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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失败让卡特支持率大幅下降营救失败让卡特支持率大幅下降

6666名美国使馆人员被扣押名美国使馆人员被扣押

不久前，美国与伊朗交换囚犯引
发关注。双方交换在押人员的同时，
美方解冻伊方被冻结在韩国的60亿
美元，此举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抨击，
称美伊换囚协议“绝对荒谬”。

美国两党阵营围绕换囚事件的
争议让人联想到40多年前的伊朗人
质事件。彼时，营救被困伊朗的人质
是美国大选热门候选人——时任美
国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与共和
党人罗纳德·里根争取民众支持的砝
码。伊朗最终在里根胜选后释放人
质，在任期间的营救失败成为卡特没
能取得连任的原因之一。而伊朗释
放人质背后的利益纠葛也成为人们
多年来一直想要解开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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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20日，就在里根就职的
当天，伊朗释放了美国人质，美国上下
欢呼雀跃。在这一片喜悦的背后，有人
对这场人质释放的“巧合”感到疑惑，甚
至认为这是美国两党围绕人质事件展
开博弈的结果。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美
国 政 治 人 物 本·巴 恩 斯 称 ，自 己 于
1980 年随当时帮助里根竞选的政治
人物康纳利去了一趟中东，他们回
来后，里根就在年底的大选中赢得
了胜利。

他与康纳利前往很多中东国家，
康纳利向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传递了
一个信息：里根一定会赢得当年的大
选，而且会给予伊朗比卡特许诺的更

优厚的条件，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伊朗
不能在大选之前释放人质。

康纳利和巴恩斯结束中东行回到
美国不久，就向当时里根的竞选团队
代表凯西汇报了谈判情况。后面的事
情如他们的预期，伊朗方面仍旧扣押
着人质，直到 1981 年 1 月 20 日里根上
台发表就职演说几分钟后，伊朗才释
放人质。

关于里根竞选团队与伊朗政府
之间是否真的有密谋，美国国会在后
来进行的调查中没有掌握实证。至
于巴恩斯所说的这些是否属实，曾参
与其中的核心人物都已离世，其本人
也没有任何书面资料可以考证。能
够佐证其言论的，只有当年康纳利的

出行记录，至于当年康纳利向中东各
国传递的信息，是否到达伊朗领导人
的耳朵里，康纳利的行动是否由凯西
或者里根所授意，以及最后伊朗人是
否基于这一原因延迟释放人质，依旧
是个谜。

这起围绕人质事件展开的竞选博
弈还造出了美国选举历史上的重要名
词“十月惊奇”。这个词先由凯西提出，
原本用来暗示卡特会操纵人质危机，以
便在选举前通过人质释放给自己加分，
而里根的胜选则给“十月惊奇”赋予更
多的含义。此后，“十月惊奇”意指在11
月大选前发生的、可能对大选结果产生
影响的事件。

据《环球时报》

美国纽约斯特朗国家游戏博物馆近日举办了一期“黑
人玩偶”主题展览，约200件展品中有一多半是美国南北战
争之后市面上出现的黑人玩偶娃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
玩偶，“黑人玩偶”在美国除了是一件简单的儿童玩具，更承
载美国奴隶制、种族歧视等“黑历史”，其发展史就是一部从
承受偏见到慢慢改变的简史，是一面“社会的镜子”。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黑人玩偶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欧
洲，它们市场定位不是玩具，而是价格昂贵的瓷制装饰品。
尽管该类玩偶的肤色模仿了非裔，但其面貌特征迎合的是
欧洲人的审美，比如，德国一家生产商曾制作一种“三脸玩
偶”，其中一张黑脸在哭泣，另外两张白脸在欢笑，带有明显
的歧视色彩。黑人玩偶在美国面市已是19世纪晚期。第
一代纯手工黑人玩偶出自佐治亚州一位名叫里欧·莫斯的
木匠，他与妻子一个精通木工活，一位善于手工，二人一个
负责做玩偶、一个负责给玩偶制作衣裳。

美国内战过后的几十年间，市面上也曾陆续涌现黑人
玩偶产品，但这些做工粗糙的玩具多数是在丑化黑人，一些
玩偶的嘴唇特别厚、眼睛特别大；玩偶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保
姆佣工、就是衣着邋遢的“小黑孩”。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奴
隶出身的美国非裔企业家理查德·博伊德1911年创办美国
史上第一家黑人玩偶公司，为非裔美国人“正名”。该公司
在广告语中特意申明：“我司玩具制品代表着当代聪慧、有
教养的黑人，与那些旨在丑化、羞辱黑人的竞品存在本质不
同。”这家玩具公司当时在美国着实刷了一波存在感，但因
经济不景气，于1915年停业。

随着黑人精英在美国社会地位提升，黑人玩偶的市场行
情水涨船高。1947年，美国非裔女漫画家将自己作品中的人
物形象做成玩具，创造了一个专属于黑人的“漫画周边”。这
个名为“帕蒂·乔”的玩偶原型个性鲜明，一举打破了先前黑
人玩偶单调呆板的形象。此外，这款产品做工精致，服装搭
配选择繁多，被不少媒体视作首款高端黑人玩偶产品。

1965年，美国洛杉矶爆发严重的种族骚乱事件，人们的
社会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当地非裔社会活动家路易斯·史
密斯和罗伯特·霍尔筹到1000美元的贷款，成立了“辛达纳
玩具公司”，培训并雇佣当地贫困的黑人居民，量产黑人玩
偶产品。辛达纳一度成为美国最大的黑色玩偶和游戏制造
商。他们不仅做出了高质量的玩具，更帮助当地非裔重建
社区、盘活社会经济。1980年，美泰玩具公司官宣首款黑人
芭比娃娃，并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陆续推出多款经典“黑人芭
比”。近年来，黑人玩偶的文创不断发展，人物形象与职业
更是多种多样，迎来市场的“高光时刻”。

黑人玩偶承载了一段悲壮且厚重的历史，有媒体曾这
样描述：“黑人玩偶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跨越种族刻板
印象与种族偏见的简史。”美国《史密森尼》杂志记载，早在
奴隶制废除之前，黑人就会给自己的孩子用旧衣物、旧窗帘
等缝制类似于“黑娃娃”的玩具。而可悲的是，很多孩子在
玩耍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提前“演练”自己的奴隶人生，学
习旧社会的种族制度。

美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民权倡导者，通过制作玩具来表
达种族情感、特质与尊严，抵御歧视文化。在废奴运动期
间，黑人玩偶更是重要的革命标志，废奴州有不少家庭将玩
偶系在外套上，以示对黑人的支持，有民权人士还缝制过系
着颈圈的玩偶，凸显奴隶制对人尊严的践踏。除了折射社
会现状，黑人玩偶历史上对打破种族隔阂、促进团结也起到
不少积极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佛罗里达州女企业家莎
拉·克里奇设计了一款高度仿真的黑人娃娃，在当时的大环
境下提振了黑人形象。时任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亲自
为这款产品“站台”，当时“第一夫人”致信克里奇称：“这个
玩偶将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平等课……这样吸引人的
玩具，无论是黑是白他们都会非常珍惜。” 据《环球时报》

里根当选总统与这场人质危机有关
“黑娃娃”，

见证美国黑人斗偏见

19331933年的黑娃娃年的黑娃娃。。

19791979年年1111月月44日日，，伊朗学生翻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围墙伊朗学生翻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围墙。。

1979年11月4日，一群伊朗学生冲
进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劫持了 66 名使
馆工作人员，要求美国将前伊朗领导人
巴列维引渡到伊朗。而这一事件的重
要导火索就是卡特政府允许巴列维进
入美国接受治疗。

中东地区的石油自发现以来就为
各国所争夺，伊朗的石油资源非常丰
富，20世纪50年代，伊朗民选首相穆罕
默德·摩萨台宣布将该国石油工业国有
化，从英美手中夺回了石油，受到伊朗
民众的支持。出于冷战时期的战略考

虑，英美密谋推翻摩萨台，寻求一位更
容易“和西方合作”的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就是穆罕默德·礼萨·
巴列维。1953年的一场政变让巴列维
成功上台，英美的公司又得以重新控制
伊朗石油。在英美两国的扶持下，巴列
维获得源源不断的武器，组建了秘密部
队，打击反对他统治的人。伊朗民众对
巴列维的反对情绪越来越大，大规模群
众运动爆发，各地游行示威不断升级。
1978 年，巴列维宣布对德黑兰等 12 个
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出动大批军警镇压

反对者。民众不满情绪达到巅峰，伊朗
伊斯兰革命随即爆发，巴列维被迫出国
流亡。1979年2月，曾被巴列维驱逐出
境的什叶派精神领袖霍梅尼结束长达
15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德黑兰，成为伊
朗领袖。

1979 年 10 月，流亡墨西哥的巴列
维被诊断患癌向美国请求医疗援助，卡
特政府称基于人道主义决定允许他进
入美国接受治疗。这一决定在伊朗引
发强烈反美情绪，导致了这长达444天
的伊朗人质危机。

学生劫持人质一段时间后释放
了 13 人，这些人主要是妇女、非裔美
国人和非美国公民，因为在伊朗方面
看来，这些人也是遭受美国压迫的
人。还有一名人质后来因健康原因
被释放，到 1980 年夏季，还剩 52 名人
质被关押。

人质事件爆发之后，美国总统卡特
从各方面寻找营救突破口。美国立即
对伊朗启动经济制裁，施加外交压力，
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取消向伊朗人发
放的美国签证，冻结伊朗在美国银行的
大量资产等等。

而后伊朗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释

放人质的条件，要求美国遣返巴列
维，就 1953 年支持推翻摩萨台的政
变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干涉伊朗
内政。卡特政府没有答应，还宣布
与伊朗断交。此后美国政府通过第
三国与伊朗谈判，但双方均不愿意
作出让步。

人质的营救问题在美国获得强烈
关注，美国媒体还专门做了一档夜间节
目追踪事件进展。美国人群情激愤，要
求卡特尽快营救人质，当时美国正要进
行新一轮大选，人质问题成为卡特连任
的最大困局。压力之下，他批准了一项
代号为“鹰爪行动”的多军种联合秘密
营救行动。这次行动可以说是硬着头
皮上阵，参与营救的人员缺乏装备，欠
缺对复杂计划的演练，再加上行动刚开
始就遭遇沙漠风暴，营救的直升机直接
撞上了一同行动的运输机，8名美国军
人当场毙命。本就装备不足的营救团
队更加捉襟见肘，所剩飞机完全不够撤
离所有被困人员，卡特政府不得不命令
取消营救。

事后，营救行动丢弃的装备残骸
被伊朗人公布在媒体上，全世界都知
道了美国这次失败的营救，卡特的支
持率一落千丈，大选对手里根获得选
情优势。

19811981年年11月月，，美国人质在被关押美国人质在被关押444444天后从伊朗返回天后从伊朗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