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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政治继承与换代

陈双庆

内容提要  叙利亚实行的披着 /共和制0外衣的权威主义体制,植根

于其既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

前总统老阿萨德精心安排下, 其次子巴沙尔较为顺利地完成了 /子承父

业 0式的权力交替,并保持了叙政局的基本稳定。然而, 在越来越暴露出

诸多弊端的现行体制下,潜伏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权力斗争的隐患,加上

来自外部的威胁和压力,使巴沙尔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叙利亚 政治继承 换代 巴沙尔

塞缪尔 #亨廷顿曾指出: /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

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0¹
然而,这一适用于许多国家的论断在叙利

亚却似乎并没有得到印证。叙利亚前总统、有 /中东雄狮 0之称的老阿萨德执政长

达 30年,并将叙利亚由一个政局动荡、涣散虚弱的国家提升成为政治稳定、社会经

济稳步发展、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地区强国。然而, 在老阿萨德离世及其 /强人政

治 0结束后, 他所留下的以权威主义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政治 /遗产 0能否被完全继

承并保持下去,却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叙利亚政权交接的过程做一总体评估, 从一个侧面对中东地区这

一特有的、共和制政体的政治 /世袭0现象进行剖析,努力揭示其中的 /规律0,以期

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东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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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阿萨德的政治遗产

研究叙利亚政治继承和换代问题, 无法回避对叙利亚现代政治史上的 /特

例 0) ) ) 在共和制的 /外衣 0下实行的权威主义体制及其长治久安之原由的了解。

(一 ) 权威主义体制产生的背景

/权威主义0源自 /权威0一词。 /权威 0一词有双重含义, 一是指使人信服的

力量和威望;二是指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从政治学角度讲,

权威是指对人和规章制度的认可与服从。政治系统中的权威,当其成为制度化的

统治方式 (统治权力高度集中,民众政治参与明显缺乏 )时即称权威主义。¹ 叙利

亚权威主义体制的建立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主要由两方面因素 /合成 0: 一是原有

的议会制因不符合叙国情而遭到失败;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老阿萨德

这一传奇式 /克里斯玛 0 ( CHR ISMA, 亦称 /魅力型0 )人物的成功夺权。

1930年,当时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制。 1946年独立

后,叙利亚仍延袭了这一脱胎于殖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以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为基础的体制并不符合叙利亚传统的社会经济状况, 从而一开始便注定了其

走向衰亡的命运。

叙利亚拥有一个典型的多元的、/马赛克 0式的社会结构。从民族构成来看,

分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等;以宗教派别划分,则有逊尼派、

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伊斯兰教派,以及包括东正教、天主教马龙派在

内的基督教教派等。在这些依不同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或集团中, 部落、氏族、家

族等血亲关系起着重要的社会纽带作用。而在历史上, 宗教社团的凝聚力甚至超

出民族与阶级的认同。正如亨廷顿所说: /在阿拉伯世界里, 国家一向软弱无力,

它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等还要弱,私利总是高于公益。0º同时,以大地主、

大商人为代表的城市显贵与广大贫困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对立与冲突也十分突出。

因此, 宗派矛盾和阶级矛盾构成叙利亚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叙利亚的议会民主制,

正是建立在被这一基本矛盾所困扰的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 因而难免 /水土不

服 0。具体表现为,形式上为民主、自由选举的议会制仅代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

益,而处于依附地位、缺乏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的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中下层则无

法有效地参政。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基础 /不相匹配 0,自然成为建造
在沙漠之上的 /象牙塔 0。结果, 该体制造成议会内各党派权力、利益之争激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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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干政为特征的政变不断,导致政权更迭频繁,最终走向体制的崩溃。

1970年 11月,老阿萨德发动名为 /纠正运动0的不流血政变。其后, 以老阿萨

德为首的临时复兴党地区指挥部承诺重建国民议会和全国进步阵线, 以及颁布新

宪法等,从而启动了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建进程。 1971年 2月, 叙利亚建立了新的

国民议会 (又称 /人民议会 0 ), 由复兴党临时委员会任命议员, 主要来自党领导机

构、军队代表、工会领袖、市民代表及社会名流等。 1973年举行了首次议会选举,

此后根据5宪法6,每四年搞一次议会选举。1972年 3月,建立了新的全国进步阵

线 ( N ationa l Progressive) , 它是复兴党为团结其他政党而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

1973年,叙利亚颁布了新 5宪法 6。
老阿萨德当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着手对国家政权机构进行了

调整和改革,在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增强党和政府在民众中威望的同时, 设

法缓解执政的复兴党与其他党派组织的政治矛盾。二是对历届政府的过激政策进

行 /纠偏 0,如废除戒严法, 放松对新闻及媒体的限制;制定有关保障人民基本权益

的新法律,允许国民自由出入国境,取消公民在外国银行存款的限制; 鼓励侨居国

外的叙利亚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工作;赦免自 1949年以来, 在一系列政变中流亡国

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吸收其他政治组织的代表参加政府等。这一系列措

施有效地巩固了刚刚建立的新政权。

(二 ) 表现形式及主要特征

自老阿萨德执政后, 叙利亚就开始推行一党制的 /总统共和制 0。在 1973年

新宪法颁布后,进一步确认了叙利亚政治体制为 /总统共和制 0。根据宪法, 总统

作为国家元首, 同时兼任军队最高统帅, 享有任命副总统、政府总理 (也称部长委

员会主席 )、政府部长 (副部长 )、军队将领、法院法官等最高权力。总统由全民公

投选举产生,任期 7年,可连选连任。总统负责向议会提出法案,在议会通过后, 由

总统宣布生效。从理论上讲,议会可通过表决,以 2 /3的多数反对票否决总统提出

的法律议案,但这种情况在老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从未发生过。同时,总统也有

权解散议会。在议会休会及特殊情况下, 总统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自行颁布法令。

宪法修正案须经议会 3 /4多数通过和总统批准方可生效。

叙议会称 /人民议会0,是国家立法机构, 于 1971年 2月 21日成立,议员任期

4年。5宪法6对人民议会的职能在原则上做出了规定,其中包括:提名共和国总统

人选, 通过法律, 讨论内阁制定的政策,通过国家预算和发展计划, 批准有关国家安

全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接受议员辞呈,决定大赦以及撤销对内阁成员的信任等。但

实际上,人民议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并不具备立法权, 因而仅可起到一定程度的

监督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叙利亚政治体制是这种 /特殊 0的一党制的总统共和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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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拥有很大权力,包括最高行政权和部分立法权。表面上看, 立法、行政和司法三

权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和制约。然而,与叙利亚

的现实政治加以对比就不难看出,宪法认定的体制只具有形式上的特征,除了总统

拥有的巨大权力属实外,体制的真实权力结构并非如此。从权力结构来看, 总统拥

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特征尤为突出。老阿萨德同时兼任复兴党的民族领导机构和叙

利亚地区领导机构的总书记,并担任具有象征性的政治协商组织 ) ) ) 全国进步阵

线的主席,实际权力比宪法赋予的广泛权力还要大得多。

在老阿萨德奠定的家长专制式权威主义体制下, 国家权力基础主要由 /三大

支柱0构成: ( 1) 军事安全机构。它由军队、情报部门、警察宪兵系统等构成, 分为

三个层次:一是与老阿萨德有地域、血缘和宗派关系的阿拉维派高级军官集团, 控

制着最为重要的军事、情报部门及重要的国家机关。二是复兴党的军事机关,多由

党内非阿拉维派高级军官组成,也是总统权力圈中的重要成员。三是更为职业化

的广大军官构成的集团, 一般不介入政治领域, 而是通过掌握预算和资源的配置

权,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军事安全机构在维护国家安全、巩固老阿萨

德个人权力、镇压反政府力量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2) 复兴党的组织机

构。1973年颁布的叙利亚 5宪法 6明确规定, 复兴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因

此,复兴党的纲领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复兴党在叙政权

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进行精英选拔和权力调控。在叙利亚, 任

何一个希望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人,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都必须是复兴党成员。

所有精英的选拔和人才的招募都是由复兴党控制的。可以说,入党是进入权力体

系的唯一途径。二是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与其他政党组织

相比, 复兴党拥有为数更多的党员及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复兴党的意识形态宣传

作用、利益表达和意见汇集机制及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功能,都是其他国家机构难

以取代的。三是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协助政策实施。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

复兴党在各级国家机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社会群体中,普遍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机

构,通过从事任命和政治指导等工作,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各个具体的社会职能

部门, 从而加强了政权的政治和社会控制能力。与此同时, 党还负责监督行政机

关,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积极分子对群众进

行解释、宣传、指导、劝说, 使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 3) 行政官僚机构。尽管该机构

的实际权力相对较小,但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机关和管理机关,其作用和地位又是

不容忽视和取代的。复兴党执政后, 随着大型国有企业和部门的建立和发展,公共

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以及社会安全体系的膨胀,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干预

和管理日益增强,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系统的行政官僚机构变得日趋庞大和复杂, 重

要性也日益增强。除了行使国家具体的行政和社会管理职能外, 官僚机构在政治

控制和社会整合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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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老阿萨德统治下叙利亚政治体制的结构为: 以老阿萨德为核心的权力

圈,牢牢地占据着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而军队、复兴党和官僚机构则构成政权最为

重要的三大支柱。总统超越三者之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在三者之间进行

权力的协调与分配,以维护体制的运作。这一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政权对社

会的高度和控制,集中表现为:国家有能力使民众服从其要求,参与其领导和控制

下的体制,并认可体制的合法性。而这一目标的实现, 主要是通过国家对社会, 特

别是社会组织的控制来完成的。

(三 ) /克里斯玛 0式统治特色

老阿萨德政权之所以稳定, /克里斯玛0式统治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德

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 #韦伯把政治统治模式划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和超

凡魅力型三种,老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即属于最后一种。按照韦伯的说法, /魅
力 0应该叫做一个人的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即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¹ 老阿

萨德虽貌似文弱,但内心坚强,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历史

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驾驭复杂局面的能手、顽强而又极善于抓住时机的

谈判高手。美国前总统布什评价老阿萨德是个 /政治天才 0, 卡特赞扬他是 /高明

的人0。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高级幕僚海卡尔深刻地评论道: /他理解这个世界,

并且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和如何干。0一位黎巴嫩著名评论员称: /老阿萨德弱小
时不退缩,强大时也不会忘乎所以。0他有钢铁般的决心,信心十足并善于自我控

制,孤僻寡言,高深莫测,以至他身边的助手都称其为 /斯芬克斯 0。º 显然,老阿萨

德能够长期稳坐总统宝座,与其个人杰出的才干、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权术谋略、坚

韧的意志品质及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等这些个人因素密切相关。当然,老阿萨德

之所以能够在 12年内从一名普通的空军中尉攀升为国家领袖,并成为阿拉伯世界

举足轻重的人物,决非仅凭其 /魅力0就可以造就的。按照韦伯的理论, 魅力的适

用是由被统治者承认决定的, 这种承认是由实际的考验作为保障的。» 老阿萨德

政权之所以稳固,与其突出的 /业绩0,以及由此赢得的民众拥戴密不可分。

在韦伯看来,超凡魅力型统治者的行政管理班子是依据领袖的直觉加以召唤

的 /亲信 0,而非训练有素的 /官员 0; 这些领袖没有 /职务辖区 0和 /权限 0, 也从不
循章行事。¼ 老阿萨德亲手打造的权力核心圈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自 1930

年以来,叙利亚的每一部宪法都规定,国家元首必须出自占叙人口主体的逊尼派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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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因此,隶属阿拉维派的老阿萨德面临既要维护政权合法性, 又须得到本派支

持的难题。于是,老阿萨德自创了 /一明一暗 0两个统治集团。一方面, 他任命逊

尼派穆斯林担任内阁、军队和复兴党内的高级职务, 如总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等。另一方面,老阿萨德建立了一个以阿拉维派亲信为主体的 /贾马阿 0 (阿拉伯

语意为 /集团 0 ), 由 10多位在安全机构和情报系统担任要职的人组成, 被戏称为

/十巨头 0 (大马士革农贸集市上卖的一种名为 /大十叶 0的莴笋 )。¹ 他们当中的

多数人从 1970年政变时起就是老阿萨德的亲信和忠实支持者,从而形成一个权力

/小核心 0,实际操纵叙政坛,行使着最高权力。

按照韦伯的说法,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

服从愿望,即从服从中获取 (外在的和内在的 )利益。º 尽管老阿萨德在位期间、特

别是其统治后期,叙利亚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如他本人晚年一样 /体弱多病 0, 引起

一些不满。但总体来看,大多数叙利亚人还是感到在现行体制下 /得0大于 /失 0,

加上对老阿萨德权威 /约定俗成 0的认可, 从而基本保持了对其统治的 /服从愿
望 0,继而使叙政局基本稳定。

二、老阿萨德对继承问题的考虑和安排

2000年 6月老阿萨德病逝后,叙利亚并未出现人们普遍担心的恐慌和动荡局

面,而是出人意料地迅速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一切与老阿萨德生前慎重的

考虑和周密的安排密不可分。老阿萨德刚刚离世,叙利亚议会便召开紧急特别会

议,将宪法第 83条规定的总统候选人年龄从 40岁降为 34岁,从而使时年 34岁的

老阿萨德次子巴沙尔得以成为总统候选人, 并于当年 7月在总统选举中以绝对多

数票当选为叙总统。世人多对叙利亚这种 /突击任命 0式的政权交接方式大跌眼

镜,西方学者甚至称之为 /制造总统 0。» 然而, /制造0巴沙尔这位年轻总统的过
程并非人们表面看到的如此一蹴而就。通过对巴沙尔接班过程的梳理,不难探悉

到老阿萨德对其身后政权交接的深谋远虑和 /良苦用心 0。

老阿萨德上台执政时年仅 40岁, 曾有空军飞行员的经历, 身强力壮。而且,

因很快在政府主要部门扶植了大批亲信, 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树立了

个人权威,他的执政基础十分稳固。在此情况下,叙利亚的政治继承和换代问题并

不紧迫。直到 1983年 11月, 因心脏病发作并一度处于病危状态,老阿萨德突然意

识到自己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0,必须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了。本来, 在老阿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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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并非没有继承人人选,例如曾深得其信任、被委以军事情报机构首脑之重任的

胞弟里法特和担任第一副总统的哈达姆二人就是他的 /左膀右臂 0。然而,里法特

过早地暴露了问鼎总统权位的野心, 特别是在老阿萨德病重期间迫不及待地要取

而代之,令老阿萨德极为恼火。于是, 他在老阿萨德眼中俨然变成了一个 /不稳

重、官僚和腐败作风严重的人 0, 以及 /美国人手中的、被用来推翻其兄统治的傀

儡 0, ¹最终被迫长期流亡海外。 /里法特事件 0促使老阿萨德 /觉醒 0, 意识到指定

一个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继承人的危险性, 特别是担心在他离世后, 会引发那些在军

队中位高权重的高官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是他决定不让手下 /老臣0继位的重要

原因之一。于是,他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大力培养长子巴西勒,并很快就 /初

见成效 0。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巴西勒因车祸意外死亡,迫使老阿萨德退而求其

次,决定栽培名不见经传的次子巴沙尔。

尽管老阿萨德大权在握,但也深知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要取信于民必须依法

办事。根据 1973年通过的宪法, 叙利亚作为一个 /三权分立 0的共和制国家, 总统

应经选举产生,任何指定继承人的做法都是违宪的。因此, 老阿萨德明白, 若要确

保巴沙尔将来顺利登上总统宝座,则必须使他赢得执政的复兴党和军队的支持, 以

及民众的拥戴。但做到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 要想方设法证明巴沙尔具备领导国

家的能力。于是,经老阿萨德的精心安排,巴沙尔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他的 /资本
积累0。在军事方面, 他被送到军校学习和深造, 逐步解决了 /军衔 0问题, 奠定了

其在军队中的地位;内政方面, 他被赐予 /尚方宝剑0,全权负责治理腐败和信息技

术的推广;在外交方面,他被委以负责处理最为重要的黎巴嫩事务的重任。同时,

老阿萨德借助媒体,对巴沙尔参加各种重要国务活动大肆宣传,还下令四处张贴他

的画像,并附上诸如 /巴西勒是榜样, 巴沙尔是未来0等标语,进一步强化其接班人

的形象。此外,为了扫清巴沙尔接班的障碍,老阿萨德还着手将可能对其构成强有

力挑战的重要人物陆续排挤出权力中心,其中主要有负责安全事务的副总统里法

特、总参谋长谢哈比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统哈达姆等 /潜在的总统候选人 0。不

难看出,老阿萨德对巴沙尔确实做到了 /扶上马, 送一程 0, 从而保证了他的顺利

接班。

三、巴沙尔政权基本稳定的原因

巴沙尔执政以来,政权基本上保持了稳定,这与他审时度势, 采取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方式巩固政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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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在对领导层进行有限的更新换代的同时,继续维护元老派的权威。

巴沙尔自执政后,开始不遗余力地在叙高层中引进 /新面孔 0, 扶持那些忠诚、务实
且 /去意识形态化 0、与其有共同的世界观、有志于渐进改革的 /新卫道士 0,替换那

些 /失去价值 0的 /老卫道士0。¹ 为此, 巴沙尔精心打造了两个 /核心圈 0: 第一个

是以名为 / 18集团0为代表的 /厨房内阁 0 (含有 /非正式 0之意 ), 聚拢了来自政府

之外的学术和商业界具有广泛国际工作经验的精英,如获得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

士学位、曾长期在世界银行设在伦敦的金融部门供职的纳比勒#苏卡尔,出身高级

工程师、以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电子版 5时事通讯 6的创建者阿卜杜 #努尔以及曾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利雅德#阿布拉什等。这些人虽不在政府部门供

职,但实际上担当了总统私人经济顾问的角色,专门为叙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第二

个圈子主要包括巴沙尔亲自任命的政府要员。如旅游部长、曾留学法国的经济学

家阿格哈#卡拉;首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博士阿卜杜拉 #达达里等。这
些与巴沙尔 /志同道合 0的亲信被安插在重要部门担当重任,无疑有助于改革方略

的制定和落实。

除了构建由顾问和支持者组成的 /核心圈 0外,巴沙尔还在军队和安全机构等

/要害部门0委派亲信。例如他的姐夫阿希夫 #舒卡特, 被任命为叙国内最为重要

的安全机构 ) 军事安全局首脑; 早期支持巴沙尔继位的卡兹 #凯南先后担任 /政

治安全理事会0 (负责监控反政府的有组织政治活动 )主席和内政部长。与此同

时,巴沙尔也深知,以阿拉维派军官为主的 /贾马阿0是其父老阿萨德 /钦定0的权

力核心圈,也是维持政权稳固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 他在 /辞退 0老一代政府要

员方面较为谨慎,并且仍一如既往地倚重 /贾马阿0。

方式之二,顺应民众 /思变 0心理,高调推行改革。在老阿萨德在位期间, 巴沙

尔就曾受命于其父,在反腐败和推广信息化过程中崭露头角。继任总统后, 他公开

主张 /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应该向建设性批评开放 0, º并表示要增加政府工作透

明度, 继续惩治腐败。由此,在巴沙尔执政初期,由律师、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举办

的政治沙龙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他们经常在饭店、咖啡馆等公共场所

举行集会,讨论时局并发表政治主张;独具特色的私家报纸获准发行, 如以批评官

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讽刺周报 5杜马里报6 ( AL DOMAR I)发行量一度高达每

周 50000份,超过国家经营的各大报的发行量。» 同时, 为了密切政府与普通民众

的关系,巴沙尔还要求政府加强与群众对话。 2000年 8月, 他安排 3位部长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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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公开讨论政府财政状况,并回答百姓提出的有关工作条件和劳动报酬等问题。

对于巴沙尔上台执政后叙利亚出现的变化,西方媒体称之为 /大马士革之春 0。¹

在就职演说中,巴沙尔承认政府缺乏活力的经济政策是造成国内许多困难的

/部分原因0,承诺将通过修改过时的法律法规推进经济改革, 促进经济增长和实

现现代化,扩大对外开放, 减少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对西方国家所倡导

的、以推进私有化为主要手段的所谓 /休克疗法 0不以为然, 认为改革只有循序渐

进,才能避免对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 他十分赞赏中国的改革开

放,认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0更适合叙利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巴沙尔执政

后,将解决经济困难作为当务之急,着手逐步推进经济改革, 主要措施有:改善投资

环境。制定经改计划,修改投资法,调整关税和税收政策,简化进口手续,鼓励外国

公司在叙投资兴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旅游等项目;逐步实现经济多元化。在改

造国企的同时,推动私企发展, 实施国营、私营、合资、集体等多种体制并存政策; 推

进金融改革。强化央行对外汇的调控能力,统一海关汇率, 允许成立私人银行, 建

立证券市场;实施工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和旅游业等创汇产业,

积极推动信息产业发展,普及计算机使用; 解决就业负担。设立专门机构, 通过向

小型企业和公共事业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增加就业机会;开展 /经济外交 0,增加对

外贸易。加快与欧盟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签订自贸区 ( FTA )协议谈判进程。通过上

述措施,使叙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方式之三,对反对派和 /持不同政见者 0采取 /宽容0政策。巴沙尔相信这样一

句格言: /叙利亚的朋友越多, 敌人就越少。0º为此, 他执政伊始,便采取一系列措

施缓解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他先是签署总统令,特赦了包括一些穆斯林兄弟会

成员在内的数百名政治犯,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赏。被释放的穆斯林兄弟会

成员甚至还专门举行集会,表示对巴沙尔的感谢和支持。» 其后,他还特意将曾是

潜在竞争对手、被迫 /荣归故里 0的前任总参谋长希克马特 #谢哈比请回大马士

革,并授予其 /总统府贵宾 0的荣誉称号。这一系列举措无形中提升了巴沙尔在民

众中的形象。

方式之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坚守政治 /底线0, 将改革纳入 /可控制的0范

围内。老阿萨德在位期间,前苏联的解体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冻结可能动摇

叙政权根基的任何改变政体的要求。¼ 在这方面, 巴沙尔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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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更关心能否保持国内局势稳定,而不愿将宝押在 /未经过检验的0政治和经济改
革上。¹ 因此,巴沙尔在大张旗鼓地倡导改革的同时, 也为之划定了不可逾越的

/红线0,即指 /叙利亚人民、复兴党、国家统一、武装力量和已故总统的遗产 0。º

换言之,巴沙尔领导下的现政权绝不允许任何政治组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危害人

民的利益,动摇复兴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挑战军队的权威或否

定老阿萨德的历史功绩。在舆论方面, 巴沙尔明确拒绝在叙 /移植0西方式的民
主,呼吁建设具有叙利亚特色的民主。具体而言, 就是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和

文明, 适合叙利亚的社会和现实需要的民主。由此, 在 /大马士革之春0出现一些

负面影响后,巴沙尔政府明显加强了管控措施,如要求各政治沙龙在活动前必须提

交参加者和发言者名单以及主题发言的副本, 责令有关部门对一些主张改革的活

跃分子进行 /问话 0。甚至对一些发表 /过激言论0的人进行拘捕或判刑。例如, 叙

共产党领导人里亚德 #图尔克公开抨击老阿萨德是 /独裁者 0, 指责他依靠 /恐怖

和掠夺人民财产 0维持政权,指出 /叙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陷于停滞,而一些

人却称之为稳定 0。» 他甚至指责老阿萨德对其子接班的安排 /已经把叙利亚转变

成他的家庭私有财产,并使国家成了一个大监狱 0。¼ 显然, 这些触及 /红线 0的激

进言论将矛头直指叙政治体制和复兴党执政的合法性, 威胁到巴沙尔的执政地位,

令其无法接受。

方式之五,在外交领域,巴沙尔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老阿萨德的外交路线, 努

力维护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埃及和约旦先后与以色列实现关系

正常化、巴勒斯坦方面也与以开始和谈之后,叙利亚仍坚持反以立场, 在中东和平

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更为突出。对叙利亚来说,高举反西方和反以色列大旗、全部

收复戈兰高地是其外交政策的 /支柱 0, 不可动摇。长期以来, 老阿萨德正是高举

这两面旗帜,对内加强凝聚力,对外调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 使叙在

中东的影响力长久不衰。因此,巴沙尔在阿以问题上完全遵行其父的政策, 明确表

示叙利亚 /虽然渴望和平, 但不想放弃一寸土地0,强调收复戈兰高地 /是首要任
务 0。

此外,巴沙尔本人具备作为领导者相当的个人素质,以及不同于其父的、崭新

的领导风格,如忠实、勤勉、机智、开明、精力旺盛且充满活力等, ½也为其处理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事务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沙尔与其父的一大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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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颇具 /亲民作风0。他时常 /微服私访 0, 体察民情。有时, 他亲自开车在大马

士革考察,后面仅有两部负责安全的车辆跟从,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在路口遇到

红灯就停车等候。他还与私人朋友们在普通饭店里聚餐, 并在仅有两名保镖随从

的情况下到清真寺参加周五的穆斯林 /主麻日0 (集体礼拜 )。这与当年老阿萨德

出行时,途经道路戒严,与包括十几辆包括救护车和探雷车在内的 /总统车队 0护

送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无疑, 巴沙尔 /不同凡响0的表现为之在民众中的威信 /加

分 0。

巴沙尔执政 10年来, 叙利亚基本上完成了从 /克里斯玛 0式统治向 /凡人统

治 0的过渡。特别是经过 2007年全民投票选举,巴沙尔获得 97%的选票 (投票率

为 75% ), ¹总统地位相对稳定。

四、巴沙尔面临的挑战

对于巴沙尔来说,要想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然而,

叙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积重难返, 从国际到地区形势的变幻莫测,加上内忧

外患, 无不对其治国韬略和执政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首先,对巴沙尔政权来说,推动改革最大的羁绊,莫过于内部体制弊端的积重

难返,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治体制不成熟和决策机制的不健全,使改

革举步维艰。在老阿萨德权威主义体制下,他个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对重大

事务拥有最终决策权,使得叙利亚的政治机构,如全国进步阵线、部长委员会和人

民议会等均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政府也从未设置诸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顾问

委员会或管理预算办公室等行政决策机构。这种真正的现代行政能力的缺乏, 成

为继任者进行主动、大胆决策的羁绊。例如,尽管老阿萨德也曾任命一些经济领域

的专家主管重要的经济部门 (如经济部部长穆罕默德#艾马迪 ) ,但他们却不得不

在复兴党制定的政策指导框架中进行运作, 同时还必须照顾到各部门和权重人物

的利益,从而往往难以形成、更无法落实一以贯之的改革计划。巴沙尔对父亲留下

的这一权力结构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在 2004年 1月的一次访谈中坦言,在现存

的总统制或更为广泛的官僚结构下, 他对在许多重要领域采取严肃认真的改革措

施感到无能为力。º

其二,老阿萨德造就的 /个人化的继承机制 0对巴沙尔形成束缚。在 1984年

老阿萨德的胞弟里法特准备篡权的事件发生后, 他就断定不可指定一个对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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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地位构成威胁的人为继承人。此外,他还担心指定继承人会促使军方一些掌握

军权的人不但不维护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反而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老阿萨德在其

执政的最后 10年期间,越来越倾向于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 以确保了其继承者

将成为 /老阿萨德光辉的捍卫者 0,而不是以一个大胆的改革者的面目出现。这一做

法虽避免了大权旁落,但也导致继承者难以制定与既定方针明显不符的、一以贯之

的政策。巴沙尔的一名政治顾问指出,维护 /老阿萨德遗产 0成为巴沙尔的 /历史

性任务 0,对推进改革进程的束缚甚至超过来自 /老卫道士们0的阻挠。¹

其三,尽管身为老阿萨德指定的接班人,巴沙尔在老阿萨德家族中的地位也并

不稳固,面临潜在的威胁和挑战。就在巴沙尔出任叙总统后, 他的叔叔、流亡西班

牙的里法特通过卫星电视发表评论, 对巴沙尔接班形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强烈抨

击此举是 /在叙利亚宪法的背上捅了一刀,意味着总统制合法性的终结 0。º 此后,

据称里法特还试图与流亡英国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 /化敌为友 0,共同探

讨建立由里法特领导的联盟、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可能性。他的姐姐布什拉和

担任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首脑的姐夫舒卡特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 素有 /大马士

革的强力夫妇0之称。他的弟弟马希尔因贪污腐败越来越声名狼藉。还有, 他的

叔伯兄弟等亲戚都不同程度地涉嫌贪赃枉法。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巴沙尔

改革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一旦实行加强管理的透明度和打破行业垄断

等政策,将很可能会损害其家族成员的经济利益,从而对改革的深入 /投鼠忌器0。

其四,作为老阿萨德的继承人, 年轻的巴沙尔还受到父亲留下的 /核心圈 0内
元老派及其亲信的制约。叙利亚的总统制起初就是为加强老阿萨德总统地位和作

用建立起来的。经过长期发展和完善,不但体制本身更加行之有效,而且老阿萨德

的总统特权已经普遍为广大政治精英所接受。在这个以老阿萨德个人权威为基础

的体制下,任何一个继承人,不管他是否来自 /核心圈0或家族内部,如果与老阿萨

德的个人权威和执政能力相去甚远, 形成 /权威落差 0, 便不可能完全取而代之。
况且, 尽管老阿萨德当年曾撤换过一批元老级人物,但还是留下了现任副总统沙雷

等 /忠臣 0辅佐巴沙尔,并为巴沙尔顺利接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这些出自 /核

心圈0的 /老臣0仍在军队、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部门中掌握很大权力, 且作为既得

利益者,大多反对任何变革。面对这些权高位重的 /叔叔辈 0部下,巴沙尔在决策

时自然不敢怠慢,从而对新的内政、外交政策出台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同时, 巴沙

尔培植的新生代领导人羽翼未丰,尚无力与 /老卫道士 0们分庭抗礼。据巴沙尔一
名顾问透露,自老阿萨德去世后,叙内阁大概更换了 6名新成员。然而,这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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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 0的领导人处于数量多得多的老资格部长们的包围之中, 影响力受到很大

限制。¹

再者,深化经济改革仍面临重重困难也是对巴沙尔的严峻考验。叙利亚经济

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 大多国企面临管理落后、设备陈旧、效率低下、产品积压、

亏损严重等困难;金融、税收体制严重滞后,私企几乎未得到过贷款,企业所得税率

高达 25% ,造成企业逃税现象严重; 政府部门腐败, 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等问

题积重难返。此外,叙政权内部高层对经济改革分歧较大,推行新政策面临阻力,

加之受持续动荡的地区形势影响,经济增长严重受限。

其次,叙国内蜇伏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库尔德反叛分子等也对巴沙尔政权和叙

利亚的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1982年,老阿萨德曾强力镇压了位于叙中西部哈

马城的 /伊斯兰起义0,从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老阿萨德去世后, 一些城中的

居民对外国记者称: /老阿萨德自然死亡真是太糟糕了, 他本应为他对这座城市犯

下的罪行受到惩罚。0º叙利亚约有 150万库尔德人,占人口总数的 10% ,是叙利亚

最大的少数民族。叙政府对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一贯坚决拒绝。2004年 3月 12

日,在叙北部城市卡米什利发生球迷骚乱事件,造成 9人死亡, 一百多人受伤。第

二天,数百名库尔德人为 3名死者举行葬礼,与当地阿拉伯人再度发生冲突, 至少

造成 1人死亡。其后,西方国家政府和舆论借机攻击叙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

策,并大肆渲染骚乱的政治属性。

第三,流亡海外的叙反对派纷纷组织力量, 谋求有朝一日推翻巴沙尔政权。

2003年下旬,一个名为 /叙利亚改革党0的反对党在美国华盛顿宣告成立。该党创

始人是美籍叙利亚商人福里德 #纳希德 #加德里。 2004年 1月,该党在布鲁塞尔

召集所有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党开会,试图筹划建立一个与叙复兴党政权相抗

衡的 /民主联盟0。2005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 一些流亡欧美的叙反对派代

表开会讨论为叙利亚政府构建一个民主体制的可能性。此前,另一名美籍叙利亚

商人沙哈比 #穆夫拉特在华盛顿宣布成立又一个名为 /民主觉醒党 0的反对党。»

其后, 流亡法国巴黎的原第一副总统哈达姆也扬言要推翻巴沙尔政权。 2005年年

底,他公开指责巴沙尔涉嫌、或至少对暗杀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一案负有责任, 并

与叙流亡在外的穆斯林兄弟会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反政府联盟,发起要求叙政府实

施多党选举等政治改革运动。¼

113

叙利亚的政治继承与换代

¹

º

»

¼

Flynt Leveret t, Inheriting Syria: Ba sharps T ria l by F ire, Brook ings Inst itu tion Press, W ash ington, D. C. ,

2005, p. 30.

E yal Z isser, Command ing Syria: Ba shar a l2A sad and theF irstYears inP ow er, I. B. T auris& Co. L td, N ew

York, 2007, p. 43.

Ib id. , p. 96.

Barry Rub in, T heT ru th abou t Syria, Palgrave Macm illan, New York, 2007, p. 171.



此外,在 / 9# 110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 叙利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恶

化。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成为叙政府头上的两柄 /达摩克利斯剑 0。/ 9# 110
事件后,叙利亚虽未被美国列为 /邪恶轴心 0, 但一直在美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0黑

名单榜上有名。特别是叙利亚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

党,直接干扰美国在中东发动的反恐战争, 令美十分恼火。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美

国不断指责叙利亚背后为伊境内的反美武装提供支持, 不仅窝藏扎卡维等恐怖分

子头目,而且默许、甚至纵容恐怖分子穿越叙伊边境,直接威胁驻伊美军安全。此

外,叙控制并操纵黎巴嫩政府,阻挠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 也是其 /罪名 0之

一。于是,美国对叙利亚一直虎视眈眈,不时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甚至武力威

胁甚至等手段 /敲打0叙利亚。2004年 12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经由美国国会

批准的 5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6,以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开发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以及拒绝撤出驻黎巴嫩叙军部队等 /罪名 0, 宣布对叙实施经济制裁, 内容

包括禁止向叙出口除食品与药品之外的商品, 冻结叙利亚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叙民

航飞机进入美国领空,限制美国与叙利亚之间的银行业务往来等。2005年 2月黎

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后,美国指责叙高官涉嫌此案, 召回了驻叙大使,并迫使叙

撤出其驻扎黎巴嫩的军队。2008年 10月 26日,四架美国直升机从伊拉克进入叙

利亚境内,针对 /威胁驻伊美军的恐怖分子 0发动突袭,造成 8人死亡。对以色列

而言, 叙利亚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反以斗争的支持使之如

/芒刺在身0。鉴于此, 以色列不但一直密切注视着叙利亚的一举一动, 而且从未

放松对叙施加压力,甚至随时做好开战的准备。流亡在大马士革的哈马斯政治局

主席马沙尔被以称为 /遥控恐怖活动0的头目, 早已被锁定为打击目标。 2004年,

一位以色列部长曾声称,一旦时机成熟, /以色列的导弹就会毫不犹豫地打向大马

士革0。 2007年 4月 27日, 因俄罗斯向叙利亚提供新型武器, 以方担心叙会铤而

走险, 卷入以与黎真主党的武装冲突。于是,以军动用上百辆坦克、上千名官兵和

数十架战机,举行了针对叙利亚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紧接着,以军又在国防部长巴

拉克亲自指挥下,于 4月 30日在戈兰高地举行了军事演习。2007年 9月 6日, 以

色列空军越境炸毁了叙利亚的一座疑似核设施的建筑物。可以预见, 只要叙利亚

继续沿袭现行体制和政策,未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仍会将叙利亚视为 /眼

中钉0。因此,如何应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 无疑对巴沙尔构成严峻挑战。

总之,尽管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仍属于年轻一代领导人,且执政日本来保持

了叙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然而实际上,叙利亚就像表面风平浪静的大海, /内忧0与

/外患0如深藏于海底的暗流不断涌动, 加上包括突发事件在内 (如其兄巴西勒因

车祸身亡 )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均给这个具有特殊政体的国家未来的政治继承与

换代问题埋下很多 /悬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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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The A rabian Pen insu laps local po lit ical fo rces are a llied

w ith W ahhab ism. It is a state built on Islam; . The Peninsula is on the

m arg in ofw orld civilizations. The country has a un ique re lig ious reg ional

posit ion. It has lagged behind in politica l deve lopm en.t Its econom ic

progress is bound to huge petro2do llars. The econom ic takeoff has con2
so lidated the K ingdomps leg itim acy. H ow ever, the Saud iH ouse has no t

dea lt properly w ith the issue of succession. The succession issue is a se2
rious challenge that theK ingdom m ustm ee.t

On Political Succession O f The Syrian

Leadersh ip Chen Shuangqing  ( 101)⋯⋯⋯⋯⋯⋯⋯⋯⋯⋯⋯⋯⋯⋯

Syr iaps authoritarian po litical system, under the gu ise o f a repub lican sys2
tem, has roots in its un ique and com p lex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 l sit2
uation. U nder the arrangem ents o f the fo rm er Syrian presidentH afiz a l2
Asad,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Bapth Party, the governm en,t as w e ll as

the arm y, his second son Bashar a l2Asadps takeover of the presidency

w as not on ly sm ooth, but a lso successfully m ainta ined the basic stab ility

o f the Syrian po litical situation. Neverthe less, due to the em ergence o f

the abuses in the current po litical system, and h idden troub les such as

underly ing conflicts and strugg les for pow er, and along w ith threats and

pressures from abroad, B asharps presidency is facing serious cha llenges.

Pub lic D iplom acy: An Important L ink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 inese Foreign Policy Wu Baiy i ( 115)⋯⋯⋯⋯⋯⋯⋯⋯⋯⋯⋯

Ch ina is an em erg ing great pow er, and it is on ly through reform and in2
novation can Chinaps fore ign po licy cont inually u tilize its great capac ity

and elim inate resistance to its advancem ent in order to grasp g reater op2
portun ities and expand room for developm en.t China shou ld transfo rm

and use the trad itional thoughts in its ideo logy to construct and spread its

internat iona l pub lic re la tions doctrine w 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 inese

values,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goals o f the public fore ign po licy

planning, layout of pow er participat ion, and instrum ents and sk ills and

tools, and to elevate Ch inaps level of pub lic d ip lom acy.

The Identification of East A s ian States in the E ra of Dynastic Changes

from theM ing Dynasty to the Q ing D ynasty L i Yangfan ( 126)⋯⋯

The d isintegration o fCh inaps tributary system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 f the

19th centurym ay have looked like the result of im pact from the W es.t

Yet there actually w ere internal causes of its co llapse. From the perspec2
tive of identity and status, them a in states of East Asia, whether in the 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