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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凱末爾有兩個。一個是此刻站在你眼前，血肉之軀的穆

斯塔法・凱末爾，他會死亡。另一個就是你，此地你們所有人會前我

們國家的偏遠角落傳揚理想，必要時以生命捍衛。」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 

 

一、前言 

1999年，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曾因公開

朗誦宗教詩歌而鋃鐺入獄，如今他在土耳其國內所受到的個人崇拜和創建土

耳其共和國並有著「土耳其人之父」之稱的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不相上下，艾爾多安甚至成為絕大多數土耳其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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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近乎無所不能的總統。《艾爾多安的崛起：一場為了信仰、權力、國際地位，

建構土耳其靈魂的新戰爭》（Erdoğan Rising: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urkey）

一書由漢娜・露辛達・史密斯（Hannah Lucinda Smith）所著，在史密斯擔任

倫敦《泰晤士報》駐土耳其特派記者的六年裡，該國正經歷著「數十年以來

最動盪的時期」，無論是難民問題、恐怖攻擊、庫德族區內的暴力衝突抑或是

內部政變的危機，各種艱辛的挑戰接踵而至，然而艾爾多安並沒有因此失利，

反而更加受到土耳其人民的推崇與愛戴，並在土國國內政壇掌握且鞏固了一

定的權力。在史密斯「漫遊」土耳其的期間，她將每一次的訪問、每一個實

地考察以及她的所見所聞，細膩地描繪與刻畫出土耳其的真實輪廓與樣貌，

並透過相對公正客觀的角度解析和闡釋，進而呈現出這位強人總統的旋風式

崛起和支撐他屹立不搖的因素。 

 

二、是天選之人還是人選之人？ 

建立「艾爾多安品牌」似乎成為艾爾多安致勝的關鍵。擁有六英呎高（約

182公分）、身材魁梧以及身為半個專業足球員的艾爾多安，聚集了土耳其男

子氣概清單上的所有必要條件於一身，1 每每出席公開場合的他總是西裝筆

挺，一開口演說便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領袖魅力展露無遺，使得艾爾多安

本身即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品牌。同樣作為一名保守派的伊斯蘭主義者，艾

爾多安與其先前的伊斯蘭主義者們不同的是，他意外地獲得了土耳其保守派

地區以外的人民支持。艾爾多安之所以能在每場選戰中幾乎都打勝仗的關鍵

因素，除了自身的魅力和其文膽胡賽因・貝斯里（Hüseyin Besli）的出謀劃策

之外，他所屬的正義與發展黨（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AKP）亦在其中扮

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1970 到 80 年代，艾爾多安活躍於伊斯蘭教圈，隨後便加入親伊斯蘭的

福利黨（Refah Partisi, RP）。隨著該黨在 1990年代越來越受歡迎，艾爾多安

                                                 
1 Hannah Lucinda Smith 著；林玉菁譯，《艾爾多安的崛起：一場為了信仰、權力、國際地

位，建構土耳其靈魂的新戰爭》（台北：馬克孛羅文化，2021年），頁 27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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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4年便代表該黨當選伊斯坦堡市長。四年後他因違反煽動種族仇恨罪而

入獄服刑，而福利黨隨後也被當時的政府取締並且解散。當艾爾多安於 2001

年再次重返政壇時，便與其盟友阿布杜拉・居爾（Abdullah Gül）共同創立一

個全新的、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政黨—AKP，並在隔年成功贏得國會多數席

次，而艾爾多安隨後便展開他長達十年的總理之路。AKP是一個中間偏右的

民粹政黨，其目的是要讓土耳其人重拾鄂圖曼帝國時期的傳統榮光與伊斯蘭

信仰的身份認同。在AKP上台之前，土耳其曾經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 2001

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讓土耳其政府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援助，並獲得了 160億美元的貸款，雖然得以解決燃

眉之急但卻非長久之計，端看當時國內委靡不振的經濟情勢，清還債務看似

遙不可及。然而，在艾爾多安就任總理期間（2003-2014年）他不僅還清了 IMF

的債務，還讓土耳其的經濟出現成長的趨勢，土國的人均 GDP從原本 3,800

美元提升至約為 10,000美元，2 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艾爾多安儼然成為土

耳其的國家英雄。 

而外交策略上，AKP一直試圖在大國之間游移擺盪，以增加土耳其對外

關係的多元性、彈性和實力，並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國家，3例如在當前的俄烏

戰爭下，土耳其的權衡之計除了維持並加深與俄羅斯的關係之外，同時保持

其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中重要成

員國的地位，以爭取國際上更多的外交空間。在艾爾多安掌權後的第一個十

年當中，土耳其度過了一個穩定的經濟成長期 4，也因為在他任內以大型基

礎建設為首要目標，5 並積極推動土耳其的現代化，不僅增加了中產階級的

                                                 
2 The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 Türkiye,” May 6, 2023,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locations=TR. 
3 王順文，〈俄烏戰爭下土耳其的戰略調整對中東安全的影響〉，《歐亞研究》，第 20期（2022

年），頁 49。 
4 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ual %) - Türkiye,” May 4, 2023,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5在艾爾多安擔任總理與總統期間，土耳其國內完成了幾項大型的基礎建設如公路建設、博

祿山（BoluDağı）隧道、哈潘 （Hapağan）隧道、歐亞（Avrasya）隧道、康納克（Ko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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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更讓數百萬人民因此脫離貧困。作為AKP領袖的艾爾多安在國內除了

透過擴大總統的行政權限來集中權力、加強統治之外，還積極打擊異己和反

對勢力；對外方面，土耳其一直奉行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希望透過伊斯蘭

教的信仰，與中東、北非和中亞國家拉近距離，並相繼參與了幾個重要的區

域性組織，例如 1969 年成立的伊斯蘭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和 2009年的突厥語國家合作理事會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 / simply Turkic Council) 等，以增強土耳其作為區域大國

的影響力和話語權。6 

 

三、艾爾多安的土耳其 

 根據大多數學者的看法，艾爾多安自2014年成為土耳其第12任總統（同

時也是首位民選總統）後，奉行所謂的「新鄂圖曼主義」（Neo-Ottomanism），

試圖恢復土耳其於昔日鄂圖曼帝國時期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在外交政策方

面，學者塔斯皮納（Ömer Taşpınar）認為，艾爾多安實施的是所謂的「土耳

其戴高樂主義」（Turkish Gaullism），他將新鄂圖曼主義和凱末爾主義

（Kemalism）的幾個要素結合在一起，與 20世紀 60年代戴高樂總統主政下

的法國外交政策有諸多相似之處，遂使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更加趨向民族主

義、獨立、自信與挑釁。7 對土國內部而言，艾爾多安在擔任總理期間大力

推行修改憲法、廢除死刑、給予境內庫德族人更多的自治權與文化權利，並

且打擊侵犯人權的行為，這些舉措使艾爾多安在國際間頓時聲名大噪、享譽

國際，同時也獲得國內多數民意的支持。 

 

                                                                                                                       
隧道、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海底隧道以及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高速鐵路（YHT）

與機場等。 

 6 楊三億，〈強權競爭下的中型國家安全策略：以波蘭語土耳其為例〉，《歐美研究》，第 51

卷第 2期（2021年），頁 340。 
7 Lars Haugo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Erdogan: A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8, No.3 (2019),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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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是拯救歐洲免於毀滅的唯一希望。中東的戰爭、

難民，這些都是最常被報導的主題。我相信只有他能停止流血。」 

－İsmaıl Kaya8 

 

然而，在艾爾多安順利當選土耳其總統的往後幾年裡，他不僅逐漸改變

了對庫德族的態度，還進行了修憲公投、廢除總理職務，從而將土耳其政體

從議會制改為總統制，並將權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使得他成為土耳其共

和國繼凱末爾之後最有權勢與威信的領導人。他以專制獨裁的手段打壓異

己、破壞新聞自由，9 並對庫德族人民進行人道的威脅與迫害。儘管這些行

為受到大多數歐洲國家的關切與抨擊，並且大大阻礙了土耳其長期希望能夠

加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可能性，但卻絲毫沒有影響艾爾多安在國

內的支持率。在史密斯的書中，她觀察到土耳其是一個重視榮譽、面子至上

的文化，艾爾多安在國內的獨斷、專制作風和在國際上為了土耳其國家利益

的直言不諱，都恰好符合了土國人民的期待，雖然他常被拿來與美國前總統

川普（Donald Trump）做比較，但這些行為似乎沒有損及他在國內的支持率，

反而越深得民心。10 

人權方面，土耳其人權基金會曾於 2009年發佈了兩份報告，內容詳細描

述土耳其政府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酷刑、虐待與拘留致死，11 而這些都在艾

                                                 
8 Hannah Lucinda Smith 著；林玉菁譯，op. cit., 頁 283。 
9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最新公布的 2023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在全球 180個

國家與地區之中土耳其排名第 165，目前該國已有 90%的媒體受到政府的控制，又面臨

即將舉行的總統及國會大選，選前記者在土國受到的迫害也愈趨嚴重，”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Türkiye”, RSF Report Without Borders, May 4,2023, 

https://rsf.org/en/country-t%C3%BCrkiye. 
10 “New Turkey: 201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May 2, 2023,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en/reports/2014/08/201482791917421354.html. 

 
11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of Turkey, “2009-HRFT Treatment Centers Report,” May 5, 2023, 

https://en.tihv.org.tr/treatment-and-rehabilitation-reports/2009-hrft-treatment-center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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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多安總統上任後，顯示出土國國內的人權侵害更趨嚴重發展的問題。2016

年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意圖推翻艾爾多安的政權，而艾爾多安隨即宣布全國

進入為期三個月的緊急狀態，並開始對異議人士或反對份子進行清算、打壓

與拘禁，不僅箝制了言論自由更使新聞媒體自由受到壓制與脅迫。根據 2022

年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最新的年度報告指出，在人權問題

上，土耳其當局被指控鎮壓異己、實施酷刑、打壓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

而在難民與非法移民議題方面，雖然土國政府已收容來自周邊內戰國家的 

520 萬移民和難民，但數千名來自阿富汗及敘利亞尋求庇護的人們卻被土耳

其政府拒於門外，有些難民甚至在土耳其邊界遭到實彈射擊而強制遣返回其

母國。12 自敘利亞發生內戰之後，雖然土耳其成為 2014年以來收容最多難民

數量的國家，但由於這些新移民在土耳其造成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使其國內

反難民的言論高漲，也讓大批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成為土耳其人民眼中的罪魁

禍首，社會上對難民和移民的人身攻擊案件比例大幅增加，13也讓艾爾多安政

府在人權紀錄上罄竹難書。 

 

四、結語 

     作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土耳其不僅是一個重要的

區域大國，更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關鍵角色；而艾爾多安作為一個國際間的

爭議性人物，卻在土耳其國內的選舉中成為常勝軍。史密斯在書中介紹了艾

爾多安的崛起與其超過二十年的統治，揭示了他在國內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

影響力及謀略，並探討了土耳其可能面臨到的威脅、挑戰與未來前景。自艾

爾多安執政至今，他已經崛起，但卻也同時意味著他的地位將可能越趨不穩

定，國內居高不下的通膨問題和今年（2023年）2 月發生在土耳其與敘利亞

                                                 
12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21/22,” Amnesty International, May 5, 2023, 

https://www.amnesty.org/en/location/europe-and-central-asia/turkey/report-turkey/. 
13 謝宇棻，〈10年來接收 360萬敘利亞難民的土耳其，社會與情緒都已經開始疲乏〉，《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9714/full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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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處兩次大規模地震的死傷人數，都將使艾爾多安的政權受到嚴峻的衝擊

與挑戰。5 月中的土國總統大選對艾爾多安而言更是舉步維艱，儘管民調顯

示反對派組成的聯盟將可能在此次選舉中獲得國會多數的席次，但總統之位

的競爭仍相當激烈，14 而這位「超級總統」的去留將不僅影響土耳其內部的

政治經濟局勢，更會牽動著周邊地區的地緣政治結構，而後續衍伸的問題皆

有待大選塵埃落定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觀察與探討。 

 

 

責任編輯：吳家綺 

                                                 
14 “Turkey opinion poll tracker: Erdoğan vs Kılıçdaroğlu,” Euronews, May 6, 2023, 

https://www.euronews.com/2023/03/14/turkey-opinion-poll-tracker-erdogan-vs-kilicdaro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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