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热点透视
·

叙 利 亚 从 黎 巴 嫩 撤 军

及 其 影 响 评 估

韩
,

态 斌

内容提要 叙利亚与黎巴嫩
“

特殊关系
”

的成因有四
:
安东

·

萨阿德
“

大叙利亚 民族主

义
”

的影响 ; 共同的地缘
、

历史基础 ; 泛 阿拉伯生义
、

反殖民主义和反以色列的深层意义 ;

黎巴嫩国家结构
、

民族构成和教派分布的镶嵌性特征
。

叙利亚 从黎 巴嫩撤军的原因同样有

四 : 泛阿拉伯主义动量的消失 ; 美国单边主义与国际社会 的压力 ; 叙利亚 总统巴沙尔在处理

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和大国关系时的务实态度 ; 黎巴嫩民众对叙利亚认同感的缺失
。

叙黎
“

特

殊关系
”

终结 已是不争的事实
,

将会对中东混乱的政局造成多重影响
。

关 键 词 叙利亚 黎巴嫩
“

特殊关系
”

作者简介 韩志斌
,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 (西安 71 (X 巧9)
。

今年 3 月 2 日
,

美国总统布什发出了要求叙

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最强烈声明
。

在他看来
,

叙

利亚的撤退不仅是军事上的
,

也是政治上的
,

是

一种影响力的全面终结
。

¹ 据有关报道
,

叙利亚

在 4 月 26 日已将剩余军队撤出黎 巴嫩
。

这标志

着叙利亚在黎巴嫩 29 年的势力彻底完结
,

以及

两国
“

特殊关系
”

的终结
。

叙 黎
“

特 殊 关 系
”

的 形 成

叙利亚涉足黎 巴嫩始于法拉及亚 ( F~
-

ji yya ) 家族
。

其族长苏来曼
·

法拉及亚 ( F~
-

ji yy a ) 是阿萨德的好友
, 1970 年 6 月当选为黎巴

嫩总统
。

黎巴嫩内战爆发后
,

阿盟授权叙利亚派

3
.

5 万军队以
“

阿拉伯威慑部队
”

的名义进驻黎

巴嫩
。 19 75 年 ro 月

,

叙
、

黎
、

沙特等六方首脑

在利雅得开会
。

会议决定向黎巴嫩派出阿拉伯维

和部队
,

叙军是主力
。

后来其他国家的驻军撤出

了黎巴嫩
,

只有叙军继续留驻
。

19 89 年 10 月 22

日
,

黎巴嫩各派达成结束 巧 年内战的 《塔伊夫

协定》
。

该协定正式承认了叙黎
“

特殊关系
” ,

要

求叙军继续驻在黎巴嫩
。

协定没有明确叙利亚撤

军的具体时间
,

但要求叙利亚先将军队撤离到黎

巴嫩东部
,

然后撤出
。 199 1 年 5 月 22 日

,

叙黎

签订 《合作和协调条约》
,

是叙黎
“

特殊关系
”

形成的文本式标志
。

其现实表现为叙利亚对黎巴

嫩的总统
、

总理和议会选举施加有效影响
,

如

199 8 年 12 月
,

亲叙利亚派的马龙派将军拉胡德

在巴沙尔的支持下为总统
。

º 波士顿大学教授奥

古斯特
·

诺顿说
: “

实际上
,

贝鲁特的任何决定几

乎没有不事先请示大马士革的
。 ” »叙黎

“

特殊关

系
”

形成的原因有四
。

(一 ) 安东
·

萨阿德
“

大叙利亚民族主义
”

的

影响
“

大叙利亚主义
”

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
、

包

括今叙利亚和黎巴嫩版图在内的大叙利亚国家
,

其代表人物为安东
·

萨阿德
。

他是移居海外的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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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从黎 巴嫩撤 军及其影响评估

巴嫩人
,

19 36 年
,

他写 了 《民族的产生》一 书
。

书中主张
“

社会民族主义
” ,

推崇黑格尔的国家

观
。

¹ 他认为叙利亚 民族是 由阿拉伯人
、

排尼基

人
,

以及其他居住在叙利亚
、

黎 巴嫩
、

伊拉克等

地的少数民族群体组成的一个独特民族实体
,

它

在文化背景上不同于阿拉伯穆斯林民族
。

因此
,

叙利亚人应该在大叙利亚主义的旗帜下
,

联合成

为统一的
、

具有共同民族特性的同族社会
。

º 安

东
·

萨阿德
“

大叙利亚 民族主义
”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阿拉伯知识界中颇有影

响
,

成为叙黎
“

特殊关系
”

的理论基础
。

(二 ) 叙黎合作有共同的地缘
、

历史基础

早在 19 73 年阿萨德就说
,

叙黎
“

特殊关系
”

是真主的杰作
。

叙黎两国历史上同属
“

大叙利

亚
”

的地缘政治范畴
,

有许多共性
。

在殖民统治

时期
,

法国在叙
、

黎实行统一 的政治
、

经济政

策
。

即使在法国殖民统治结束后
,

叙黎仍然公开

边界
,

实行自由旅游和贸易
、

统一的货币
、

税收

和海关政策
。

两国领导人在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

上都采取一致的立场
。

阿萨德曾经说过
: “

两国

关系反应了共同的历史遗产
。

这些遗产不会被遗

忘
,

因为兄弟总归是兄弟
。

偏离这个事实既不能

为两个独立 国家的利益服务
,

也不能造福于两国

人民
。 ” »

(三 ) 泛阿拉伯主义
、

反殖民主义和反对以

色列的深层意义

阿萨德是一位坚定的泛阿拉伯主义者
,

曾因

坚决反对叙利亚脱离阿联被免去军职
。

阿萨德认

为叙利亚在黎 巴嫩的驻军是真正的泛阿拉伯主义

行动
。

¼ 反殖民主义也是叙利亚的战略考量
。

叙

利亚司令在军队开进黎巴嫩的次日就说
,

行动的

目的是
“

捶毁 《赛克斯
一
皮克协定)’’

,

这是英
、

法
、

俄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割阿拉伯地区

的条约
。

½ 叙利亚的媒体也报道
,

阿萨德的做法

成为阻碍殖民主义的有利障碍
。

¾ 以色列人侵黎

巴嫩以后
,

反对以色列成为叙利亚驻军黎巴嫩的

一个明显意图
。

叙利亚明确表示在黎 巴嫩建立一

个
“

反以基地
” ,

包括叙利亚
、

约旦
、

巴解组织

和黎巴嫩
。

¿ 叙利亚在黎 巴嫩的反以姿态被阿拉

伯民众认为是维护民族利益
,

抵抗犹太复国主义

的壮举
。

À

{四 ) 黎巴嫩国家结构
、

民族构成和教派分布

的镶嵌性特征
,

为叙利亚的参与提供了客观条件

黎巴嫩国内教派包括基督教马龙派
、

伊斯兰

教逊尼派
、

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等几个教派
,

各教

派都有武装力量
。

这些教派之间矛盾重重
,

都想

借重外部力量来拓展自己 的势力
。

这种镶嵌性特

点的民族和教派结构
,

为叙利亚的干预提供了方

便条件
。

黎巴嫩政府也表现出镶嵌性特点
: 总统

是马龙派天主教徒 ; 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 ;

议长是什叶派穆斯林
。

这种政府结构特征引起了

各派的权力分配之争
,

最终酿成 19 75 一 19 90 年

的黎巴嫩内战
。

这场 内战的爆发和过程的持久性

特点也是叙利亚驻军的客观缘由
。

叙 利 亚

从 黎 巴 嫩 撤 军 的 原 因

(一 ) 泛阿拉伯主义动量的消失

泛阿拉伯主义包括 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种类

型 :
前者是指通过联合与合并的方式实现阿拉伯

国家的统一
,

如埃及曾与叙利亚合并的阿联 ; 后

者则指利用对外战争实现以上 目的
,

如叙利亚在

黎巴嫩的驻军
。

Á 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约有 1
.

4

万人
,

他们主要是在 19 76 年进入黎巴嫩的
。

近

30 年间
,

泛阿拉伯主义作为一种地区文化激情

成为维系叙黎两国特殊关系的精神纽带
。

但是由

于历史原因
、

现实动因
、

民族矛盾
、

种族冲突和

¹ S 犯 D印d lb l祀rts
,

服 Ba 认 山“才 the 记加叉砚。 of M认众n l

与了故
,

盯
.

Mart in ’ s

Pre ss ,

Ne w yo 改
,

198 7 , p p
.

ll 一 15
、

º 参见 吴云贵
、

周燮藩著
:

《近现代伊斯兰 教思潮与运

动》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以x )年版
,

第 2 11 一 212 页
。

» E yal zi *
r ,

击ad 飞2熠
记刀 , : 5”1往 。 Tra 。“必n , N e w Yo rk

Un i忱rs iry P~
,

2加 l , P
.

129
.

¼ 阮 E成 V 厂压o 州娜or l
, “

W ill Syn a I la 训三 to Wi thd ~ 6℃m 玩
-

ban on
” , 去

”‘人丛
尹
艺肠￡如“刀d

,

wi nt e : 2《x犯
,

p
.

85
.

½ 5 男 D an iel Pi pes
,

份a 王ter 与了血z 二

服 肠
to 叮 of an Amb it ‘

,

Ne w Y o政
,

《)x 6爪1 U n ive rs ity P理5 5 , l岁灭】, P
.

llg
.

¾ S 犯 Eri 。 V 厂n田哪朋
,

o p
.

e it
.

, p
.

86
.

¿ 段吧 N~ Jo y We i川洲 {

卿
r 尸与‘

理
了1

1人”肥川 , 认 趾八切份l :

服
197 5 一 197 6 6 诚 Wa r

,

N ew Yo rk
,

0 x 6 ,
司 Un ive rs it y l〕re ss , 198 6

,

p
.

254
.

À See A d eed o二sh a , “

Th e MO ti ves Of Syri a ’ 5 In vol v

~
n t sn

硫an on
, ’

卜材应云艺距肠
t 了。“n ““

, v ol
.

38
,

No
.

2
,

19 84 , p
.

234
.

Á S 吧 M al 论 M u妇i
,

及
砚℃r 已

卿 。
1、z t如似

:

Pa n 一 Arab is m an d

Po 瓜妞l o n 龙r in 与讼
2 a nd ln 刁 , Co m e ll IJllive o ity l〕n 荃 s , 11尧魏5

.

pp 25 3 一 25 6
.

13



西 亚 非洲 (双月刊) 2以】5 年第 4 期

大国利益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

泛阿拉伯主义这

一提法越来越失去感召力
。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

曾说过
: “

国民士气以公众舆论的形式提供了一

个无形的因素
,

没有它的支持
,

任何政府
,

无论

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

即使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
,

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实行它
。 ” ¹

《二 ) 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压力

伊拉克战争后
,

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严

重
。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敦促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

的第 1559 号决议之后
,

布什政府强烈要求叙利

亚从黎巴嫩撤军
。 2(X辫 年 5 月 H 日

,

布什签署

《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案》
,

要求叙利亚中

止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支持
,

停止开发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以及中远程导弹
,

撤出在黎巴嫩的军

队
,

并宣布开始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
。

º 2以又

年 8 月以来
,

美国不断指责叙利亚操纵和控制黎

巴嫩大选
,

要求黎巴嫩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

举行公正 自由的总统选举
,

所有外国军队撤出黎

巴嫩
。

今年 3 月 2 日
,

布什在新泽西州发表声明

表示
: “

我们说到其他国家撤军时
,

指 的是全部

撤出
,

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三心二意
。

叙军和情报

机构现在必须离开黎巴嫩
· ·

一我们希望民主制度

能够在黎巴嫩取得成功
。

我们知道
,

只要黎巴嫩

还被外国势力 占领
,

民主 制度就不能取得成

功
。 ” » 此外

,

叙利亚盟友如沙特阿拉伯
、

埃及

等国和阿盟都对叙利亚施压
。

法
、

德
、

俄等国也

都呼吁叙利亚立即从黎 巴嫩撤军
。

(三 ) 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顺应国际潮流
,

特

别在处理 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和大国关系方面灵活

务实

巴沙尔属于中东新生代政治家之一
,

他在英

国留过学
,

精通英语
、

法语和阿拉伯语
。

他了解

西方社会
,

思想开明
,

宗教意识相对淡薄
。

执政

后
,

他在地区事务上相对超脱
,

缓解了与周边国

家和大国的关系
。

叙利亚认同土耳其自 1939 年

以来吞并的亚历山大勒塔地区
,

接受联合国安理

会提出的在
“

领土换和平
”

基础上与以色列谈判

的要求
。

在伊拉克战争中
,

叙利亚对美国做出一

些支持的姿态
,

如关闭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大

马士革的办事处 ; 许诺进行政治 和经济改革
。

¼

针对美国总统布什要求撤军的强烈声明
,

巴沙尔

于 3 月 5 日晚在议会发表讲话宣布
,

叙利亚将分

l4

步骤撤出驻黎巴嫩的军队
。

他说
,

叙利亚将通过

撤军行动来履行对 《塔伊夫协定》和安理会第

155 9 号决议的承诺
。

(四 ) 黎巴嫩国内民众对叙利亚认同感的缺失

黎巴嫩 《潮 流报》驻华盛顿 首席记者希沙

姆
·

梅尔海姆说
: “

黎巴嫩所发生的一切是因黎巴

嫩人民受够了叙利亚的 占领
。 ” ½ 这在很大程度

上说明了黎 巴嫩国内民众 对叙利亚认同感 的缺

失
。

在国际政治中
,

认同作为政治行为体相互识

别的文化标记
,

能够对政治行为体产生相当深远

的影响
。

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
、

采取行动

的主要依据
。

¾ 其实
,

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势力存

在一直遭到黎国内反对派的抵制
。

阿萨德在位

时
,

以
“

中东雄狮
”

的强大威望和强制手段维持

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
。

但是
,

随着 巴沙尔

的上台
,

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
,

黎巴嫩国

内民众对叙利亚的认同感 日益减少
。

伊拉克战争

以来
,

美国在中东的
“

民主化
”

战略得到黎巴嫩

国内反对派 的好感
。 2以又 年

,

叙利亚把拉胡德

总统的任期再延长 3 年
,

这引起了黎巴嫩公众的

反对和游行活动
,

要求叙利亚撤军
。

正如 《华盛

顿邮报》文章指出
,

现在不但数以十万计黎巴嫩

人要求叙利亚撤军
,

埃及总统
、

叙利亚学者等也

公开支持这种诉求
。

¿

叙 利 亚

撤 军 的 影 响 评 估

有黎巴嫩学者早在 20 世纪末就预见性地认

为一旦阿萨德时代终结
,

叙利亚新领导人将难以

控制黎 巴嫩
。

À 尽管此观点在 当时显得 有些悲

¹ [美国1 汉斯
·

摩根索著
:
《国际纵横策论》

,

上海译文

出版社 199 5 年版
,

第 1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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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从黎 巴嫩撤军及 其影响评估

观
,

但目前看来叙黎离心倾向的加强已是不争的

事实
。

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
·

华尔兹所

说
,

国际政治有 时被描述为一个充满意外 和剧

变
、

变化迅速而又无法预测的领域
。

尽管变化不

断
,

但是延续性也同样引人注 目
,

甚至有过之无

不及
。

¹ 叙利亚从黎 巴嫩撤军已经说明叙黎
“

特

殊关系
”

终结已是活生生的现实
,

这将对中东混

乱的政局造成多重影响
。

(一 ) 撤军会对叙利亚产生正负双重效果

从黎巴嫩撤军会使叙利亚以下战略利益受

损
:
首先

,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
,

叙利亚失去了

黎巴嫩
—

叙以对抗的缓冲地带
。

其次
,

由于黎

巴嫩在中东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
,

撤军后的叙利

亚在阿拉伯世界和 中东问题上 的发 言权将会减

少
。

再次
,

从黎巴嫩撤军无异于叙利亚屈服于在

伊拉克驻扎重兵的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
,

有可能

引起叙利亚 国内政治动荡
,

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

因为叙利亚民众向来视黎巴嫩为叙利亚的天然组

成部分
。

最后
,

如果将来在黎巴嫩出现一个亲美

政权
,

叙利亚的周边安全环境将会恶化
,

处在美

以夹击之中
。

但是
,

不可否认撤军对叙利亚也有

其正面效应
。

第一
,

撤军可以大量减少叙利亚的

军费支出
,

缓减叙国内经济发展资金紧张 的局

面
。

第二
,

撤军既能够改善被美国指责为
“

无赖

国家
” 、 “

失败国家
”

的形象
,

也能够缓和与美国

的紧张关系
,

避免成为打击的对象
。

第三
,

叙利

亚撤军后
,

并不等于在黎巴嫩的政治影响立刻消

失殆尽
。

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

卜杜勒
·

穆宁
·

赛义德说
: “

巴沙尔
·

阿萨德说即使

叙利亚不在黎巴嫩驻军也会在黎发挥影响
,

我认

为他是对的⋯⋯那里 (黎 巴嫩 ) 有叙利亚的情报

人员
,

一些派别
,

如什叶派也和叙利亚是盟友关

系
。” º黎 巴嫩反对派也认为他们只是反对叙利

亚在黎巴嫩的霸权
,

并不想与叙利亚断绝关系
,

而是想 维持一 种平衡 的
、

正常的 国 与 国之 间

关系
。

»

(二 ) 叙利亚撤军将激活布什 的
“

新多米诺

骨牌
”

理论

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 《伊拉克
、

中东 和变

局
:

没有多米诺骨牌》一文中作者揭露了布什总

统的
“

新多米诺骨牌理论
” 。

布什在 200 3 年 2 月

发表演说
: “

在伊拉克建立一种崭新的体制将对

该地区其他国家起到一种 自由与民主的表率作

用
。 ”

他认为在伊拉克种植的民主种子
,

将在约

旦
、

叙利亚
、

伊朗甚至埃及开 花结果
。

¼ 最近
,

在黎 巴嫩进行的一系列 民主选举准备似乎鼓励了

布什的中东
“

民主化
”

进程
,

民主的多米诺骨牌

效应开始显现
。

布什总统就黎巴嫩局势发表谈话

指出
“

没有叙利亚的干预
, 5 月的黎 巴嫩大选将

是体现中东民主 自由的另一里程碑
” ,

是继伊拉

克建立民选政府后在阿拉伯世界发芽的另一 民主

种子
。

½ 他认为萨达姆的垮台和伊拉克举行的选

举释放了民主思想
,

动摇了暴政
。

黎巴嫩就像另

一张多米诺骨牌
。

¾

但是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对黎巴嫩事件给中东

民主化所带来的影响表示审慎的乐观
,

他们认为

民主的启动需要一定的条件
,

民主化是多种因素

作用下 的 一种政治变革过程
。

诺顿教授认为
:

“

我想布什政府内部一些提倡民主化的人做起事

情好像是你晚上吃两粒
‘

托马斯
·

杰斐逊
一 阿司

匹林片
’ ,

早 上一觉醒来就是一个民主人士 了
。

事情不是这样运作
。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 的过程
,

而且很多民 主化的受益者可能是伊斯兰集团
,

在

这些国家
,

信奉安拉的集团是政治上组织得最完

美的集团
。 ” ¿ 在黎巴嫩

,

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

化
,

以及受其影响的权威主义政治仍然是制约其

政治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

西方著名中东史专家伯

纳德
·

刘易斯就认为
, “

从政治的视角看
,

伊斯兰

教似乎为自由民主政体展示了最暗淡的前景
。 ” À

许多学者
、

包括西方政界人士还对 20 世纪 90 年

代中东地区出现的选举现象深表忧虑
,

担心伊斯

¹ 参见 [美国了肯尼思
·

华尔兹著
;
信强译

:

《国际政治

理论》
,

L海人民出版社 2《x” 年版
,

第 8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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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原 教 旨 主 义 势 力乘机 上台夺权 而
“

劫持

民主
” 。

¹

(三 ) 以色列为赢家
,

真主党面临的选择将

非常尴尬

对以色列来说
,

黎巴嫩摆脱叙利亚的控制
,

等于除去地区内一个与之为敌的心腹之患
。

一方

面
,

叙利亚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抵抗以色列
,

认为

真主党进行的是合法抵抗运动
,

以色列则指控黎

巴嫩真主党 是
“

破坏 中东稳定的最主要威胁
” 。

叙利亚撤军后
,

叙利亚与真主党的联系将受到一

定的影响
,

真主党在黎 巴嫩南部对以色列的牵制

将可能受到削弱
。

另一方面
,

叙军撤离及黎巴嫩

国内政治走势不 明朗也使以色列有了更多 的机

会
。

如果黎巴嫩组成亲西方的政府
,

以色列与之

单独靖和的可能性将增大
,

而叙利亚在未来和谈

中的回旋余地随之缩小
。

叙利亚撤军意味着叙利亚对真主党激进反以

政策的政治支持将不复存在
。

如果它选择适应黎

巴嫩新的现实情况
,

那么它可能面临被孤立
、

而

且其军事组织
—

“

伊斯兰抵抗运动
”

最终解体

的局面
。

目前
“

伊斯兰抵抗运动
”

拥有 300 一 4《X)

名全职武装人员
,

并有数千名预备人员
。

尽管真

主党拥有一个很广泛的社会福利系统
,

且在黎 巴

嫩议会拥有相当多的席位
,

但是如果
“

伊斯兰抵

抗运动
”

解散的话
,

那么它有可能沦落为政治角

斗场上众多党派之一
。

如果真主党继续在黎巴嫩

保护叙利亚的利益
,

并坚持要保留
“

伊斯兰抵抗

运动
” ,

它可能会与未来的黎巴嫩政府发生正面

冲突
,

并使它 自身在什叶派穆斯林社区中的支持

度 卜降
。

( 四 )叙利亚从黎 巴嫩撤军所造成的权力真

空
,

将会在黎巴嫩引发新一轮权力之争
,

甚至导

致中东地区力t 配置的变动

黎巴嫩的治理结构是 以教派和封建领主合意

制为基础
、

由众多均不能控制多数人 口的宗教教

派组成的混合物
。

治理国家的基础往往是各派达

成共识
。

每当各派之间出现重大分歧
,

国家就会

陷人危机
。

当出现外部势力干涉时
,

危机就可能

演变成内战
。

这种情况在 19 52 年初次出现
,

随

后在 1958 年和 1969 年两度上演
,

并导致 197 5 -

199 0 年长达 巧 年的内战
。

多年来
,

叙军在维护

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
、

构筑地区安全平衡方面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

º 对于黎 巴嫩当局而言
,

叙利

亚充当了一个缓冲的角色
。

叙利亚可以调解黎巴

嫩的政治纷争
、

派安全部队支持黎巴嫩部队
,

有

时还打击黎巴嫩的穆斯林极端分子
。

因而
,

如何

填补叙军撤离后的安全真空是黎巴嫩面临的一大

难题
,

而撤军带来的严重后果则可能会再次使黎

巴嫩陷人宗派内战
。

中东的阿富汗问题
、

伊拉克

问题和巴以问题已经让美国分身乏力
,

因此美国

不想出面解决黎巴嫩问题
,

也不想向这里派驻军

队
。

而联合国也明确表示不支持动用维和部队
。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黎巴嫩已经迎来民主时

代
,

然而一种新的稳定的政治秩序仍遥不可及
,

黎巴嫩的安全环境和政治重建前景堪忧
。

(责任编辑 :
徐 拓 责任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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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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