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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代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特点
*

王 新 刚

  内容提要  后冷战时代,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显现出下列特征: /工具理性0的民主化、

政治认同的建构、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理念, 以及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功能和灵活务实的外交诉

求。面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转型和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将显现出双重性特征: 一方面, 将在叙利亚存在, 继续影响中东; 另一方面, 将受到遏制, 影

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会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

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 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方式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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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新刚,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西安  710069)。

*  复兴党民族主义是阿拉伯传统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历史交往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潮。其理论来

源有传统的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 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国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等人的作

品。¹ 以 /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 0 为基本主张的复兴党民族主义, 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民族

主义运动中曾经是一股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 它在塑造叙利亚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及个性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叙利亚复兴党政治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 它对叙

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曾起到指导性和样板的作用。在后冷战时代,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叙

利亚的政治、经济措施和外交关系等层面, 特别是该国领导人的言行上。面对全球化 (包括民主化、

现代化和美国霸权型国际秩序的构建 ) 的冲击与中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

适应历史发展, 进行意识形态转型。这在客观上又赋予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新的内涵, 孕育着新的

内容, 并在政治发展、经济变革和外交理念与实践等层面显现出新的特征。

/ 工 具 理 性 0的 民 主 化

/工具理性0 也称为主观理性, 这一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霍克海默在 5理性的黯然失

色 6 一书中提出的。它是一种限于工具而非目的之领域的理性, 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种行动方案的

/正确0 抉择。º 作为一种富有激情的民族主义, 叙利亚复兴党在政治动员功能方面的表现较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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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 叙利亚感到了外部世界对叙利亚政治结构的压

力和解构。尽管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东地区国家的民主化冲动是最弱的, 但也掀起了不小

的波澜。叙利亚在海湾战争后也感到了全球化民主浪潮所催生的政治改革压力。因此, 叙利亚复兴党

利用民主的 /工具理性0, 加大了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改革力度。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 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对全球化趋势所做出的反应, 特别是对民族国家的建立

和形成, 国家整合与大众的政治参与和动员, 民主化浪潮挑战等所作出的回应。¹ 苏联解体及冷战结

束后全球化进程中更加高涨的民主化浪潮给叙利亚政治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 使叙利亚民众对复兴党

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和价值观产生质疑。叙利亚政府没有忽视这些不满情绪, 也认识到民主化的必要

性。º 特别是巴沙尔执政后, 在政治上进一步放宽民主和新闻自由, 强调在叙利亚实行复兴党领导的

通过全国进步阵线完成的政治多元化; 巴沙尔认为, 叙利亚必须 /在正常的地区过一种正常的生

活 0»。巴沙尔在就职演说中曾提出, 将 /考虑民主问题 0、 /改革政治机构0 和 /提高政治公开性 0。

他宣布自由选举, 实行多党制度, 释放政治犯, 进行反腐败运动和经济改革, 减少军费开支, 等等。

由此, 外界普遍认为叙利亚出现了 /大马士革之春 0 的民主气象。

叙利亚复兴党赋予人民议会更多的权利。多年来, 叙利亚人民议会一直决策乏力, 只是一种政治

多元化的象征, 仅仅是给复兴党政权涂上了民主色彩。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人民议会的重要性和影

响力凸显, 对叙利亚政治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 1990年 5月 2日举行的人民议会选举中, 复兴党

代表人数由 195人扩大到 250人, 增加了对复兴党政权持批评意见的人员和不同政见者。 2005年 6

月, 叙利亚召开第十届地区代表大会, 这是叙利亚复兴党五年来首次召开的大会。巴沙尔在会上称,

改革将取得 /巨大的进步 0¼。

但是, 叙利亚的民主姿态仅限于 /工具0 层面, 而非 /目的 0。加强人民议会的地位并没有给叙

利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变化, 阿萨德及其继承者巴沙尔总统继续牢牢掌控着国家的权力。正如巴沙

尔在就职仪式上所说: /我们急需要建设性的批评, 我们必须从不同角度, 客观地思考和考察每个问

题。0½ 但是, 这一过程的潜在意义却意味深长: 其一, 国家重组议会并授予代表表达意见权, 缓和

了国内压力和反对派势力的对抗, 有利于构建一种民主氛围; 其二, 有助于缓减国内民众的不满情

愫; 其三, 在人民议会的建议下, 叙利亚复兴党政府执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 并立法以保证其顺利

实施, 鼓励国内企业的发展, 吸引国外投资。

政 治 认 同 的 建 构

阿拉伯世界政治生态之所以复杂多变, 其重要的内部因素之一是缺乏政治认同。认同是建构主义

理论的重要概念, 它不仅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感受, 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不同的政治

认同会建构出不同的政治利益, 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叙利亚复兴党采取措施, 试图解决这一思想层

面和现实领域内的难题。

首先, 利用宗教或历史的联系, 增强自身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与正统合理性。  /合法性是指政

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0¾ 而就民族主义本质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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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首先是一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其次才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在叙利亚, 处于统治地位的

阿拉维少数派向大多数持怀疑和不满态度的逊尼派穆斯林证明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属性, 通过宣布自

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的监护人, 叙利亚使其国家利益合理化, 从而在阿拉伯地区获得

影响, 使自己成为该地区领导的可行的候选人。

其次, 在政治实践层面, 国家采取措施, 巩固政权基础, 促进民众认同意识的加强。  一方面,

政府开始加深公众的政治自由化感受。 1991年 12月至 1999年 2月, 叙利亚总统一如既往通过公民投

票产生, 并增加人民议会席位, 扩充各路贤达进入议会。另一方面, 政府相关部门释放了政治犯。 20

世纪 90年代初, 叙利亚释放的政治犯都是前总统阿萨德的政敌。当然, 被释放者大多为老、弱、多

病, 实际上已无政治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 对现政权未产生威胁。

再次, 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对伊斯兰激进分子表现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  ( 1) 在公民宗教信仰

方面, 政权表现出开放态度。它包括允许穿传统服装, 妇女戴面纱, 恢复伊斯兰质朴的生活方式, 参

加每周五在清真寺举行的祷告活动。在政府的鼓励下, 一些宗教学校建立起来, 有的宗教学校还以总

统的名字命名。这些措施旨在缓解人们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多而促发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到

大马士革旅游的外国人认为, 逊尼派聚集的叙利亚各大城市逐渐呈现出伊斯兰化特征。 ( 2) 自 20世

纪 90年代以来, 叙利亚政府释放了 80年代以来被囚禁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这表明政府开始采取

/友好0 态度对待反对派。据统计, 1991~ 1995年该国约有 5 000多名政治犯获释。¹ 叙利亚政权和

穆兄会的关系也有了很大改善。 1997年 2月 16日, 穆兄会骨干成员阿布#固达 (Abu Ghudda)死后,

前总统阿萨德慰问固达的家人, 并称赞他一生值得敬重, 他的死会永远记在民众心中。º ( 3) 政府允

许传教士加入人民议会。政府认识到政治和宗教的关系, 在坚持政教分离、拒绝政治伊斯兰化的原则

下, 缓和双方政教关系。一位亲政权的穆夫提艾哈迈德 #卡弗塔鲁 ( Ahmad K aftaru) 赞扬阿萨德的

态度, 认为穆兄会与政府合作是唯一理性的选择。»

最后, 巴沙尔总统执政后, 比其父更加务实, 更倾向于赢得民心。  巴沙尔经常批评说: /一些

官员的做法经常使我很惊讶, 当他们做事的时候, 通常不是基于经济发展或者为人民解决问题为出发

点。0¼ 巴沙尔建议少挂自己的图片, 禁止在公共场所赞扬他。

融 入 全 球 化 的 经 济 理 念

现代化是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进程。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作为外源型现代化, 一般都存在诸多

现代化通病: 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 经济结构显现明显的 /传统 0 与 /现代0 的二元性等特征。作

为复兴党民族主义国家的叙利亚也必须应对上述挑战。从经济现代化层面考察, 后冷战时代叙利亚复

兴党民族主义的经济变革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一 ) 权威分配模式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型

权威分配模式 (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指通过政治权威直接或间接分配资源, 这是广大发展中

国家极为盛行的经济制度; 而市场导向分配 ( market- oriented a llocation) 则指资源分配是通过个体

的能力和偏好,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得以体现, 其特点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各参与行为体都可从

中获取福利。½ 叙利亚复兴党提出从权威分配模式 (计划经济体制 ) 向市场导向模式 (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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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转型是在外部压力下做出的改革举措, 也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受苏联权威

分配经济模式的束缚, 叙利亚经济发展滞后。大马士革顾问公司经济学家纳比勒 #苏卡尔 ( N abil

Sukkar) 称: /叙利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重组。0¹ 叙利亚商业和工业联盟主席拉塔布 #沙拉赫

( Rateb Sha llah) 警告说: /拖延做出决定是不可行的, 因为我们将失去改革的机会。0º 20世纪 90年

代以来, 叙利亚政府采取更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 1991年 5月, 叙利亚政府通过了 /第 10号法

令 0, 鼓励外国企业到叙利亚投资。到 1998年, 在叙利亚外国投资项目达 1 494个, 总额 3 367亿叙

磅 (约 85亿美元 ) , 估计增加就业岗位 10万个。 2009年, 叙利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投资措施,

如对出口产品免除所得税和农业税。同时, 实行国际通用的协调税则, 对用于工业生产和出口的进口

原材料仅征收 1%的关税; 简化投资者手续; 致力于金融、银行改革和汇率统一, 适当放宽外汇管

制。» 此外, 90年代以来,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进国家的基础设施。该国电话用户从 1992年的 50万

户增加到 1999年的 300万户。¼ 当然, 叙利亚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其一, 石油收入增

加。80年代末, 叙利亚东部发现了新油田, 叙利亚石油收入占出口总额的 2 /3。其二, 海湾国家的外

援。海湾战争后, 叙利亚接受了 20亿 ~ 30亿美元的援助, 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½ 其三,

叙利亚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 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

2005年 6月, 叙利亚复兴党第十届全国大会做出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决定。在随后制定

的 2006~ 2010年 /十五 0 计划中, 明确提出 /摒弃长期以来的中央指令性政策0 和 /加速本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0 的目标。 2006年 5月, 巴沙尔总统发布第 25号法令, 正式通过 /十五0 计

划, 并将其作为各行业制定五年计划的纲领性文件。至此, 建设市场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改革进程不

可逆转的方向。 2008年 7月, 叙利亚中央银行发行国库券, 央行还计划推出本地债券市场, 帮助控

制预算赤字。为了促进投资, 央行还将继续减少外币交易的限制。叙利亚之所以做出以上决定, 原因

有三: ( 1) 历史上叙利亚与黎巴嫩一直是互补性极强的经济依赖格局, 前者实行管制极严的计划经

济, 后者是自由经济体制。随着叙黎特殊关系的瓦解, 叙利亚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凸显。 ( 2) 伊拉克

战争后, 中东地区出现民主化变革与转型, 如伊拉克民主化、埃及大选、甚至沙特都出现变革的苗

头, 这些都促使叙利亚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 在经济上的表现则是市场经济。 ( 3) 国内

经济陷入困境, 如私营企业发展乏力, 投资动能不足; 对农业、石油产业依赖严重, 工业后劲不足;

通货膨胀严重, 2005年通胀率达 6% , 2006年通胀率在 9% ~ 10%之间。¾

(二 ) 有意识地参与信息社会

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 在叙利亚社会各界, 特别是政界对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

展开了激烈讨论。在这个问题上, 国内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但观点相反的政治经济学派。一种观

点主张维持叙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 制止削弱政权的实质性改变; 另一种是代表少数人的意

见, 认为现政权要想在既定的地区性、国际性、特别是叙利亚国内外受敌视的特殊环境下生存, 就必

须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和观点来看待现状。叙利亚政治精英们也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 惧怕全球化民

主浪潮冲击叙利亚国家主权; 另一方面, 他们也意识到与世界接轨的必要性。叙利亚国际地位的提高

和经济发展必须依靠信息、交通、通讯、工艺、科技、技术和经济进步。叙利亚官方意识到参与信息

社会是融入全球经济大潮的必要选择, 并应理性地开放国门, 迎接世界。

1997年 10月, 旅居伦敦的阿拉伯人哈耶特 (H ayat) 对巴沙尔上网冲浪感到惊奇。巴沙尔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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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记者采访时说, 叙利亚现在迫切需要发展计算机技术。 1999年, 在巴沙尔的影响下, 叙利亚加快

国内信息化建设, 国民可以上网。叙利亚政府加速建立电视台, 播放西方的电影和其他娱乐节目。

2000年初, 政府禁止在商业和大众传媒中利用传真机的法令也被废止。许多传真机从黎巴嫩源源不

断地运往叙利亚。1999年, 叙利亚公民使用手机也成为合法行为。

民 族 主 义 取 向 的 政 治 功 能

有学者指出, 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 /政治性 0 现代化。从结构看, 民族主义主要由 3个层

面构成: 政治权力 (国家 )、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 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

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方面, 而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相对较弱。¹ 这一特点在复兴党民族

主义国家实施的主导型经济模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弊端在于: 它经常受到民族主义政治导向的影

响, 因为复兴党民族主义导向的政治性考量是不稳定的, 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

段。这就决定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不确定性, 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目标的现象。

1997年, 叙利亚学者的一篇 5光明导致失明 6 的文章认为, 叙利亚国内有两种政治经济学派,

前者忽视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 没有认识到与全球经济整合的必要性; 后者主张将叙利亚融入世界经

济, 但是忽视了这一过程可能给叙利亚社会带来政治动荡, 损害国家主权。º 从实际情况看, 20世纪

末由于世界油价不景气 (石油出口额占叙利亚出口总额的 60% ), 1996年后叙利亚经济又处于衰退

中。2000年 8月, 该国工业部长伊萨姆 #扎伊姆在一次访谈中公开承认, 叙利亚经济存在着诸多问

题, 如国营企业效率低下、技术落后、工人报酬过低、积极性不高, 官僚主义令人窒息, 官员贪赃舞

弊, 管理计划欠妥。» 2007年油价暴涨, 经济困境有所缓解, 但面临的问题却积重难返或依然如故。

首先, 人口问题凸显。  叙利亚是人口增长率很高的国家, 1998年全国人口估计为 1 700万, 到

2020年预计将超过 3 000万。¼ 叙利亚政府也认识到这一问题, 但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对策, 只是限

于媒体宣传、学校的性教育, 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宣传计划生育。

其次, 失业人数剧增, 财政赤字数量较大。  据官方报道, 2006年叙利亚的失业率大约是 20% ~

25%, 实际数据可能远高于官方的报道。据叙利亚政府估计,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 10年内创造

300万个就业岗位, 即每年 30万。 2009年, 叙利亚财政赤字将达 1 930亿叙镑 (约合 41亿美元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14%。½ 另外, 海湾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也将影响就业环境, 因为有许多叙利亚

劳工 /寄宿 0 在这些国家。

再次, 贫富分化加剧。  巴沙尔执政后, 进一步采取经济开放政策, 目的是鼓励经济活动, 将经

济精英和逊尼派城市中产阶级整合到国家经济体系中。这一政策使城市商业精英富裕的同时, 也给国

家和社会带来新问题, 即两极分化。昔日政权的支持者 ) ) ) 低层社会、工人、农民和市民逐渐边缘化

与贫困化。

最后, 对市场经济转轨决策犹豫不决。  1997年 6月, 叙利亚总理马哈穆德#祖阿比 (M ahmud

Zu. b i) 在接受采访时说, 复兴党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意味着鼓励私人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

用。叙利亚从东欧经验中吸取的教训是, 迅速转向市场经济和仓促考虑的、不妥当的私有化将会导致

经济萧条、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犯罪和社会经济危机。他还说, 叙利亚正采取平衡和渐进的措施来指

导改革, 制止伊斯兰极端主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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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政治需要、意识形态宣传, 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 叙利亚经济仍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

的两难中徘徊, 这无疑影响了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民众热情, 造成经济发展的迟缓。复兴党政府的经济

改革由于受政治约束, 不仅收效甚微, 而且无力根除经济中的结构性弊端。世界银行一位经济学家将

叙利亚说成是 /博物馆里的收藏品0 ) ) ) 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还保留着 1965年那个时期的社会主

义经济。¹ 政府不能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化, 叙利亚复兴党也不愿意国家对经济失控。

叙利亚复兴党在私有化方面踌躇不前, 也有其自身的难题。政权的主要支柱阿拉维派由于受政府

保护, 在商业、政府和军事等部门都居于优势。出于政治安全考量, 叙利亚政府并不想大刀阔斧的改

革, 因为私有化真正的受益者将会是对现政权心怀不满的逊尼派穆斯林。因此, 一旦经济发展与政治

诉求产生矛盾时, 当权者往往会牺牲前者。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进程, 经

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引发政治变化。没有政治的协调发展, 经济和社会也是不可能发生变革

的。政治意愿、政治权威和政治技巧是保证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 而这正是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国

家经济现代化所缺失的。

灵 活 务 实 的 外 交 诉 求

外交实践是复兴党民族主义对外行为理念的典型体现。在对外交往层面, 当代全球化进程正在两

个方面对复兴党民族主义形成巨大冲击。一方面, 全球化理论对国家主权等核心理念提出质疑, 否定

/国家中心主义0 的传统理论, 认为民族国家将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 另一方面, 全球化使

国家间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而使民族国家日渐失去对本国政治、经济等绝对控制权。

这种全球化理论对奉行传统国家理论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了极大挑战。海湾战争后, 面对中东地区

格局和国际政治现实的巨变,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在外交层面也有新调整, 反映出以国家利益为核

心的灵活务实的外交理念。

首先, 叙利亚改变传统的不结盟外交理念, 越来越以理性和建设性的姿态调整本国的对外关系。

 海湾战争及战后, 叙利亚加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 并开始在美国主导下启动叙以和平进程。特

别是巴沙尔政府大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加强与本地区大国交往, 在叙以问题上既坚守底线, 绝不放

弃戈兰高地, 又灵活务实, 冷静对待任何解决方案。对巴勒斯坦问题及真主党保持有克制的适度支

持。这些都展现了国家利益的理性原则。

其次, 叙利亚对美国采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既对抗又合作态度。  其原因有三: ( 1) 美国在

叙以和平进程中对叙利亚采取 /胡萝卜 0 加 /大棒0 的政策, 既有外援诱惑, 也有威胁压力, 这就

决定了叙利亚也必须采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既对抗又合作的态度。 ( 2) 叙利亚和前伊拉克复兴党

不同, 萨达姆野心勃勃, 不仅对美国构成威胁, 而且对叙利亚也是一种挑战。虽然叙利亚与美国也有

分歧, 但多年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 叙利亚一直主张和平, 因此, 双方合作有共同的利益基础。 ( 3)

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也较温和。由于在 1991年海湾战争中参加反伊 (拉克 ) 同盟, 叙利亚促成美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其对黎巴嫩的实际控制。 1996年 3月, 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 5反恐怖协议 6, 禁

止美国企业与被指责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财政金融方面的交易, 但叙利亚例外, 美国以此鼓励

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º 1996年 6月, 哈菲兹#阿萨德曾被克林顿赞扬为他所见的中东国家领导

人中 /智商最高 0、最精明的领袖。»

再次, 2003年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外交信念和意志经受了严峻考验。  由于反对美国对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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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动武的立场, 叙美关系急剧恶化, 人们一度猜测叙利亚将是下一个受美国打击的目标。面对美国空

前的指责, 巴沙尔政府沉着应对。在积极与埃及、沙特、英、法、西班牙等国家进行磋商的同时, 也

应美方的要求, 封锁边界, 关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办事处, 不向美方通缉的伊拉克人提供庇护等。伊

拉克战争后面对美方再度挥起的制裁大棒, 在顶住压力的同时, 叙利亚也对美国的要求予以一定的配

合和支持。叙利亚复兴党政府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危机。

最后, 叙利亚顺应国际社会的压力, 从黎巴嫩撤军并配合哈里里案件的调查。  巴沙尔执政后,

在地区事务上采取了相对克制和超脱的态度, 缓解了与周边国家和大国的关系。如认同土耳其吞并亚

历山大勒塔地区, 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在 /领土换和平0 的基础上与以色列谈判的要求。针对

美国强烈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声明, 巴沙尔 2005年 3月 5日晚在议会宣布, 叙利亚将分步骤

撤出驻黎巴嫩的军队。叙利亚将通过撤军行动来履行对 5塔伊夫协定6 和联合国安理会 /第 1559号

决议0 的承诺。 2005年 4月 24日, 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关于哈里里遇刺案, 巴沙尔于 2006年 1

月 21日在大马士革表示, 叙利亚愿同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案国际调查委员会合作, 但决不容许

叙利亚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侵犯。从外交战略角度来说, 巴沙尔实际上是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

方针, 为哈里里案调查工作设置叙利亚可以接受的底线, 向刚上任的国际调查委员会负责人传递叙方

愿继续合作的信息, 以争取扭转于己不利的局面、缓解国际压力。在与以色列的关系上, 叙利亚有比

伊朗更为现实的利害关系, 且有领土归属问题, 巴沙尔更多地是从政治利益角度看待以色列。 2009

年 7月中旬, 出席巴黎 /地中海峰会 0 的巴沙尔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 一是决定与在法国委任统治

时期曾是同一个国家的黎巴嫩建立外交关系, 二是回应法国和以色列的呼吁, 提出未来的叙以直接谈

判将在 /少则 6个月长则两年0 内达成和平协议。尽管这一决定被指责为叙利亚 /避战自保与骑墙

主义0¹ , 但反映了叙利亚外交策略的灵活性与实用性原则。

余   论

民族主义曾经是一种反抗的情绪, 反抗外来压力和争取民族解放是激活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基

因。º 然而, 随着反帝、反殖等历史任务的完成, 民族主义面临理论基础重构、奋斗目标重塑和历史

任务重定等诸多命题。作为中东民族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也面临以上难题。伊

拉克战争后,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经受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挑战, 复兴党在叙利亚继续执政已经证明

复兴党民族主义不会告别阿拉伯政治舞台。这也昭示着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宏

观背景与大趋势下,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将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 以适应社会不断的发展与变化。

面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转型和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将显现出双

重性特征: 一方面, 将在叙利亚存在, 继续影响中东; 另一方面, 将受到遏制, 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 并会作出适应性调整。正如学者们曾指出: 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生长和衰微、民族主义的

崛起和下降, 正是全球化过程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和对民族主义进行挑战的基本形式。» 叙利亚复兴

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 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方式融入

全球化文明的大潮。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邢永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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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1S1 Assessm ent on China. s Soft Power in A frica
and Its Enlightenm ent

Tang Yanlin pp124- 30

  The strengthen ing soft pow er is one of the signs
of China. s peaceful developmen.t To assess China. s
soft pow er in A frica is the important aspect o f the
U1S1 atten tion to Ch ina. The U1S1 has in the
recent years made assessment on Ch ina. s soft pow er
deve lopment in A frica, its contents, reason and af2
fects on the U1S1 . s interests in A frica. For the
U1S1, China. s so ft pow er in A frica inc ludes China. s
econom ic streng th and its involvement in African
economy. Ch ina brought forw ard the important

princ iples of unity and mutual he lp, China- A frica
w in- w in and respect ing A fr ican sovereign ty, and
has been to expand cultural exchange w ith A frican
countries. China and theU1S1 do no t have strategic
conflicts in A frica and may co llaborate w ith each
other there in the areas o f energy, health care,
agr icu lture and peace- keep ing, etc. It is inspiring
for Ch ina to deve lop its relation w ith A frica to
analyze theU1S1 assessment on Ch ina. s so ft pow er
in A frica.

The Status Quo and Trend of Developm ent of the A frican Islam

L iW engang pp137- 42

  The A frican Islam, w ith sharp A frican charac2
ter, w as the product of the Islam imported into
A frica and the local cultures after long crashing
betw een and melting into each other. Currently, the
A frican Islam has not on ly a great number of follow2
ers, but develops strong ly. M ost o f the A frican
M uslim s be lieve in the trad itional and m ild Islam
w ith spirit of to lerance; Some M uslim s advocate
building the soc ie ty based on the Islam ic law; Some

sma ll number of theM uslim s believe in the Islam ic
ex trem ism, w hose actions have been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e reg iona l instab ility. In ternationally,
the A frican Islam has increasing ly become an impor2
tant part of the whole Islam ic w orld. W ith deve lop2
men t and changes of A frican societ ies and econom ic
globa lizat ion, the A frican Islam and M uslins are
chang ing themse lves profoundly.

The Nationalist Features of the Baath Party in Syria
in the Post- ColdW ar Era

Wang X ingang pp143- 49

  Nationalism of the Sy rian Baath Party in the
post co ld w ar era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follow ing:
democratization of the instrumenta l rationality,
construction o f po lit ical identificat ion, econom ic
ideo logy of m elting into g lobalization, politica l
function o f the nationa list d irection, flex ib le and
pragmatic dip lomatic appea.l Facing the politica l
transition in the M idd le East and the aggressive
offensive of theU1S1, deve lopment o f nationalism o f
the Syrian Baath Party w ill presen t tw o features: on

hand, the party w ill ex ist in Syria and continue to
affect theM idd le Eas;t on the o ther hand, itw ill be
conta ined and its impact w ill be lim ited to some
ex tent and w ill have to be adjusted acco rd ing ly. The
Baath Party nat iona lism should associate open -
m indedly w ith other civ ilizations in its future
deve lopment and m elt in to the g lobal civilization by
making the best o f the both w orlds and seeking
common po in ts wh ile reserv ing d 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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