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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世界族际冲突的特点、原因及其消除

张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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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 要]冷战后,族际冲突已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并且表现出新的特点:主体的多样化;范围的全球化;以极端

民族主义为核心,宗教极端思潮为纽带,恐怖活动为手段。它的兴起,可以从冷战结束的效应、国家生存能力的增强、政府的

政策、外部介入、政治和经济资源享有的不均衡、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寻找原因。在新的世纪,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

民族问题,努力消除族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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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族因素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是长期存在
的,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 包含着一般的民族背景。

美国国际政治家汉斯�摩根索和乔治�凯南都在相
当程度上承认国际政治的民族背景。摩根索认

为,国际政治仍是调整民族利益的过程,只要世界

仍然分成各个民族国家,民族利益就是国际政治

中的定论。无论它们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都将

是一个恒常的问题[ 1]。

民族问题是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对于多民
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不仅事关国内的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 而且事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

在全球化的时代, 由于国家关系日益广泛和密切

的联系,一国的动荡往往会影响周边国家、整个地

区乃至全球的形势。!因此,  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无
论是对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世界, 都是不能忽

视的! [ 2]
。现在, 许多多民族国家在制定国际战

略与安全政策时,更多地考虑到民族因素。

前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可夫在∀个人档案#
中指出:  苏联从解体的悲剧中吸取的教训首先是
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遭到破坏。国际主义被最坏

不过的民族主义所替代。这种民族主义有多种表

现形式, 其中最恶劣、最危险的莫过于分裂主义,

而所谓的民主派则起劲地催化这些形式的特征,

煽动分离独立的倾向。![ 3]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各少数民族自治地

方稳定与否,关系到国家稳定的大局。因此,研究

族际冲突,避免这种冲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

现实意义。

一、冷战后族际冲突的特点

1� 主体的 内部化!和多样化。
当前, 族际冲突的主体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

样局限于 民族国家!之间。当时由于东西对峙的
 冷战! 稳定!状态, 任何一种力量都以美苏两大

集团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利益为标准来判断它在

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两大集团都惟恐本集团的势

力范围被分化,力量被削弱。因此,任何一个国家

内部的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都受到

遏制,难以产生。冷战的结束改变了这一形势,西

方势力往往通过挑拨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来插

手其内部事务, 因此迫不及待地承认一些国家内

部的民族分离势力, 甚至为其提供经济、军事援

助。这样, 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固有矛盾凸现

出来。目前,族际冲突的主体大多是一国内的各

民族, 而少有各民族国家间的冲突, 呈现出 内部
化!的特征。此外, 族际冲突的主体也更为多样

化,既有国内的民族、部族、种族, 也有跨国的民

族、政治组织等。如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分离势

力,非洲发展程度各异的部族,西欧各国的极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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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势力等。这一多样化局面, 使我们原有的衡

量族际冲突的价值标准失去了效用, 已不能简单

地用有利或有害的两分法来分析冷战后的族际冲

突了。

2� 范围的全球化。
冷战后族际冲突浪潮发端于苏联东欧剧变,

在扫荡苏联东欧之后,又向西欧发展,并以极快的

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前苏联曾宣称 已经充分
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事实证明,

这只是将民族矛盾掩盖了起来。当各种危机出现

时,民族问题便骤然上升到突出地位。包括俄罗

斯在内的各民族, 其分离运动是摧毁前苏联的最

终力量。苏联解体后, 民族主义仍似恐怖的梦魇

一样困扰着前苏联地区。各新独立国家仍是多民

族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族际冲突。东

欧地区民族纷争频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西方国

家曾煽动苏联东欧的族群分离主义以达到分裂瓦

解苏联东欧的目的。殊不料, 西方国家内部也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族群分离倾向, 如英国的北爱尔

兰问题等。

从巴尔干向东, 沿中东到北非和西亚,以及从

原苏联外高加索地区到中亚, 形成了一个族际冲

突异常活跃的地区。非洲大陆始终难以归于平

静,部族冲突不断。环太平洋地区也出现族际冲

突的浪潮。

冷战后,族际冲突在世界各国兴起,同时还超

越了国界,向跨国方向发展,典型的如阿拉伯国家

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 泛伊斯兰主义!等。这些冲
突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前景往往显得更为扑朔

迷离。

3� 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 宗教极端思潮为

纽带,恐怖活动为手段。

20世纪中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国

家摆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50年

代初, 亚非拉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

云涌,纷纷独立。到 20世纪 70年代,争取民族解

放的民族自决运动逐渐归于沉寂。

争取民族自决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提是阶级

和民族压迫, 以政治和武装斗争为手段。但当前

的族际冲突大多不属于正常的争取民族自决的民

族解放斗争,而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宗教极

端思潮为纽带, 恐怖活动为手段,制造社会的不安

定,不切实际地进行民族分离活动。从英格兰的

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聚居区、法国的科

西嘉岛, 到俄罗斯的车臣、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地

区,无不反映出族际冲突的这一特色。

冷战后,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相纠结是一个

突出现象。正如钱其琛同志所讲的:  波黑的冲
突,在某种意义上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科

索沃危机的起源是东正教的塞族和穆斯林阿族的

斗争。其他如车臣问题、东帝汶问题、斯里兰卡僧

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内战、中东问题、北爱尔兰问

题等都和宗教背景有关。![ 4]宗教的虔诚、信仰的

坚定可为民族分离运动提供狂热的激情,不竭的

动力,是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最有效手段,从而使民

族分裂主义具有了异乎寻常的顽固性和偏执性。

以宗教极端思潮为理论和思想基础, 族际冲突往

往表现为恐怖主义活动。 恐怖主义有传统与现
代之分。传统恐怖主义者都希望其行动能让多人

看到,但不必太多人丧生。而现代恐怖主义者则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展开大规模的杀戮和毁

灭,手段残忍而冷血。! [ 5]

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思潮和恐怖暴力活

动相结合,越来越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成为国际

社会的毒瘤。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于争取

民族自决的民族解放运动,它既对本民族发展不

利,也对其他民族的发展不利,与人类发展总趋势

相悖。而且,进行这种分裂活动的也往往只是少

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并不反映整个民族的意向。

如加拿大全民公决并不赞同魁北克分离: 1995年

10月 31日, 魁北克省就该省独立问题进行了全

民公决, 结果反对独立的占 50�6%, 支持独立的

占 49�4%,  魁独!势力受挫[ 6]。北爱尔兰地区民

众投票,也有半数以上的人反对将北爱从英国分

离出去。

二、冷战后族际冲突的原因

20世纪 60年代,西方世界对族际冲突发生

的原因作了大量研究。例如科纳( Walker Con�
nor)认为族际冲突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因素: 1�
历史因素; 2� 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相对剥夺
感; 3�在现代社会中, 由于文化的失落所产生的

心理疏远; 4� 中心- 边缘!关系; 5� 在目前环境
中,由于国家角色的渐受侵蚀

[ 7]
。罗森( Steven J�

Rosen)则认为引起分离主义以及民族统一运动冲

突的原因有这样三项: 1� 经济的影响: 尽管土地

问题已成为分离主义以及民族统一运动冲突的原

因,但土地问题常伴随着对经济以及对自然资源

的争夺; 2� 道德的困境: 族裔团体往往将自决权

利当作是上帝赐予的理所当然的权利, 但事实上

自决是一种主张的权利, 它是将责任给予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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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 其操作的有效性依据是其母国的

同意。但世界上不可能让每一个团体都拥有自己

的一片土地。3� 殖民的疆界: 在今天世界上有许

多遭受挫折的少数团体均将问题归咎于过去的帝

国主义。有许多国家的疆界与族裔的界限不一

致,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疆界反映当时帝国

主义军队停驻的地方, 或反映当时强权在会议桌

上的协定,而这种疆界的划定,很少反映族裔居住

的自然界限。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 导致了此类

团体中族裔问题的永续存在
[ 8]
。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冷战后族际冲突

的原因提供了方法论和认识的尺度。笔者认为,

理解冷战后族际冲突的兴起尤其要强调以下几个

因素:

1� 冷战结束的效应。
库柏( Robert Cooper)认为在冷战时期二元对

抗的体系中,是倾向于抑制任何冲突及片面的介

入的, 故这一体系的氛围对于族裔分离的运动是

不利的。然而自冷战结束后, 这一氛围消失了,自

然增加了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加之 治者需基于
被治者的同意!以及 共同命运的自我选择!等民
主意识的觉醒, 冷战后族裔分离运动会伴随着民

主政治的诉求, 也就不足为怪了。

2� 国家生存能力的增强。
在目前国际体系中, 国家的大小与其军事安

全之间不再存在必然的关系。因此,一些小型的、

军事衰弱的国家也得以生存下来
[ 9]
。在传统上

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是指其能源、自然资源、多数

人口、土地之间能维持自给自足的状态。然而斯

契罗德( Gert rude E� Schroeder)认为在一个经济

高度互相依存的世界中,经济生存能力更适当的

界定是强调在全球经济范围中, 一块土地上人们

的生存能力,而较少集中于某一特定领土自给自

足的层面上[ 10]。不论是广土众民的大国, 还是弹

丸小国,都不会是完全的自给自足。在经济全球

化的趋势下,国家拓展全球贸易,加强相互合作和

交流以维系和增强其生存能力,越来越成为共识。

此外,区域组织, 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对国

家主权的侵蚀及对小政治实体的经济生存能力也

颇多助益。许多族裔受此鼓励, 纷纷进行脱离现

存大国的分离运动。

3� 政府的政策。
政府对于一个族群归属不同的社会所采取的

政策,其对于内部族群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衰、强弱

上,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大体而言, 政府对于族

群的民族主义可以施于一系列的政策。其政策光

谱的一个极端可以是对少数团体采取屠杀或驱逐,

而另一个极端可以是允许族群团体从现存国家中

完全分离。而在两个极端之间, 可以包括同化、文

化自治、政治自治等政策。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不

同的族群关系,不少政府的民族政策出现一系列严

重失误,激化了族际矛盾,造成了族际冲突。

4� 外部介入。
在大部分族际冲突模式中, 对于探讨促成族

裔紧张的原因,一般都集中在内部力量及过程上。

从这一角度观察问题, 往往忽略族际冲突中外部

资源及援助的作用, 亦即忽略世界体系中国际经

济的、地缘政治的、军事的竞争及依存关系。纳佳

尔( Nagel)和傅同( Whorton)都认为,由于世界体

系的这种竞争及依存关系,其对于国内的族际冲

突会形成以下几种结果: 冲突的军事化;冲突的升

级及增强;转化成意识形态的冲突;对于被支持的

族裔团体的界限具有强化效果; 减少族际冲突经

由协商解决的可能性[ 11]。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国

际体系中的竞争一定会导致族际冲突, 而是说国

际体系中的强势国家在对其他国家、主要是第三

世界中的劳动力、商品市场、资源使用权、土地使

用权以及政治影响进行竞争时, 会影响其国内族

际冲突发生的时间、持续长短及军事化程度。

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体系应遵

循 非干涉规范!, 然而由于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

国家均承认民族自决权利,再加上国际社会很大

程度上是一个弱肉强食、 森林性格!的自助体系,

这一点影响到外部国家介入族际冲突的态度。尽

管旨在减少族际冲突、促进和平的外部介入未必

不好,但大体而言,外部介入更有可能使族裔紧张

和族际冲突升级。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利用民族问题插手他国内政和地区事务, 推

销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对原苏联东欧地区、中东地

区和伊拉克、阿富汗等地, 或借民族问题弱化、遏

制对手, 或以威胁自身全球利益为借口, 采取制

裁、封锁等强硬手段,导致了民族冲突、部族纷争

和恐怖活动。

5� 政治、经济资源享有的不均衡。
盖尔认为, 社会分裂以及族裔语言的多样性

是族裔歧视的必要条件,但仅有前述其中一项仍

不足以产生族裔歧视[ 12]。大体上, 经济不平等的

形成可籍由赫希特的 内部殖民主义!理论予以解
释,他的理论基本上是强调族际冲突是由经济的

不平衡发展造成的。在政治集权的多元族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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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随着工业的发展导致都市工作机会的集中,而

这些工作均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任职。此时,这

些职位若以官方语言作为甄选标准, 会有利于某

些族裔团体获得这些最好的工作, 从而形成族际

的冲突。这类情况通常是政治权力为某一族裔团

体控制,其得以利用政治权力保护或偏袒其族裔

团体的经济利益。例如,中东国家政治上多为家

族统治, 专制腐败; 经济上结构单一, 两极分化。

苏丹内战原因之一就是南北在政治权力和经济资

源上分享不平等。科纳认为, 经济的不平等可能

使得族际冲突恶化, 然而有些生活水平较高的地

区,也可能产生族群的不满。例如,西班牙的巴斯

克地区经济富有,但那里却有不少人要求 与贫穷
的西班牙人分开, 过自己的好日子!, 因此产生了

巴斯克问题。总体上看, 在多元民族国家,经济与

政治资源享有的不均衡,其程度高的国家比这种

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于产生族际冲突。

6� 文化冲突。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指出, 冷战结束后,  全

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 在后冷战的世
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

治的或经济的, 而是文化的区别。! 世界确实是无
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

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

团之间的冲突。! [ 13]亨氏的观点值得重视。

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有可能是不同民族间政

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反映, 是其表现或者假象,但

也可能完全是超越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上的、纯粹

表现为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即冲突的一方或各方

所捍卫的价值观有可能背离甚至损害了自身的利

益,或者与自身利益毫无关系。在印度,族际冲突

大多是因为信奉某种宗教、保持某一传统习俗、捍

卫某种文化观念而爆发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

冲突, 锡克人与印度教徒冲突的导火线在局外人

看来通常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 ∃ ∃ 驱赶母牛、
在清真寺前奏乐,等等。这种冲突对冲突各方来

说都是对其利益的严重损害, 冲突造成人员的伤

亡,财产的损失, 族际积怨愈深。这类冲突, 就是

由文化冲突造成的。

三、消除族际冲突

在新的世纪中,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

民族问题。对于多民族主权国家来说, 如何正确、

合理与稳妥地解决民族问题, 如何及早消除可能

激化民族矛盾甚至导致民族分离活动的忧患, 而

一旦民族分离现象出现时,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

问题或者至少将它的危害控制到最小程度,如何

防止外部势力的插足、防止国内民族分离活动国

际化, 是目前必须认真考虑与应对的重要问

题
[ 14]
。

1� 建设权利平等具有包容性的公民国家。
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检验政治制度的

试金石。从定义上说, 公民国家就是一个权利平

等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在形式上, 至少在理论上,

它承认公民权的一般公民原则。在承认民族认同

权利的同时, 应给予所有公民超民族的公民权。

这样,双重身份构成了一个互补性的认同。

如何在避免等级制度和极端强制的情况下,

通过巩固必要的社会联系、增强不同文化集体之

间凝聚力的途径,来建立一个可以整合不同民族、

种族和文化集团的公民国家? 如何创造必要的舆

论机制和非暴力的消弭冲突机制? 这是一个重要

问题。种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是个事实, 不可能因

为人们的忽视和否认就不存在了。在一个民主的

公民国家里,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受到保护和尊重,

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和敌意得到减少或消除, 不

同文明友好、和平地共处。在这类国家,文明和文

化的冲突是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的,是真正的 文
明!的冲突。

简单地说,这种国家有一个公分母,一种超越

族群的忠诚,这种忠诚将各个不同民族和文化背

景的集团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得到所有居民或

绝大多数居民认同和热爱的整体。换句话说,就

是一种超越了族群认同的认同。这种共同认同的

基础就是公民身份。

2� 建立平等的酬赏制度。
在一个多元社会中, 如果相关的个体和群体

的价值体系没有及时合法地体现在既定的酬赏制

度中,或者如果酬赏制度的不平等表征太明显,那

么任何价值的认同, 都会毁于由于人的需要得不

到满足而产生的强大压力。在一个既定的社会

中,处于劣势的族群,对于他们的不利处境会感到

不满,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能够在一

种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氛围中, 通过正当的

立法渠道表达他们的要求,争取用特别的扶助计

划来改变社会中通常存在的经济与政治分配状

况,那么, 公开的力量冲突与冲突扩大的趋势就可

能避免。毫无疑问,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经济援助和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实施的

优惠政策, 对于缓解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团结、实

现民族共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9�



3� 以新的纽带弥补族群纽带的缺陷。
在族群纽带之外,可以以一种新的、更高层次

更大范围的纽带来解决族际冲突问题。在理论

上,这种新纽带将弥补族群纽带的缺陷,改善民族

间的关系,实现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至少可以

为一个和睦共处的多民族国家铺平道路,因为这

个超越民族界限的共同体成员已经为一种新的统

一纽带连接在一起了。在我国, 中华民族精神的

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信仰,都起到了

这种作用。

4� 加强国际合作。
第一,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

 在联系紧密的现代社会中,民族群体关系必

须放在国际背景中考察,正如它必须放在国内背

景下考察一样。这样, 我们可以明确区分开%内
力& 与%外力& ,前者来源于少数族群自己的力量与

内部同盟者二者力量的结合, 后者来源于另一个

国际实体对这一少数群体利益状况的友好关注。

这样一个国家或实体所具有的实力在运行中可以

影响东道国内有关少数民族的事件。![ 15]这段话

提示我们,在现代社会,一国内族际冲突的解决离

不开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合作。例如, 泰南民族问

题的较好解决, 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种国际

合作: 泰、马警方成立了泰马联防犯罪工作委员

会,以便两国警方进行密切合作,加强对边境地区

刑事犯罪案件的防范; 1998年 2 月, 泰总理川�立
派与马总理马哈蒂尔同意合作对付泰南分离分

子;在马来西亚泰南搞分裂活动的流亡者的聚居

地吉兰丹州,该州首席部长尼克�马特的政治秘书
哈桑�穆沙明确表示:  我们不信奉武装斗争的信
条∋∋没有必要惹麻烦或干涉邻国内政。! [ 16]上

述措施和所持态度, 使得泰国政府很好地控制了

国内局面。

第二, 充分发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和维和

机制的作用。

首先, 要认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和维和机

制的重大意义。

 集体安全是通过国际安全求得国家安全的
思想创新, 是通过国际组织实现国家和平与安全

的里程碑。! [ 17]尽管它本身存在着困境, 比如, 设

想所有或绝大多数国家时刻愿意将本国利益从属

于维持普遍安全的需要,并且甘愿承受由此而来

的战争危险,就显然有违常理。但是,从另一个角

度看, 集体安全机制提供了一个更为友善的国际

环境。冷战后的联合国在集体安全方面曾辉煌一

时, 它雄辩地证明, 集体安全并非只是理想的火

花,它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集体安全机制要求的大国一致原则无法

完全实现, ∀联合国宪章#所涉及的集体安全机制
无从充分发挥其功用, 这导致联合国寻求确保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途径,联合国维和机制应运

而生。威廉�达奇认为:  维和是联合国集体安全
机制的替代形式。![ 18]现在,维和行动越来越多地

用于处理一国内的民族、宗教、内政等冲突,在政

治解决族际冲突和争端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自 1993年起, 联合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

章, 开始采取司法强制手段干预国际冲突。

1993 ∃ 1994年,安理会就授权成立国际审判机构

对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国内的种族屠杀进行审

判
[ 19]
。 在涉及到族裔冲突之类的一些情况下,

暴力会带来更多的暴力,杀戮是一个冤冤相报的

恶性循环。如果能够保证至少有一些犯了战争罪

或灭绝种族罪的人会受到审判, 就能起一种吓阻

作用, 增大了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在 90年代, 分

别为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设立了两个特设国际刑

事法庭,目的就是希望加快结束暴力冲突,并防止

它的再次发生。! [ 20]

可以预见, 随着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和维和

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它在减少和消除族际冲

突上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其次, 反对国际社会中的大国主导和强制性

介入。

在自助世界体系中, 国家必然首先考虑自我

核心利益,如果一国核心利益没有受到威胁,它将

有可能作壁上观,而当其利益受到威胁时,它又会

单方面行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宣布:  能在
一起行动我们就一起行动,必须单干时我们就单

刀赴会。![ 21]而集体安全则反对这种态度。这样,

集体安全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期望各国政策可

为互助和自我牺牲精神所陶冶
[ 22]
。当前, 强权政

治和霸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在处理地区

冲突和族际冲突上, 为了本国利益而强制性介入

一国内政的行为时有发生,  人道主义干涉!和 新
干涉主义!成为时髦话语。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反

对国际社会中大国主导的情形。

第三,以共识性问题为切入点,寻求国际合作。

鉴于目前各国对族际冲突的看法并不一致,

而反恐国际合作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因此,

国际社会可以先从打击恐怖活动入手, 这在客观

上会打击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遏制族际

�30�



冲突。

尽管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在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 族际冲突还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

只要全球社会不断努力,致力于消除和削减族际

冲突的根源,严厉打击一切带有分裂性质的、不利

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族际冲突,那么,冲突的

蔓延与泛滥之势就一定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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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avoidance of ethnic conflicts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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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bstract] Ethnic conflict has been the main form of the w orld& s conf lict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 ar, w hich takes on some new characterist ics: diversif icat ion of the main body, globalizat ion of it s exten�
sion and taking ultranat ionalism as its core, ex treme religious t rend of thought as its ligament and terrorist

ploy as it s inst rument� T he reason of its springing- up lies mainly in the dom ino effect of the close of the

cold w ar, enhanced viability of nations, polices of governments, ex ternal intervention, unbalanced take of

polit ic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new century, the internat ional community

must think much of the resolving of ethical problems and make great ef forts to avoid ethnic conflicts�
� � [Key Words]post- cold w ar; ethnic conflict ; characterist ics; causes; avo 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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