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发挥主要作用, 不愿放弃单边主导、独家垄断的地

位,甚至对欧盟的参与采取排斥态度。其三,以色列利

库德政府不愿意欧盟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 始

终认为美国是阿以之间惟一的/调解人0 ,更不希望别

国来取代美国。由此来看,今后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

程的地位不会有大的改变。另一方面, 欧盟坚持多边

主义、积极参与和平进程、打破美国垄断的势头在后阿

拉法特时代也不会减弱, 毕竟中东是欧盟展示国际地

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窗口。

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另一环:叙利亚的困境与争衡
王 新刚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在动荡的中东政治及荆棘满途的中东和平进程
中,作为地区政治大国的叙利亚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角色。但是,自 2000 年和平进程再度陷入僵局以来,

特别是/ 9#110事件及其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再掀起

反恐浪潮,叙利亚地缘政治环境趋于恶化, 地区政治大

国作用受到抑制。2005 年 2 月 14日,黎巴嫩前总理哈

里里遇刺身亡,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在黎巴嫩国内反

对派的谴责声中, 长期驻守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及其

对黎巴嫩国内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叙利亚情报部门, 被

迫于 4月 26日撤离,致使叙利亚多年来苦心经营的/ 叙
黎特殊关系0以及叙利亚地缘战略利益面临空前严峻
的挑战。目前, 叙利亚与中东事务的主导者美国的关

系已恶化至 15 年来的最低点;在黎巴嫩问题上正经受

着严峻的考验,与以色列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和谈前景

暗淡。

一、叙美关系急剧恶化

/ 9#110事件后,叙美关系因恐怖主义问题而龃龉不

断。由于长期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哈马斯)、圣战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总

部)等激进组织, 叙利亚早已背上/支持恐怖活动的国
家0的恶名,被美国列入/ 黑名单0。阿富汗战争后, 美

国将反恐矛头直指伊拉克。2002 年后,布什政府的/ 倒
萨0步伐明显加快。对此,叙利亚深感不安。叙利亚认

为,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在阿以问题上采取/ 相对超
脱0政策,在巴以、叙以等一系列中东事务中偏袒以色

列,现又发起/倒萨0之举, 不仅会严重恶化中东局势,

而且将给中东和谈等一系列中东事务增添新的变数。

因此,叙利亚对/倒萨0行动采取不合作态度。2003 年

初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叙政府多次重申反战立场,认为

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而不见,

却以伊拉克所谓武器计划为由威胁对其发动战争。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叙美关系渐趋紧张,且不断升

级,原因是美国指责叙利亚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允

许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涉嫌收容逃亡的伊拉克高官、

支持恐怖组织、有意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美国

的指控并不仅限于此,美政府高官称, 叙政府是/ 奇怪
的,同时也是非常残酷的政权0, / 需要政变0。对此, 国

际社会纷纷猜测,叙利亚已被锁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至此,叙美关系急剧恶化。

伊战前,叙利亚不断强化反战立场,一方面是表明

其反对美国的包括/ 倒萨0在内的任何可能导致中东局
势复杂化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明显带有借力伊拉克危

机,凸显阿以冲突的意图,而这一意图的背后却隐含着

更深层的动机, 即通过伊拉克危机寻求推动叙以问题

的新/ 支点0 ,进而摆脱 2000 年中东和谈,特别是叙以和

谈陷入僵局以来,叙政府所面临的被动局面,重拾叙以

和谈主动权。然而,叙政府此举虽然显示出超人的胆

略,但却过于冒险,以致于卷入伊拉克危机,并与美国

发生激烈冲突, 结果是借力未成, 反受其累,叙美关系

由此滑向危险的边缘。2003年 4月 30日, 美国等四方

推出巴以和平/ 路线图0 ,对此叙利亚未作出积极回应。

数日后,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警告说, 如果叙利亚不

能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巴以和平进程中作出建

设性反应,将承担/ 后果0。
2003年 10月,美众议院通过5清算叙利亚法案6; 11

月美参议院又通过5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6。参
议院的法案授权总统对叙利亚实施广泛的制裁, 其中

包括禁止向叙利亚出口任何军事产品等 6 项制裁措

施。授权总统从 6项制裁措施中至少选取两项予以实

施。12月 12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该法案。该法案的

签署表明,长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美国对叙利亚制裁

这一破坏性因素再度/ 发酵0。
叙利亚对美国国会的新制裁法案表现得较为平

和,一方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制裁, 认为美国的威

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其目的是抑制叙利亚在中东地

区的政治影响,对叙利亚经济等没有实质性影响; 另一

方面叙利亚总统指出,叙没有资助恐怖组织,并声称叙

利亚至少帮助美国阻止了 7次针对美国目标的恐怖袭

击,叙利亚将依据自身的利益同美国合作。然而, 毋庸

置疑的是,伊拉克战争以来,叙美关系已恶化至15年来

的最低点, 而制裁因素又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 催化
剂0。2004年 4月 29日, 美国务院公布 2003 年反恐形

势报告,叙利亚再度被列入/ 黑名单0。5 月 11 日白宫

发表声明,宣布对叙利亚正式实施经济制裁。

二、叙黎特殊关系面临困境

由于历史因素以及 20世纪 70、80年代黎内战和与

以色列抗衡的需要,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苦心经营,在

叙黎之间建立起所谓/ 特殊关系0。1991 年,两国签订

5合作和协调条约6, 双方特殊关系以正式的条约形式
确定下来。其现实表现是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全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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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继续驻军黎巴嫩。叙利亚驻军黎巴嫩实际上早

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等西方

国家对叙利亚控制黎巴嫩并驻军黎巴嫩的指责逐步升

级。美国会通过5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6后, 美

政府又联合法国等于 2004 年 9月促使安理会通过 1559

号决议,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呼吁恢复黎巴嫩的

/民主自由0权利, 并把黎巴嫩即将举行的大选视为实

现中东/ 民主化0进程的组成部分。受此影响, 黎巴嫩

国内反对派备受鼓舞,要求叙军事、政治力量撤出黎巴

嫩的呼声再度高涨。2005 年 2 月 14 日,黎前总理哈里

里遇刺身亡,此事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向了黎巴嫩,

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反对派认定叙利亚和黎政府要为

此负责,要求叙军立即撤离,并迫使亲叙的卡拉米政府

辞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压力再度升高, 3 月 2 日

美国总统布什发出了要求叙利亚撤军的最强烈的声

明,而且认为撤退不仅是军事上的, 而且还是政治上

的,要为黎巴嫩的民主制度取得成功创造条件。此外,

叙利亚的盟友如沙特、埃及等和阿盟都对叙利亚施压,

法、德、俄等国也呼吁叙军立即撤离。4 月 26 日,叙军

最后一批军事及情报人员撤离回国。至此, 有人认为

叙黎特殊关系已告终结。叙黎特殊关系是否已走向终

结目前还需进一步观察,但双方关系今后将面临严峻

考验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叙利亚来说, 其地缘战略利

益已受到严重损害,具体表现是: 第一, 从国家安全的

角度看,叙利亚失去了黎巴嫩,无疑就等于失去了抗衡

以色列的战略平台, 也失去了叙以对抗的缓冲地带。

第二,黎巴嫩在中东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 撤军后叙利

亚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必将减弱。第

三,撤军黎巴嫩无异于屈服了美国乃至以色列的压力,

将引起国内政治动荡, 因为叙民众向来视黎巴嫩为叙

利亚天然的组成部分。第四, 黎巴嫩将可能出现亲美

甚至亲以政权,叙利亚周边安全必将严重恶化,并处在

驻伊拉克美军与以色列国防军的夹击之中。

目前,联合国委派的由德国检查官梅利斯领导的

/哈里里遇害案0调查行动直指叙利亚, 调查结果如若

证实叙利亚染指其中, 那么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将是美

国将利用调查结果加快大马士革政权更迭的速度, 重

演一幕叙利亚版的/倒萨0战争。
三、叙以矛盾凸显,和谈前景暗淡

2000年 3月,叙以和谈再陷僵局,同年 6月,叙利亚

前总统 ) ) ) 号称/中东雄狮0的阿萨德病逝,一个月后,

巴沙尔#阿萨德接掌政权。而此时, 中东时局开始出现

不利于叙利亚的变化。伊拉克战争酝酿阶段, 以色列

多次指责叙利亚藏匿伊拉克生化武器。战后, 以总理

沙龙借/ 倒萨0东风,向叙利亚提出多项要求。/ 倒萨0
战争给以色列提供了向叙方施压的大好时机, 叙利亚

在承受美方巨大压力的同时,又面临以方更加强硬的

指责和威胁。2003年 5月初,叙利亚通过到访的鲍威尔

及其它秘密渠道,向以色列传递恢复和谈的讯息, 却遭

到以方的回绝。2004年 1月以色列一反常态,其总统卡

察夫出面邀请巴沙尔访问以色列,商讨重开和谈问题。

数日后,沙龙声称愿与叙利亚会谈,但前提是叙利亚必

须放弃支持/恐怖组织0 ,并强调/任何人都不能抱有以
归还戈兰高地换取叙以和平的幻想0, 即以色列决不放
弃戈兰高地。而叙利亚一贯坚持/以土地换和平0的立
场,收复戈兰高地是叙利亚历久弥新的愿望。因此双方

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均无回旋余地,僵局难以化解。

在地区政治层面上, 叙以双方竞争与角逐从未间

断。叙利亚继续支持真主党及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以

此作为逐鹿中东政治舞台的资本及其政府合法性的重

要基础。以色列则继续占据戈兰高地,并利用美国独

步中东的大好时机, 向叙利亚步步紧逼。对叙利亚来

说,利用伊拉克危机,重拾叙以和谈主动权的意图并未

实现,甚至伊战后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而以色列则

面临更加有利的地区形势,因此中东和谈特别是叙以

和谈的主动权很大程度已握在以方的手中。

叙以和谈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没有叙

以和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全面持久的和平。为此叙

政府也曾主动出击, 以求扭转不利局面。巴沙尔继承

其父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首先大力改善与邻国的关

系,化解与周边国家伊拉克(伊战前 )、约旦、土耳其等

长期互不信任甚至敌对的困顿局面。同时进一步巩固

和加强与本地区大国埃及、沙特、伊朗等国的合作。在

叙以和谈进程中,埃沙两国是叙利亚地缘政治上的战

略纵深;与伊朗结盟则既可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 又可

以维持叙利亚中东大国的地位。叙利亚上述举动的意

图显然是努力改善地区政治环境,重拾叙以问题主动

权。其次,缓解美国的压力, 适度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为此,叙政府一定程度上迎合美国的要求,承诺并实施

从黎巴嫩撤军, 对反恐及伊拉克问题予以配合。例如

在哈里里遇刺后不久,叙政府就协助驻伊美军逮捕了

萨达姆的同母异父兄弟萨巴维#易卜拉欣#哈桑, 以此

向美国示好。同时叙利亚先后关闭了巴勒斯坦反美反

以组织在叙利亚的多个据点,并一再表示不愿与美国

作对。然而另一方面, 叙政府在努力避免与美国直接

冲突的同时,仍然坚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奉行独立

自主的政策,巴沙尔在接受意大利5共和国报6专访时
说: / 迟早,他们(美国领导人)会认识到我们是解决 (中

东问题)的关键,我们是实现中东和平进程和伊拉克稳

定的重要一环。看着吧,没准那一天美国人就会来敲

我们的门。0
但是叙利亚的上述举措似乎未能完全扭转不利于

己的地缘环境,当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后, 其地缘

战略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失去了黎巴嫩问题

这一撬动叙以和谈的战略/ 支点0, 进而丧失了叙以和
谈的最重要甚至是最后一张王牌,在叙以和谈问题上

已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即使叙以重开和谈, 在戈兰

高地这一关乎双方国家安全、军事及经济利益的重大

问题上,叙以两国都不可能轻言让步,更不可能放弃。

因此,叙以和谈作为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

就目前形势而言,其最终解决的前景是暗淡的甚至是

遥不可及的。

  (策划  陈天社  郑良勤  责任编辑  郑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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