两岸的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全体。① 

二十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代表阿里埃勒·沙龙提出该计划，

其提出理由是 1922 年英国将巴勒斯坦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即现在的约旦河

东岸领土，且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生活在东岸领土上。②该计划意在将东岸约旦

变成巴勒斯坦国，以色列试图通过该计划驱使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离开西岸，

这样既可以满足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的愿望，也可为以色列合理占领约旦河西

岸领土提供理由。但这一计划对哈希姆政权构成威胁，特别是经历黑九月事件

后，巴解组织与约旦哈希姆政权关系产生裂痕，部分巴解组织阵线领导存在推

翻约旦政权的想法。 

提出“替代国”想法的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于 1973年成立，1977年成为以色

列执政党团，其对巴勒斯坦问题一向采取强硬立场，对约旦河西岸的领土主权

丝毫不退让，该党采用的口号是“脚步所到之处都插上国旗。”③所以，二十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的定居点数量显著增长，根据阿拉伯

学者研究数据显示，1967 年至 1969 年定居点数量为 10 余个到 1970-1979 年增

长至 60-70 个，1980 年至 1989 年增长到 90-100 个。以色列政府鼓励犹太人在

阿拉伯社区内定居，以致对巴勒斯坦人社区造成围困形势。④所以，以色列利库

德集团正一步一步地将约旦河西岸变成以色列犹太人的家园，从而实现其“国

中国”计划。 

1982 年，巴解组织受到以色列袭击从黎巴嫩撤离，约旦接纳了巴解组织，

不久，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代表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公开宣布替代家园项目，他

呼吁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东岸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以此来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⑤ 

1985 年约旦与巴解组织达成约巴邦联方案，当时巴解组织力量薄弱，内部

 
 م. ٢٠١٨ ، https://www.prc.ps  مركز البحاث، عبد الغني سلامة، الوطن البديل: تهديد حقيقي أم مجرد فزاعة، ①

 . م٢٠١٩  ،https://www.raialyoum.com،  سرائيل تعيد طرح فكرة الوطن البديل "فلسطين بالردن"إ  ②
م،  ٢٠١٠  الغربية وأثره على التنمية السياسية، كلي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عليا في جامعة النجاح الوطنية،بلال محمد صالح إبراهيم، الاستيط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الضفة   ③
   .٩١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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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严重，以色列希望借助这一方案，鼓动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巴解组织领导，

投奔约旦。之后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发动大起义，寻求独立建国，以色列再

次在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面前突出“替代国”想法，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将巴

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转移”至东岸是最好的选择。① 

以色列“替代国”计划引起约旦国家人民的担忧甚至恐惧，约旦人认为该

计划将导致约旦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担忧他们未来的政治前途与经济利益受

到影响，认为在约旦为巴勒斯坦人建立替代家园的计划危及约旦身份认同，害

怕其引发约旦第二次内战，②这促使约旦人民希望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

支持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独立，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由此，约旦人民自我身

份认同意识增强。此外，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计划与行动表示，以色列未打算

将约旦河西岸归由约旦政府管理，只是想借助约旦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认为

约旦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从而消除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想法，而这会模

糊约旦国家特征，产生约旦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疑惑，影响国家认同构建，

这就使约旦考虑采取措施来表明约旦不是巴勒斯坦，促使约旦决定与约旦河西

岸解除联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 

二、 美国视约旦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 

美国对约旦河西岸领土归属问题的看法，可以从美国针对巴以问题提出的

解决方案体现出来。二十世纪 80 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提出解决方案，表示美国

不支持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最有希望实现持

久和平的途径是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同约旦人一起进行自治。③

美国意图将约旦河西岸等领土置于以色列控制之下，而对于原先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口，美国希望借助约旦力量来解决。所以该计划在一定程度

上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替代国”计划实质相同。 

1985 年约巴邦联方案达成后，1986 年 1 月，美国表示巴解组织参与任何国

际和平会议的前提条件是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条件，公开接受联合国

242和 338号两项决议，美国仍不愿承认巴解组织的地位，不愿同巴解组织打交

 
 . ١٧٨، ص١٩٨٨-١٩٤٨فارس محمد شحادة، العلاقة السياسية بين المملكة ال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①

② Philip Robins. Shedding half a kingdom: Jordan’s dismantling of ties with the West Bank, p171. 
③ 杨辉著，《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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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在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提出

解决巴以问题的倡议，该倡议表示召开一个和平会议，由所有与阿以冲突相关

代表出席，商议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出席该国际会议的巴勒斯坦方代表，美国

国务卿舒尔茨提议组成一个约巴代表团参与此次谈判。①这一计划表明美国仍拒

绝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代表，认为由约旦代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

坦人。该计划受到巴解组织与巴勒斯坦人民反对，阿拉法特表示，美国国务卿

舒尔茨想要通过该计划消除巴解组织在国际上的代表性，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

的领导层也发表声明，拒绝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安排的会面，并于 1988 年 4 月宣

布全面罢工来表达对美国提议的强烈反对。 

对此，约旦政府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递交一份文件，该文件内容强调以色

列从被占领土地撤回是所有巴以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地区和平的基础，强调巴勒

斯坦人民自决权等内容，约旦表示不会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出席美国国务卿舒尔

茨提议的和平会议，也不会代表巴解组织谈判。③ 

从上述美国提出的巴以问题解决方案来看，美国与以色列立场一致，致力

于将约旦河西岸置于以色列统治，不愿承认巴解组织的地位，认为约旦是巴勒

斯坦人民代表，愿意与约旦而不是巴解组织接触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这会

模糊约旦国家特性,约旦是约旦人民的国家，美国的看法会影响约旦国家人民的

自我身份认同，怀疑其是是否真的置身于约旦，不利于约旦国家认同构建，这

就促使约旦认识到要将约旦身份与巴勒斯坦身份明确区分，巩固约旦人民身份

认同意识，所以约旦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也不代表巴解组织出席美国提议的和

平会议，尊重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意愿，考虑是否与约旦河西岸

解除联系。 

 

本章通过追溯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的历史背景，从自我认同与他者

认同两大角度，自我即约旦国民身份认同意识，他者即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

以色列与美国这几大主体，分析约旦国家认同的发展状况。首先，约旦实行的

 
 . ١٧٣ص  ،١٩٨٨-١٩٤٨فارس محمد شحادة، العلاقة السياسية بين المملكة ال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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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化政策加强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约旦发展缓慢的政治民主进程与严峻

的经济形势使约旦人民迫切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和民主，激发约旦人民参与国家

构建的责任感。其次，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逐渐增强，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

坦身份载体，想在不与约旦合作的情况下同以色列直接进行谈判，带领巴勒斯

坦人建立一个由巴解组织领导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人民发动大起义后，

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强化，刺激约旦民族主义发展。此外，阿拉伯世界多国

反对约旦将约旦河西岸归为本国领土，认为巴解组织而不认可约旦是巴勒斯坦

人民的合法代表，这使约旦人民更加明确约旦是约旦人的国家。最后，以色列

的“替代国”计划与美国提出的巴以问题解决方案都反映出美以两国认为约旦

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想通过约旦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一定程度上模糊

约旦国家特性，不利于约旦国家认同构建，也使约旦人民更加清楚认识到自己

的约旦国民身份。 

 

 

 

 

 

 

 

 

 

 

 

 

 

 

 

 

 

 



43 

第三章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后约旦国家认同构建路径 

在约旦国家认同逐渐增强的背景下，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

这对约旦国家人口、经济、外交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约旦国家构建进入新进

程。本章论述新进程下约旦如何构建并强化国家认同。 

第一节  巩固约旦公民身份认同与领土认同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带来巴勒斯坦裔约旦人身份认同问

题。为此，约旦构建以公民身份认同为第一要素的国家认同，族裔身份认同作

为约旦国家认同构建的第二要素，强化约旦公民身份认同，同时约旦通过明确

的领土界限区分约旦河东岸领土的约旦人身份与西岸的巴勒斯坦身份，增强约

旦人民对约旦领土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构建约旦人民的领土认同。 

一、巩固约旦公民身份认同 

从二十世纪 50 年代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合并到 80 年代约旦与约旦河西岸

解除联系，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地区生活着诸多拥有约旦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他

们与约旦本土人相互交往，相互融合，对约旦身份产生认同感。1948 年第一次

阿以冲突，近七十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逃往约旦

河西岸，7万至 10万人流亡到约旦河东岸。①约旦河东西两岸合并后，约旦给予

两岸的巴勒斯坦人以约旦国籍。之后西岸巴勒斯坦人考虑到西岸人口压力大、

资源较少，而东岸有大量工作机会，便向约旦河东岸迁徙。1967 年第三次阿以

冲突后，约二十多万巴勒斯坦人来到东岸，约旦政府仍将其视为约旦公民，

②
1983 年，约旦为促进东、西两岸交往，实行黄、绿色通行证制度，即在通行

约旦河的侯赛因桥（原为先知桥）时，为从约旦河西岸迁徙到东岸的巴勒斯坦

人发放绿色过桥证，保证其获得两年约旦护照，可续签，但无居留权，也允许

东岸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回约旦河西岸，发放其黄色证件，当时约 20 万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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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٢٠١٠،  http://www.hrw.org  هيومن رايتس ووتش، بلا جنسية من جديد: الردنيون من أصل فلسطيني المحرومون من الجنسية،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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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约旦人持有黄色证件。① 

经过多年的交往融合，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在口音、饮食等社会习惯方面与

约旦本土人相接近，对约旦身份产生认同感，他们说话夹杂约旦口音，像约旦

本土人一样经常烹饪被视为约旦国菜的 Mansaf（المنسف），也在婚礼、葬礼等特

定场合供应这道菜，他们与约旦本土人的通婚率也较高。② 

但伴随 1987年巴勒斯坦人民发动大起义，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巴勒斯坦身

份认同意识被唤醒，追溯其巴勒斯坦身份，随后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

推动巴勒斯坦独立，这就引发巴勒斯坦裔约旦人身份认同问题，也带来巴勒斯

坦裔约旦人与约旦本土人的后代子女身份认同问题。 

为此，约旦通过国籍、通行证、政治话语等方式来明确约旦公民身份，强

化约旦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公民身份认同意识。公民身份代表的是

一种身份认同，指个人在某政治社群中的成员身份，是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塑造

政治认同的元素。③ 

首先，国王侯赛因作为约旦国家权力象征，他在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后

发表演讲，强调国内约旦籍巴勒斯坦人享有与其他约旦公民一样的权利与义务。

他表示：“必须清楚地、毫不含糊地理解，我们与约旦河西岸有关的措施只涉及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及其人民，自然不涉及约旦哈希姆王国内巴勒斯坦血统

的约旦公民。他们所有这些人与其他任何约旦公民一样，无论其出身如何，他

们是他们所属的约旦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

生活、活动都参与其中。”④所以，通过这一政治话语向约旦籍巴勒斯坦人明确

其约旦公民身份，承诺保障他们的约旦公民身份权利，使其获得安全感与依赖

感。 

其次，约旦发布有关约旦国籍的声明，明确谁是约旦公民，强化巴勒斯坦

裔约旦人的公民身份认同。约旦内政部于 1988 年 8 月 20 日出台有关约旦护照

国籍的说明，该说明指出在 1988 年 7 月 31 日之前，生活在西岸的所有人不属

 
 م.٢٠١٠،  http://www.hrw.org  هيومن رايتس ووتش، بلا جنسية من جديد: الردنيون من أصل فلسطيني المحرومون من الجنسية، ①

②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54. 
③ 阎小骏著，《当代政治学十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74 页。 
④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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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约旦公民，撤回他们的约旦护照与家庭户口簿（ العائلةدفاتر   ），对希望获得约旦

护照的人签发为期两年临时护照，但这仅作为旅游证件而不能充当国籍证明，

他们不具有约旦公民身份权利与义务。另外，对于约旦公民与巴勒斯坦人的后

代子女国籍问题，约旦规定依据子女父亲的国籍而定，也就是说，1988 年 7 月

31 日后如果父亲为约旦公民，其子女是约旦公民，但如果其子女居住在约旦河

西岸地区，不具备约旦公民身份。①对比之前约旦《国籍法》，它规定如果父亲

为约旦公民，子女为约旦公民；如果母亲为约旦公民，父亲是无国籍人，其后

代仍属于约旦公民。②由此看来，1988 年后约旦政府对约旦公民身份获得的条

件更加限制，巴勒斯坦人获得约旦公民身份的要求更多，这样将约旦本土人作

为主体，更易于构建与巩固约旦国内共同体的凝聚力。 

由于上述说明未涉及居住在第三国的约旦籍巴勒斯坦人，所以他们仍具有

约旦国籍。海湾战争结束后，约 25 万巴勒斯坦人被遣返，其中 20 万人具有约

旦国籍，他们回到约旦，约旦政府基于 1988 年约旦解除与约旦河西岸联系决议，

决定解除其国籍。③由此看来，约旦政府只将东岸领土范围内的巴勒斯坦约旦人

视为约旦公民，这样有利于巩固东岸领土内巴勒斯坦裔约旦人与约旦本土人团

结，维护约旦国内社会稳定，有利于国家认同构建。 

同时，约旦借助黄、绿色过桥证再一次明确约旦公民身份。约旦政府宣布

保留当前流通的黄绿色过桥证，但规定持绿色通行证的人员也就是从约旦河西

岸到约旦的人，除学生和病人以外在约旦旅居时间不得超过 1 个月。
④
虽然黄、

绿通行证不能等同于约旦国籍，无法在法律层面上明确约旦公民身份，但是这

也变成区分约旦公民身份与巴勒斯坦身份的标志。 

此外，约旦解散众议院，取消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代表在约旦议会中的

席位，这意味西岸巴勒斯坦人不再具有约旦公民权利，约旦不是约旦河西岸巴

勒斯坦人的国家，将约旦身份与巴勒斯坦身份区分。  

在明确约旦公民身份基础上，约旦进一步强化约旦公民身份认同。约旦颁

布《国家宪章》，通过法律文件明确约旦国家特性，保障约旦所有公民的权利，

 
 .٧١م، ص٢٠٠٨  الرحمن عوض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برغوثي، قرار فك العلاقة القانونية الإدارية والمالية الردنية مع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عبد   ①
 م.٢٠١٠،  http://www.hrw.org  هيومن رايتس ووتش، بلا جنسية من جديد: الردنيون من أصل فلسطيني المحرومون من الجنسية، ②

 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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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约旦公民身份意识。首先，《国家宪章》从约旦国家目标、历史、法律、政

治民主、国家安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社交媒体等方面，对约旦国家进

行全方面介绍，这可以使约旦人民特别是约旦籍巴勒斯坦人认识到其处于怎样

的一个国家，意识到其约旦公民身份，从而推动约旦国家认同发展。其次，《国

家宪章》第一章“总则”提到，在法律面前，即使约旦人种族、语言或宗教有

所不同，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也不受歧视，他们行使宪法权利，坚持约旦国家的

最高利益，遵守国家社会行为道德。第二章“法律与民主”表示约旦是现代民

主与法治国家，是约旦所有公民的国家，国家力量来自平等和正义。①通过法律

来规定约旦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并履行一定的义务，强化约旦公民身份意识。 

综上所述，约旦通过国籍、过桥通行证、政治话语等方式明确约旦公民身

份，在此基础上，约旦颁布《国家宪章》，表明约旦国家特性，增强约旦人民身

份认同。 

二、构建约旦人民的领土认同 

领土是现代国家组成的关键要素，体现一个国家的独特属性，是具有政治

意义的地理空间，通过明确的地理界限将不同的政治体及其成员隔开。②所以，

领土边界可以起到区分自我身份与他者身份的作用。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后，

约旦政府明确约旦管辖的领土范围，不再负责西岸领土事宜，使约旦公民清楚

意识到自己所属国家的领土特征，构建约旦人民对约旦领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首先，约旦通过出台相关法律，安置在约旦河西岸工作的约旦人员，取消

西岸经济发展计划，来表示约旦不再负责约旦河西岸领土事务，明确约旦管辖

的领土范围。1988年 8月，约旦政府出台 26号临时法，取消被占领土事务部，

废除被占领土法律。该占领领土事务部历史可追溯至 1967 年阿以冲突，此次冲

突后约旦设立被占领土事务高级委员会，用来负责处理约旦河西岸地区事务，

1972年设立被占领土事务执行办公室，作为 1967年设立的被占领土事务高级委

员会的秘书处，1980年被占领土事务部正式产生，取代 1950年设立的约旦河约

 
 . http://www.pm.gov.jo/content/1405777146  ،日9月21年0212时间录登  الميثاق الوطني الردن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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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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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河西岸建设部和巴勒斯坦难民和流离失所。①由此而言，从 1967 年以色列占

领约旦河西岸开始，约旦一直将约旦河西岸视为约旦被占领土，直到 1988 年约

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取消被占领土事务部。约旦采取的这项措施不仅是

向东岸约旦人、也是向西岸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世界以及以色列与美国表明约

旦不再对约旦河西岸负责，约旦是东岸领土范围内所有约旦公民的国家，突出

国王侯赛因所说的“约旦不是巴勒斯坦。” 

同时，约旦出台 29 号临时法，重新规划部署约旦外交部职责事宜，在外交

部下属设立一个独立部门即巴勒斯坦事务部，由其来负责监督管理约旦领土范

围内巴勒斯坦难民与流离失所人员的事务。②这就表明西岸巴勒斯坦人的事务不

再归属于约旦内政部管理，而是约旦外交层面事务，约旦内政部负责的是东岸

领土范围内的约旦公民事宜。 

此外，约旦政府按照约旦工作服务体系，对在约旦河西岸工作的约旦人员

进行安置，依据他们在西岸工作年限安排退休、转职以及补贴等，不再让其负

责西岸巴勒斯坦人的事务。约旦政府也取消约旦河西岸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解

散该计划下设立的发展、招标和公共采购部门，声明该举动是为巴解组织能承

担其责任，突显巴勒斯坦身份。③ 

约旦上述举动使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感受到约旦河西岸领土事宜与约旦无

关，约旦负责约旦领土事务，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事务由巴勒斯坦人自

己独立负责，从而区分约旦河西岸领土的巴勒斯坦身份与东岸的约旦身份，增

强约旦公民的国家领土意识。 

其次，领土寄托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情感，蕴藏着该领土上国家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以，约旦政权为进一步激发约旦人民对其生活的这片土

地上的归属感与依恋感，着手于约旦国家历史书写。约旦颁布的《国家宪章》

开篇论述现代约旦国家历史，从约旦这片领土上孕育的古代文明开始谈起，而

未从 1921 年外约旦酋长国建立开始谈起，接着论述伊斯兰教出现、阿拉伯帝国、

奥斯曼帝国时期，再到近现代约旦历史，直至 1989 年结束。通过法律文件将约

 
، بذة التاريخية عن دائرة الشؤون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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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这片领土上的历史、文明发展进行阐述，以来唤醒约旦所有人民的历史记忆，

使约旦人民对自己所处的这片领土更加了解，推动约旦国民认同感提高。 

此外，约旦着力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使约旦人民因生活在这片领土

土上而感受到安全感，推动其对约旦国家认同。约旦《国家宪章》的“国家安

全”一章，表示约旦将着力于增强国内武装部队的专业化，扩大武装队伍，加

强军事能力建设，确保约旦人民的安全，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约旦将凝聚

所有精力与努力，竭尽所能利用各种手段方式维护约旦国家民族安全，所以，

约旦推动巴以和平会谈，避免巴以问题对约旦国家安全造成影响，约旦实行中

立与平衡的外交政策，与以色列发展和平关系，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二个与以色

列建立和平关系的国家，也与阿拉伯世界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有

助于维护约旦领土安全，增强约旦国民的安全感。 

所以，约旦通过切实行动表明约旦不再负责约旦河西岸，明晰约旦管辖的

领土范围，另一方面通过约旦领土上的历史书写来培育约旦人民对约旦这片土

地的归属感，强化他们因生活在这片土地而拥有的安全感，通过这些来构建其

对约旦国家领土的认同。  

第二节   实施经济改革与推动政治民主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后，约旦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约旦

政府实行经济改革，推进经济自由化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减轻约旦财政负担，

使约旦经济增长率有所上升，但加重约旦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的生

活负担，所以难以从经济方面增强约旦人民国家认同感。同时，约旦扩大政治

民主，推动约旦人民政治参与，使约旦人民对政府管理重拾信心，来提高约旦

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一、推进约旦经济自由化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后，约旦国内经济危机加剧。占据

约旦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约旦私营经济领域占据

主导地位，他们在约旦的金融活动以及他们对约旦银行业的控制使其在约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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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地位。①约旦解除与约旦河西岸联系后，一批巴勒斯坦人从约旦银行提取

资金，国外巴勒斯坦劳工也不将其资金汇入约旦，约旦巴勒斯坦商人主要是约

旦私营经济部门金融家将其资本转移，出售其在约旦公司的股份，导致约旦金

融市场崩溃，约旦第纳尔的价值暴跌。②由于 80 年代中后期，约旦国家财政已

经负债累累，发生公共债务危机。所以，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使约旦国

内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约旦人民特别是约旦本土人，他们因多在政府公共部门

工作，遭受严重经济损失。 

为此，约旦寻求经济危机解决，进行经济改革，试图使约旦人民对约旦经

济恢复信心。  

1989 年，约旦向国际寻求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IBRD）同意向约旦提供贷款，条件是约旦实行为期五年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计

划。③但随着海湾战争爆发，约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协议于 1991 年 1 月

终止。所以，从 1989 年至 1991 年 1 月，约旦实行经济调整计划，一方面削减

政府支出，减少预算，取消基本食物补贴；另一方面，推进私有化，激发社会

个人主动性，减少政府依赖，以来缓解约旦财政压力。 

1992 年 2 月，约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签署协议，从 1991 年 1 月到

1992 年 2 月这一阶段，约旦继续控制财政支出，控制国内商品价格，适当增加

补贴，保障约旦人民生活。此外，约旦在 1991 年《国家宪章》“经济”一章，

指出约旦将优化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利用科技手段来提高生产力，整合公共、

私营和混合经济等部门的作用，发挥旅游业等约旦经济支柱产业，带动约旦经

济发展，承诺为所有约旦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和条件等。所以，约旦通过法律文

件向约旦人民表明约旦未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目标方向，以此提升人民对约旦

政府的信心。 

1992年后，约旦制定 1993-1997年五年经济和社会计划，从 1992年至 1997

年期间，约旦继续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首先，约旦推进私有化，一方面，推

进私营部门发展，关注上层商人阶级，鼓励私人投资；另一方面，推动约旦国

 
① Yitzhak Reiter. The Palestinian-Transjordanian Rift: Economic Might and Political Power in Jorda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58, No.1, p84. 
② Ibid, pp.83-85. 
③ Curtis R. Ryan. Peace, Bread and Riots: Jord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iddle East Policy, Vol.6, 

No.2, 1998,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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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私有化，公共机构私有化。其次，推动贸易自由化，一方面，约旦降低

关税来便利贸易，约旦总体关税率从 1978 年的 35%降至 1999 年的 25%；①另一

方面，约旦与美国、欧盟以及阿拉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 1995 年约

旦与美国签署贸易协定，建立多个资格工业区(المؤهلة الصناعية  由于该工业，(المناطق 

区的制作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不受关税限制，从而推动约旦出口贸易的发展。

1995 年约旦还积极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约旦贸易开放。最后，

约旦积极促进投资，通过颁布新的投资立法，来吸引更多外来投资，推动约旦

国内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发展。 

在经济自由化政策下，约旦经济增长率从 1989 年负增长，到 1992 年增长

不到 2%，1994年至 2000年，约旦经济平均增长 4%，②约旦财政赤字也在减少，

约旦预算赤字从 1991 年占 GDP 的 18% 下降到 1998 年的 5%，③但约旦中产

阶级和贫困人口的经济负担加重，1993年约旦失业率达到 18.8%。④ 

综上所述，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后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减少财政

支出，从推进私有化、推动贸易自由，促进投资三方面着手，实现了约旦财政

赤字减少，实际经济增长率上升，但导致约旦失业率上升，无法保障约旦人民

的经济利益，较难从经济层面提高约旦人民的国家认同。所以，为增强约旦人

民对政府的信心，维系对约旦国家的认同，约旦致力于扩大政治民主开放，推

动约旦公民政治参与，以此带动约旦社会经济发展，因为“带有支持性的政治

参与能够加强政府或执政党推进经济增长政策的力量。⑤ 

二、扩大约旦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 

面对约旦国内经济形势，为使约旦人民对国家政府管理重拾信心，约旦致

力于推动约旦公民政治参与，推动政治民主化，提高约旦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首先，约旦举行 1989 年大选，恢复政党活动，推动约旦人民政治参与。选

 
 م. ٢٠١٠،  /https://ammannet.netإضاءة على كتاب "الزمة المال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في الردن" لفهمي الكتوت: تداعيات اقتصاد مأزوم،   ①

 السابق. المصدر   ②

،  م٢٠٠٧  سفيان العيسة، إعادة النظر في الإصلاح الاقتصادي في الردن: مواجهة الوقائع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مؤسسة كارنيغي للسلام الدول، ③
 . ٨ص
 م. ٢٠٢٠،  https://ammannet.netإضاءة على كتاب "الزمة المال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في الردن" لفهمي الكتوت: تداعيات اقتصاد مأزوم،   ④

⑤ 王浦劬等著，《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4版，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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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约旦人民通过政治参与可以增强其公民身份意

识，在参与国家政治建设中，增强其爱国主义情感，提高对国家的责任感，另

一方面，正是由于约旦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管理建设，

所以可以巩固约旦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约旦时隔 22 年首次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前，约旦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努

力营造自由公正宽松的选举环境。一是允许具有党派倾向的候选人参选，约旦

在选举前废除《反共产主义法》，默许国内政党活动；二是允许政治问题的公民

参选，在大选之前，约旦政府释放参与马安动乱而被关押的 60 名政治犯，宣布

约旦国内不存在政治犯，同时下令中止 1986 年选举法第 18 款有关禁止有政治

问题的公民参加选举的规定；①三是允许约旦女性参选，此次选举是约旦女性首

次参与的选举，女性选民占据全部选民的 50%以上。② 

总体来说，约旦 1989 年议会选举，参与人员广，政府干预少，政治限制少，

较为自由，约旦公民积极参与。通过推动此次大选，约旦为国内人民提供政治

表达、反映利益诉求的途径，从而维持约旦国家社会稳定，使约旦人民对国家

政府管理重拾信心，增强约旦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同时，约旦宣布解除党禁，恢复政党活动。自 1957 年约旦政党活动被禁止，

参、众议院成为约旦人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所以恢复政党可以进一步扩大

政治参与。此外，约旦恢复政党生活还可以提高约旦人民的政治责任感，便于

约旦人民表达利益诉求，推动国家构建，提高对国家的认同感。1992 年约旦出

台的新《政党法》规范并保障约旦政党活动，明确任何约旦人有权组建、参加

政党，党内成员不能是任何非约旦人，强调国家机关、机构单位和一切教育机

构不得组织党派活动，以来保证国内政府机构的公正性。③1993 年约旦举行首

次多党制选举，推动约旦政治民主。 

其次，约旦颁布《国家宪章》，为约旦政治民主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以此巩

固约旦国家认同，正如我国学者指出，在民主的条件下，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才

是内在的和巩固的。④约旦《国家宪章》指出约旦致力于在法治框架下深化民主

和自由，为保护人权、尊严和基本自由提供司法和行政保障，承诺重新考虑影

 
① 王铁铮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第 300 页。 
② 同上，第 300 页。 

 . ١٧٠صم(،  ١٩٩٥- ١٩٦٧  المعاصر)حزيرانسليمان الموسى،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سياسي   ③
④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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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共自由的特别法，对其进行废除或修改，另一方面，约旦指出要在政府机

构与民众之间实行民主对话，摒弃各种压力，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与民众进行

交流，为民众提供服务，并设立监察办公室，负责行政检查，监察行政工作人

员行为。①  

此外，约旦取消戒严法，1992 年取消紧急状态治理，颁布新闻和出版法，

鼓励国际和地区人权组织在约旦活动，批准与签署一系列国家人权公约。② 

综上所述，约旦为增强约旦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巩固其对约旦国家认同，

着力于扩大政治民主开放，推动政治参与。通过举行议会选举，恢复政党活动，

颁布政党法、选举法、《国家宪章》、新闻和出版法等措施来保障约旦人民政治

参与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尊重人权，推动约旦民主化进程。但是，约旦的

民主是有限的民主，国王是约旦国家权力象征，所以约旦从政治层面构建国家

认同，其根本还是在于巩固约旦人民对哈希姆政权的忠诚。 

第三节 巩固国内民族团结与培育约旦人民文化认同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后，约旦国内排外民族主义者的情

绪强烈，影响约旦社会和谐团结，不利于约旦国家认同构建，特别是巴勒斯坦

裔约旦人的身份认同构建。为此，约旦突出阿拉伯民族团结，密切约旦本土人

与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关系，加强其对阿拉伯民族的归属感，另一方面，约旦维

护哈希姆家族的伊斯兰圣地守护者身份，巩固哈希姆政权的宗教合法性，同时

推广弘扬约旦文化，推动约旦文化发展，培育约旦人民的文化认同。 

一、加强约旦国内民族团结 

约旦实施的约旦化政策刺激约旦民族主义形成，约旦国内逐渐产生排外情

绪，这种排外情绪在约旦解除与约旦河西岸联系后愈发强烈，影响民族团结以

及约旦社会和谐稳定。阿拉伯学者指出，这一决定对生活在约旦的每个巴勒斯

坦人来说都是一个社会与经济上的挑战，（该决定）被认为是约旦民族主义倡导

者的胜利，他们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看到了对约旦国家的威胁。该决议支持者认

 
 .http://www.pm.gov.jo/content/1405777146  ،日51月21年0212时间录登  الميثاق الوطني الردني، ①

② 唐志超编著，《列国志：约旦》，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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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必要以黑白头巾颜色区分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他们向居住在约旦的巴勒

斯坦人强加了两种选择，要么忠于国王，要么不忠于国王。① 

他者的看法影响自我身份认同，人们希望得到某种身份认同，但只有当人

们受到已具有该种身份认同的人们欢迎时，这一愿望才会实现。②秉持排外主义

的约旦人看法影响国内巴勒斯坦裔约旦人自我身份认同，对其融入约旦社会形

成阻碍，影响其约旦身份认同构建。为此，约旦突出阿拉伯民族团结，强化约

旦人民对阿拉伯民族的归属感，以此构建国家认同。 

首先，约旦国家叙事强调阿拉伯民族团结，哈希姆王室作为约旦国家象征，

国王侯赛因通过多次公开演讲，发扬阿拉伯大起义精神，强调阿拉伯民族团结。

1988 年国王侯赛因在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后发表演讲说：“维护民族团

结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们不会松懈。企图以任何口号、名义操纵民族团结的

行为，都只会以牺牲巴勒斯坦和约旦为代价，帮助敌人执行他的扩张主义政策。

支持民族团结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和真正的民族主义。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保

护它。③撰写此次演讲稿的国王顾问阿德南·阿布·奥达（ عدنان  أبو عودة）表示，

国王侯赛因坚持将阿拉伯民族团结作为此次公开演讲的关键内容。④ 

同样，国王侯赛因在对马弗拉克省（المفرق）部落首领的演讲中表示：“在这

片（东岸）土地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从我们的父辈、祖辈那里继

承了阿拉伯大起义的原则、宗旨和目标……，每个阿拉伯人都是爱国者。无论

他的父辈或祖辈来自哪里，他都是一名享有充分权利的约旦人，有义务尊重宪

法和他所属的约旦家庭。我谈论这个是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至于巴勒斯坦和我

们巴勒斯坦血统的约旦兄弟，我们一如既往地与他们在一起。”⑤ 

宣扬阿拉伯大起义精神也是国王侯赛因演讲的重点内容，从 1988 年 8 月侯

赛因国王登基 36 周年到 1989 年 2 月阿拉伯合作委员会成立，侯赛因国王继续

在各种高度公开的场合时的演讲援引阿拉伯大起义该历史事件。⑥ 

 
 . ٦٩م، ص ٢٠٠٨عبد الرحمن عوض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برغوثي، قرار فك العلاقة القانونية الإدارية والمالية الردنية مع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①

②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22 页。 
③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p261. 
④ Nur Koprulu. Consolid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Rethinking Internal Unrest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in Shaping Jordanian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p105. 
⑤ Qasim Muhammad Salih and Qasim Muhammad al-DuruÛ, MajmuÛat Khutab Jalalat al-QaÚid al-AÛla, Khilal 

al-Fatrah(1987–-1990), p207. Cited: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60. 
⑥ Stefanie Nanes,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State made, still durable, 2007, 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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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约旦政府在国内通过多种手段宣传弘扬阿拉伯大起义历史文化遗产。

约旦教科书强调阿拉伯大起义是约旦国家和民族构建的关键事件，约旦的主要

军事博物馆以及无名战士纪念碑广泛展示阿拉伯大起义历史文化遗产，以此鼓

舞约旦人民传承和发扬阿拉伯大起义精神，团结一致。① 

此外，约旦压制可能影响族群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在约旦，关于

巴勒斯坦人与约旦本土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差异以及两者的紧张关系是一个

极为敏感的话题。国王侯赛因顾问阿德南·阿布·奥德是一名约旦籍巴勒斯坦

人，他在美国出版的《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约旦人、巴勒斯坦人和哈希姆王国》

一书中谈论约旦国内巴勒斯坦人与约旦本土人在政治公共领域遭遇的差别，以

及他们在经济、商业方面差异。这本书被认为是对国内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之

间关系的高度批评。之后他被国王侯赛因要求辞去职务，尽管他并不是国家民

族分离主义者。② 

二十世纪 90 年代，约旦民主化进程开启，言论自由扩大，约旦国内报刊媒

体关于排外主义言论逐渐增多，为此国王侯赛因多次公开讲话，批评这些意在

破坏民族团结的人。1993 年国王侯赛因对国内助长民族分裂的人说：“在这里，

我们必须专注于民族团结。任何用话语行为来伤害阿拉伯兄弟或表达某种优越

感的人，都是我的敌人，一直到审判那天。”同年 10 月侯赛因重申这一观点，

强调我们的民族足够强大不会受到伤害，表示所有约旦人不论其出身都一样平

等。③ 

综上，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使约旦本土人与巴勒斯坦裔人关系更为

紧张，影响约旦国家团结与社会稳定，排他主义思想使巴勒斯坦裔人难以融入

约旦社会，影响其约旦国家认同感巩固。约旦国家认同内涵一个重要特征是阿

拉伯民族的归属感，为此，约旦政权从以下三方面来着手：一是通过约旦国家

叙事，国王侯赛因作为约旦国家权力象征，在国内各公开场合演讲强调约旦这

个大家庭内部的团结，发扬阿拉伯大起义精神；二是通过教科书、博物馆、纪

念碑等途径来弘扬阿拉伯大起义历史遗产文化；三是压制影响巴勒斯坦裔人与

约旦本土人关系的不当言论。 

 
① Stefanie Nanes.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State made, still durable, 2007, p209 
② Nur Koprulu. Consolid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Rethinking Internal Unrest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in Shaping Jordanian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p106. 
③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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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宗教圣裔身份与推动约旦文化发展 

由于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对国内巴勒斯坦裔约旦人身份认同造成一

定影响，所以为进一步强化所有约旦人民的国家认同感，约旦维护哈希姆家族

的伊斯兰圣地宗教守护者身份，巩固哈希姆政权的宗教合法性，同时传播推广

约旦文化，推动约旦文化繁荣发展，来构建约旦人民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首先，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后，继续承担伊斯兰宗教圣地的监护责

任。约旦在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约旦工作人员进行安置时，保留了宗教基金部

的约旦工作人员。对此，约旦政府（دائرة قاضي القضاة）与首席司法部（وزارة الوقاف）

解释道，这两个部门代表巴勒斯坦土地上伊斯兰文化的存在，他们肩负保护圣

地、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责任，他们的任务具有神圣性。①由此而言，

约旦即使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支持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但没有

放弃守护伊斯兰教圣地的责任，以此来突出哈希姆家族的宗教圣裔身份，巩固

约旦人民对哈希姆政权的忠诚，增强约旦国家认同。学者亨廷顿曾针对国家认

同危机提出两个应对办法，其中一个便是在国内复兴宗教，使个人从宗教中发

现自己认同国家的目的。②可见，宗教认同对国家认同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但约旦从宗教层面强化约旦人民认同时，未过多宣扬伊斯兰力量，以防伊

斯兰行动阵线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派运动对哈希姆政权带来威胁。西方学者对此

表示，鉴于约旦国内和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运动力量，哈希姆政权不想过

分强调其伊斯兰合法性，以免被要求执行伊斯兰法，这种转变将是哈希姆王室

的噩梦，哈希姆王室寻求在国际层面上为约旦树立现代而又温和的形象。③ 

其次，约旦通过法律文件确立约旦国家文化属性，明确约旦国家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力与认同力，对多族群国家来说，主流文化不仅能发

挥传承文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能感召民众与凝聚人心。④二十世纪 90 年代，

约旦颁布的《国家宪章》作为约旦第二宪法，在“文化、教育、科学与媒体”

 
 .١٨٦، ص م٢٠١٥الردن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من الاتحاد حتى فك الارتباط،  ،  حازم مجيد أحمد ①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 285-287 页，转引自余

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 年第 1 期，

第 46 页。 
③ Stefanie Nanes.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State made, still durable, p210. 
④石亚洲、张方译，《多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关键维度与政策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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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表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约旦文化的基础，是约旦社会繁荣进步的思想、

艺术与创造的源泉，是面对外来文化的坚定力量。约旦也关注所有约旦公民的

文化，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基础上，发展其各自族群文化，实现约旦文化全面

发展。①通过《国家宪章》，约旦突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约旦国家主流文化，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此来巩固约旦本土人与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对约旦国家

文化的认同感。 

此外，约旦传播推广约旦国家民族文化，推动约旦文化发展，使约旦人民

在共同的风俗习惯、艺术、音乐、文学等约旦文化中强化对约旦的归属感，增

强约旦国家认同。 

1988 年约旦成立文化与民族遗产部（القومي والتراث  الثقافة  负责约旦国家，（وزارة 

文化与艺术事务，组织监督国内文化活动，推动约旦与阿拉伯国家以及世界各

国的文化交流，并在约旦各省设有文化局（الثقافة 在约旦文化部的推②。（مديريات 

动下，约旦从以下方面推广约旦文化，促进约旦国家文化发展： 

第一，在约旦国内城市举办文化节等特色文化活动，传播约旦特色文化。

1990年约旦在法赫斯（الفحيص）以“约旦历史与文明”（ تاريخ وحضارة  :الردن ）为主

题举办“法赫斯文化节”，③一年一度的“杰拉什文化艺术节”也按期举行，推

动约旦文化传播。 

第二，建立、完善约旦博物馆、展览馆、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与文化

设施建设，展示约旦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突出约旦人民做出的成就。1994 年

约旦在旧议会大楼建立政治生活博物馆，展现约旦国家政治活动历史，1994 年

达尔萨拉亚（ سراياال دار   ）博物馆建立，展示奥斯曼帝国时期约旦领土上的历史遗

迹，约旦还在伊尔比德、卡拉克、马安建立文化中心，举办约旦文化活动。 

第三，支持约旦人民成立音乐、舞蹈、艺术、文学等文化团体和机构，为

其举办约旦文化活动提供帮助，以此来推动约旦人民的文化认同。 

随着二十世纪 90 年代政治民主化进程推进，约旦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活跃起

 
 .http://www.pm.gov.jo/content/1405777146  ،日02月21年0212时间录登الردني،    الميثاق الوطني ①

 . https://www.culture.gov.jo/AR/Pages  ،日01月3年0222时间登录وزارة الثقافة: نشأتها ومسيرتها وتطورها،   ②

  للتأسيس والنهضة،مجدي التل، في مئوية تأسيس الدولة الردنية: الثقافة مرتكز أساسي   ③
https://www.culture.gov.jo/AR//NewsDetails  ،م. ٢٠٢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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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约旦支持约旦人民成立文化机构与文化组织，这时期的约旦文化团体、组

织以及机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①  此外，约旦文化部在有限的资金预算内为

约旦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剧作家等各领域知识分子提供支持，资助他们举

办文化活动。于是，1993 年约旦第一届儿童音乐节、第一届约旦歌曲节举办，

约旦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戏剧节也相继举办，约旦儿童剧开始上映。②1992 年，

阿拉伯作家和文学家总协会（العرب للكتاب والدباء  العام  ，会议首次在安曼举行（الاتحاد 

③同年，约旦出台第 22号著作权保护法，为约旦知识分子提供法律保障。 

第四，举办约旦文化论坛与研讨会探讨约旦文化发展问题，推动约旦与其

他国家的文化交流。1991年约旦举办安曼年度文化论坛（ ملتقى عمان الثقافي السنوي）
分析约旦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推动约旦文化发展，截至

2022 年，该文化论坛已举办十七届。1991 年约旦举办“约旦—巴勒斯坦文化日”

الثقافية الردن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اليام   ） ），该文化活动在促进约旦与巴勒斯坦两国文化交流的

同时，也展示两国文化的特别之处。 

此外，约旦维护阿拉伯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以语言为纽带来增强约旦人民

的民族归属感。1990 年约旦政府接受约旦阿拉伯语学院（أكاديمية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提交

的阿拉伯语语言法草案。④通过出台阿拉伯语语言法，提升阿拉伯语语言地位，

确保阿拉伯语在约旦国内外正式场合、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中得

到正确使用，敦促约旦学术机构为推动阿拉伯化运动做出贡献，使阿拉伯语适

应时代要求。 

综上所述，约旦通过维护哈希姆家族的伊斯兰教圣地守护者身份，从宗教

层面巩固约旦人民对哈希姆政权的忠诚，但约旦未过多宣扬伊斯兰力量，以免

哈希姆政权受到伊斯兰主义运动威胁。约旦通过《国家宪章》确立阿拉伯伊斯

兰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成立约旦文化与民族遗产部，从举办约旦特色文化节

活动、支持约旦人民的文化活动、建立并完善约旦文化机构与文化设施、举办

 
  مجدي التل، في مئوية تأسيس الدولة الردنية: الثقافة مرتكز أساسي للتأسيس والنهضة،  ①

https://www.culture.gov.jo/AR//NewsDetails  ،م٢٠٢١ . 
 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②

 . م٢٠١٠،  https://www.academia.edu/39914368  الثقافية في الردن،السياسات   سماح حجاوي، ③

 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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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文化论坛来弘扬推广约旦文化，推动约旦文化发展，使约旦人民在共同的

文化、语言中强化归属感，推动约旦国家认同发展。 

第四节 构建和平外交关系与树立良好国家形象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后，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构建约旦与

巴勒斯坦两国团结友好的关系，赢得巴勒斯坦人民对约旦国家的认可，约旦也

与埃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维持友好关系，进行经济合作，共同推动巴以问

题和平解决，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获得他国的认可。此外，约旦同以色列和

美国发展和平外交关系，在和平交往进程中，突出约旦国家特性，消除以色列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替代国计划。  

一、推动约旦与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友好关系 

由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约旦与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代表权的争夺，

双方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与敏感状态，即使 1985 年约旦与巴解组织达成约巴邦联，

但维持一年不到就在双方的不信任中解散，约旦与巴解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再次

呈现竞争态势。同时，1987 年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发动大起义，明确指出巴

解组织是其唯一代表。所以，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后，约旦与巴解组织

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巴解组织对约旦的不信任与猜忌逐渐消失。约旦在这一

积极影响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继续推动约巴双方友好关系发展。 

首先，约旦支持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推动巴以和平会谈。1988

年国王侯赛因在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后公开表示，约旦政府将会采取一

系列措施，来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突出巴勒斯坦人民身份，帮助巴解

组织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实现巴勒斯坦身份具体化。①同样，国王侯赛因在针对巴

勒斯坦人民大起义召开的阿盟峰会上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顺

应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愿望，帮助巴解组织在被占领土上建立独立国家。

1989 年 1 月巴勒斯坦建国后，约旦政府积极回应，予以承认，并将巴解组织在

安曼的办事处设立为巴勒斯坦国驻约旦的大使馆，约旦的举动赢得了巴勒斯坦

 
①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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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乃至广大阿拉伯人民的心。①之后，约旦积极促成巴以和平会谈，推动巴勒

斯坦问题解决，获得巴勒斯坦人民对约旦的认可，在促成巴以和平会谈过程中，

约旦向巴以两国人民表明约旦的国家特征即约旦代表约旦人民，维护约旦人民

的利益，保障约旦人民的安全。 

其次，约旦与巴勒斯坦建立团结友好的外交关系，消除部分巴解组织阵线

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对约旦的不信任。约旦在《国家宪章》专列一章“约旦与巴

勒斯坦关系”，向约旦人民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表示，巴勒斯坦身份与约旦身份不

是对立的，也不应该对立，对立只针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约旦与巴勒斯坦之

间关系具有特殊性和独特性，双方具有密切的历史与地理联系，具有共同的民

族归属，共同应对犹太复国主义威胁，②通过构建约巴两国团结和谐的关系，获

得巴勒斯坦人民对约旦政权的认可，有利于维护约旦国内社会稳定，巩固阿拉

伯民族团结。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大国，不论是对约旦河东西两岸合并还是约旦提出的

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都持反对态度，而伊拉克在 1950 年率先承认兼并西岸后的

约旦哈希姆王国。所以本节主要分析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后同埃及、伊

拉克两国的关系发展。 

二十世纪 80 年代，约旦与埃及恢复外交关系，约旦是戴维营协定后第一个

与埃及恢复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约旦还积极促成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1989 年

约旦同伊拉克、埃及、北也门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员会（مجلس التعاون العربي），该合作

委员会旨在推动成员国之间更高水平的合作、协调与团结，实现成员国经济领

域的一体化，推动成员国之间在军事、国防领域的合作交流，密切各成员国公

民的联系，推动阿拉伯世界共同合作等。③随着九十年代中东和平会谈的开启，

约旦与埃及几次举行首脑会议进行磋商，以来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④至于约

旦与伊拉克，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来，两国关系一直交好，约旦在两伊战争中坚

定支持伊拉克，1988 年 8 月国王侯赛因访问伊拉克，寻求经济合作，伊拉克向

约旦实施石油补贴政策，通过降价甚至免费提供石油给约旦，减轻约旦经济负

 
① Ahmad Omar Bahjat Abudul-Hadi.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development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disengagement of 1988, p194. 
 .http://www.pm.gov.jo/content/1405777146  ،日20月12年2021时间录登الميثاق الوطني الردني،   ②

 . http://id.loc.gov/authorities/names/n88242219، 日12月3年2022时间录登معلومات عن مجلس التعاون العربي،   ③

 م.٢٠٠٥،  /https://m.marefa.orgالعلاقات الردنية والمصرية،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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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①90 年代海湾战争发生后，约旦声援支持伊拉克。所以，约旦不论是同埃

及还是伊拉克都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寻求经济合作，共同推动巴以问题和平

解决，树立好的约旦国家形象，获得他国的认可。 

综上所述，约旦推动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构建约旦与巴勒斯坦两国团

结友好的关系，从而赢得巴勒斯坦国家人民对约旦的认可，与此同时，约旦密

切与埃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关系，推动阿拉伯国家之间合作交流，在阿拉

伯世界树立好的国家形象，来获得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同。 

二、构建约旦与以美的和平外交关系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之后，以色列颇为震惊，犹太复国主

义工党领袖西蒙·佩恩斯向国王侯赛因致信，询问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联系

这一消息，国王侯赛因确认了这一点并补充说，他不会违背巴勒斯坦人民及巴

解组织所追求的和平进程。②此后，美国与以色列被迫调整政策，寻求在没有约

旦参与的情况下解决巴以问题，开始同巴解组织进行谈判，而此前美国与以色

列更愿意同约旦而不是同巴解组织谈判来解决巴以问题。所以，约旦通过此举

向以色列表明约旦的国家特征，约旦是属于约旦河东岸约旦人的国家，不代表

巴勒斯坦人民，从而消除以色列的替代国想法，也使美国了解约旦哈希姆政权

的想法，约旦不会代表巴勒斯坦人出席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提议的中东和平会谈。 

在这一影响的基础上，约旦同以色列和美国发展和平外交关系，在国与国

和平交往的过程中，突出约旦国家特性，寻求各领域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从

而使其他国家人民认识约旦国家特征，对约旦产生认同。 

海湾战争发生后，约旦与美国关系变冷，但随着 1991 年中东和平进程开启，

约旦参加马德里中东和平峰会，约旦与美国关系缓和。在美国的推动下，约旦

与以色列两国于同年 11 月进行双边谈判，讨论国家安全、水资源以及难民等问

题。③1993年10月，约旦王储哈桑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以及美国总统

克林顿在华盛顿会面，决定成立三方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讨

 
 .٩٠ص  م،٢٠١١،  ٥٠وآفاقها المستقبلية، دراسات دولية، العدد    ٢٠٠٣  الردنية بعد عام  –العلاقات العراقية  إياد عبد الكريم مجيد،   ①
 .١٩١م، ص ٢٠١٥،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من الاتحاد حتى فك الارتباط  ، الردنمجيد أحمد  حازم ②

 .١٩٦(، ص١٩٩٥- ١٩٦٧سليمان الموسى،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سياسي المعاصر)حزيران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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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约旦与以色列和平进程问题以及约旦河河谷开发项目。1994 年 6 月，三方经

济委员会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约旦——以色列委员会，讨论约旦与以色列两国

边界、水资源、环境等问题，寻求未来两国合作。① 

1994年 7月，约旦与以色列签订《华盛顿宣言》，声明以色列与约旦结束敌

对状态，确定约以和平进程的五项原则，即以色列尊重约旦现在和未来在耶路

撒冷伊斯兰圣地中的历史作用；两国互相承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实现永久安全，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避免使用武力等。②同年 10 月，约旦首相

与以色列总理在约以边境附近的阿拉巴山谷（عربة 举行仪式并签署和平协（وادي 

议，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也在场。约以和平协议确定约

旦与以色列两国边界即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划定的边界为两国之间的国际边界，

再次明确以色列尊重约旦在伊斯兰圣地耶路撒冷中的特殊作用。对于约以和平

协定，以色列国内舆论持积极态度。③ 

根据上述约旦与以色列的和平交往过程，可以发现约旦通过明确领土边界，

突出哈希姆家族的宗教圣裔身份，维护约旦国家主权等向以色列明确约旦国家

特征，同时寻求与以色列的经济合作，讨论水资源、难民问题，共同维护地区

和平，来获得人民的认可。 

 

本章分析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后约旦国家认同的构建路径，约旦从以下

方面构建约旦国家认同：第一，约旦通过国籍、过桥通行证来明确约旦河东西

两岸“谁是约旦公民”，国王侯赛因通过公开发言，颁布国家宪章，保障约旦公

民的权利，强化约旦公民身份意识，同时明确约旦管辖的领土范围，不再负责

西岸领土事宜，培育约旦人民对约旦领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第二，约旦政府

推行经济自由化，虽实现了财政赤字减少，实际经济增长率上升，但未切实保

障约旦人民经济利益，难以从经济方面增强约旦人民国家认同感，约旦着重推

动约旦公民政治参与和扩大政治民主，提高约旦人民的国家认同感；第三，约

旦加强国内民族团结，国王侯赛因作为国家象征在国内外公开场合发言突出阿

 
 .١٩٦(، ص١٩٩٥- ١٩٦٧سليمان الموسى، تاريخ الردن السياسي المعاصر)حزيران   ①

 . ٢٠٠، ص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②

 . ٢٠٦ص ،المصدر السابق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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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民族团结，压制国内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通过教科书、博物馆、纪念碑

等来弘扬阿拉伯大起义历史遗产文化，同时维护哈希姆王室的宗教圣裔身份，

巩固约旦哈希姆政权的宗教合法性，确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约旦国家的主流

文化，弘扬推广约旦国家民族文化，推动约旦文化发展；第四，约旦与巴勒斯

坦、埃及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发展团结友好关系，寻求经济合作，推动巴以

问题和平解决，在阿拉伯世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他国国家人民认可，

也与以色列、美国构建和平外交关系，在和平交往过程中，突出约旦国家特征，

消除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替代国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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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家认同是推动国家繁荣前进、维护社会团结和谐的关键。国家认同表示

个人认识到自己所属这个国家的国家特征，从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

同时他者对该国的认识与看法影响该国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约旦作为一个

人造国家，其国家认同构建重要且必要。国家认同构建应以国家核心族群为主

体，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来进行国家特色文化建设，推动政治民主，扩大国内人

民政治参与，同时推动经济发展繁荣，满足公民经济利益诉求，也要在外交层

面，同他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展现本国的国家特性，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赢得他者认同。  

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时间较晚，直至 1970年黑九月事件正式形成。1921至

1946 年外约旦酋长国时期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萌芽阶段，1946 年外约旦独立

至 1970 年内战是约旦国家认同形成的加强阶段。约旦国家认同内涵特点之一是

对哈希姆政权的忠诚，这是约旦政府努力构建的重点，另一个特点是对阿拉伯

民族的归属感，这是维持约旦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 

1988 年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通过追溯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的背景，

得出约旦国家认同在约旦人民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共同作用下逐渐增强，约旦

人民更加清楚认识到约旦是代表约旦人民的国家，约旦国家特性更加清晰。首

先，约旦实行的约旦化政策以及约旦发展缓慢的政治民主进程与严峻的经济形

势推动约旦人民身份认同意识加强，使约旦人民迫切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和民主，

激发约旦人民参与国家构建的责任感；其次，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意识逐渐增强，

1987 年巴勒斯坦起义达到高潮，同时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身份载体，想摆脱

约旦来独立解决巴以问题；此外，阿拉伯世界多国不认可约旦将约旦河西岸归

为其国家领土，阿盟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最后，以色

列的替代国计划与美国提出的中东问题解决方案都反映出美以两国认为约旦是

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希望借助约旦来解决巴勒斯坦人口问题，这一定程度上

模糊约旦国家特性，但也使约旦人民更加清楚认识到自己的约旦国民身份。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后，带来约旦河东西两岸巴勒斯坦裔约旦人身份认

同问题，引发约旦国内排外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约旦社会和谐，加剧约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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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促使约旦与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关系发生变化。为此，约旦首先通

过国籍、过桥通行证来明确约旦公民身份，颁布国家宪章和利用国家叙事，来

强化约旦公民身份意识；其次，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来保障约旦人民的经济

利益，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约旦财政赤字和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对约旦中产阶

级和贫困人口造成生活负担，较难提高约旦人民国家认同感，同时约旦大力推

动公民政治参与，扩大政治民主，在政治民主的环境下推动国家认同发展；此

外，加强约旦国内民族团结，压制国内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巩固哈希姆家族

宗教圣裔身份，确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推广传播约旦国家文

化；最后，约旦与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构建友好关系，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独

立的愿望，支持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赢得巴勒斯坦国家人民对约旦认可，避免

战争等因素影响约旦国家安全，在阿拉伯世界提高约旦国家影响力，同时，推

动约旦与以色列、美国关系和平发展，在与他国的关系发展中表明约旦国家特

性，即约旦是代表约旦河东岸约旦人民的国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消除以色

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替代国想法，维护约旦国家安全，增强国内人民的安全感。 

约旦国家认同构建路径主要通过扩大约旦公民政治参与，推动民主化进程，

使约旦公民在参与中强化公民身份认同。约旦实行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使约旦失

业率和贫困人口增加，较难通过满足约旦人民经济利益诉求来构建国家认同。

此外，约旦民族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约旦国内

民族团结，造成约旦社会不稳定。至于约旦在宗教文化层面，发扬阿拉伯伊斯

兰这一主流文化，尊重国内各少数族裔文化，培育文化认同，这一路径是一个

需持续建设的过程，需避免宗教教派力量可能对约旦国家认同发展造成的阻碍。

此外，约旦位居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具有独特的人口组成，使约旦与巴勒斯坦

问题密不可分，约旦与巴勒斯坦关系、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影响约旦国家安全，

所以从外交层面增强约旦人民安全感也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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