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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利亚地区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 
 

    叙利亚所在地区是人类早期文明发源地之一，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公

元前 3000年成立的艾布拉（Ebla）城邦国，位于今天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

城。公元前 2500～2400年是该城邦的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南起红海，北达安

纳托利亚，西自地中海，东抵伊拉克地区。该城邦有自己的楔形字母文字，民

众信奉闪族多神宗教。古代叙利亚境内的乌加里特是公元前 1450～1200年地中

海东岸十分重要的港口城市。其遗址位于叙利亚地中海边城市拉塔基亚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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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加里特楔形字母文字是对古希伯来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语言，其宗教中的神

话、史诗等素材，直接影响了《希伯来圣经》的创作。这些都展示了叙利亚这

块土地在人类宗教文化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叙利亚地区民众的宗教文化，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陆续受到了各种宗教文化

的顺序影响。但在这块土地悠久的历史中，最为古老的种族从没有遭受洗劫性

的打击，如叙利亚曾经是基督教发祥地之一，也是基督教的重要传播基地。叙

利亚的基督徒人口比例至今仍然是中东穆斯林国家中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二、叙利亚内战中的宗教派别状况 
  

当今的叙利亚，伊斯兰教信徒约占总人口的 90%，基督教人口只占 10%左

右。穆斯林人群中，逊尼派占总人口的约 74%，什叶派的各支派占接近 13%，

德鲁兹人占 3%。什叶派中又分为阿拉维派、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玛仪派等，

其中，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是阿拉维派。②叙利亚是全世界阿拉维派穆斯林最为集

中的国家，占叙利亚总人口的 12%。 

图示一：叙利亚的宗教派别分布图③ 

 

    叙利亚老少阿萨德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许多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相比是

比较宽容开明的。因为阿萨德家族本身属于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其统治不

得不考虑到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少数宗教族裔的保护——因为他们都需要和占人

口七成多的逊尼派穆斯林共存。 

                                                        
① 陈贻绎：《希伯来语圣经导论》第一、二、三章的内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② 多数学者认为这三派属于什叶派的分支，尽管这三个派别都有人并不承认自己属于什叶
派，而是认为自己应该算和什叶派平等的单独一派，参见"Syria -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for 2011"，美国国防部 2011年数据，http://www.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 
freedom/index.htm?dlid=192907，2013-04-06。 
③ 本文中没有特殊说明出处的图示和表格，均为作者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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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阿萨德家族当权以来，一直主张阿拉维派在宗教

上应该融入到逊尼派，不要特立独行。但由于阿萨德家族需要依靠这个群体进

行对国家的统治，所以阿拉维派占据了叙利亚统治阶层的几乎所有核心位置，

如军队的指挥阶层，庞大复杂的情报部门等。叙利亚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化在很

大程度上更多地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阿萨德家族统治时期，宗教派别的冲突

至少没有表面化。内战发生伊始，阿萨德的民众支持根源来自三个方面：一个

是其自身所属的阿拉维派；一个是大约占 10%人口的基督徒，其中多数为比较

富足的商人，这些商人多有黎巴嫩背景；还有一个是穆斯林逊尼派中的商人，

占人口的 8～10%左右。后两者属于既得经济利益集团，其维护统治阶层的动

机可以理解。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大约占据了叙利亚 30%的人口。这个利益集

团的组合，掌握着叙利亚国家的核心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所以，如果我们

把叙利亚内战的冲突仅仅看成阿拉维派对非阿拉维派的冲突，就过于简单化了。 

    基督教和逊尼派商人多属于骑墙派。因此，当欧盟和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制

裁时，尤其是欧盟——叙利亚原油的主要进口贸易体——的制裁，使得叙利亚

的商业群体随着内战局势朝着越来越不利于阿萨德政权的方向发展时，这些人

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反对派。而当阿萨德政权表现出能够存活，甚至有可能反

败为胜时，这批骑墙派也会比较容易地站回到阿萨德政府这边。中国政府除了

和叙利亚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系外，也应该和这两派保持连贯的双边接触。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中，除了不到七分之一的人口属于支持阿

萨德统治的骑墙派既得利益者外，大多数人口高度年轻化，他们的失业率也是

最高的。叙利亚内乱伊始，这个群体集中代表了叙利亚的社会矛盾，尤其是经

济矛盾。年轻的逊尼派穆斯林受到教育后没有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与此同时，

又受到来自叙利亚外部的逊尼派穆斯林激进思潮和势力的影响。这样，原本以

经济因素为主的社会矛盾，很容易转化成宗教矛盾。这个大背景奠定了叙利亚

内战最终演变到今天的性质。 

    表面上，叙利亚的内战体现的是叙利亚内部逊尼派穆斯林反政府力量针对

阿萨德政府代表的什叶派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内战也反映了两派背后所代表

的外国政治和宗教力量的博弈——伊斯兰逊尼派势力和什叶派势力在整个中东

的博弈。沙特和卡塔尔政府是叙利亚境外逊尼派力量最为显著的代表，其他支

持者还包括土耳其、约旦、阿联酋等其他海湾国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美

国、欧盟和以色列由于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也被拉入了这一阵营。伊朗和黎

巴嫩的真主党是境外什叶派力量最为显著的代表，中国和俄罗斯出于各自不同

的原因，也被等同于支持什叶派的阵营。下文梳理一下这两派力量的成员在叙

利亚内战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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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利亚内战中的逊尼派穆斯林战斗力量 
  

    叙利亚内战发展至今，我们可以从各种途径了解到比较详实的各派武装力

量的状况。最有战斗力，也是向国际社会发布自己战情最为及时迅速的反对派，

大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的武装力量，从成立伊始就十分松散无序的叙利亚自由军

中分裂出来。①三支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支名为“叙利亚（伊斯兰）解放阵线

（Syrian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SLF）”；第二支名为“叙利亚伊斯兰阵线

（Syrian Islamic Front，SIF）”；第三支是“人民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JN）”。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三支力量的情况。 

        1.叙利亚（伊斯兰）解放阵线（SLF） 

该阵线成立于 2012年 9月，有 20支左右的伊斯兰武装力量，数以万计的

武装人员，其中最为核心的战斗力量是著名的利凡特猎鹰（Suqour al-Sham）。

利凡特猎鹰的领导人 Ahmad 'Issa al-Shaykh 是叙利亚解放阵线的创办人。Issa

领导下的解放阵线和在一线作战的叙利亚自由军有着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但

拒绝和还在土耳其的叙利亚自由军领导人合作，并经常批评他们的腐败和无能。
②解放阵线中的一些武装力量有的时候甚至称自己不仅仅属于解放阵线，也属于

叙利亚自由军。上述最有战斗力的利凡特猎鹰就属于此类力量，另一个如此自

我定位的是“法鲁克旅”。 

 在宗教倾向上，许多解放阵线的成员支队被认为是伊斯兰温和派。他们既

不是激进的圣战主义者，也不是萨拉菲派。鉴于这些支队的双重身份，他们应

该是将来叙利亚重建的一个中间派力量，或许会起到一些调和激进伊斯兰势力

和完全世俗派之间矛盾的作用。中国相关部门尤其需要和这支力量保持密切沟

通，因为这也是美英法沟通最多的逊尼派穆斯林战斗力量。 

        2.叙利亚伊斯兰阵线（SIF） 

    萨拉菲派是近期发展最为迅速的伊斯兰宗教支派之一，历史悠久。③但是，

最近 20多年，这个派别的名称和“萨拉菲圣战主义”中的“萨拉菲”的关系被

西方学者高度强调，④以至于目前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一提到萨拉菲，想到的多是

                                                        
① 学者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来自这些派别自己上传到网络媒体，如 Youtube等网站
的录像信息，和他们在自己的脸谱网和推特网账户上发布的信息。本文中部分信息转引自美

国几个中东智库的政策文章和观察分析文章。尤其是位于华盛顿的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网络出

版物。 
② Lund, Aron, "Holy Warriors", Foreign Policy, 2012, 10, 05,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10/15 /holy_warriors, 2013-04-01。 
③ "Uproar in Germany Over Salafi Drive to Hand Out Millions of Qurans," Assyrian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April 06, 2012, http://www.aina.org/news/20120416150547.htm，
2013-03-10。 
④ 参见：Martin Kramer, “Coming to Terms: Fundamentalists or Islamists?”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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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该派密切联系的“伊斯兰圣战”这个概念。“叙利亚伊斯兰阵线追随逊尼派下

属的萨拉菲派的教义，以推翻阿萨德政权及其盟友为目的，并随后依据其对伊

斯兰法的解释，建立相关机构，参与政治活动，推动伊斯兰教育，实施人道主

义的援助。”① 

    伊斯兰阵线由 11个旅组成，活跃在整个叙利亚境内。其中这个阵线最重要

的核心力量是利凡特自由人大队。伊斯兰阵线 2012年 12月还发表声明，欢迎

其他伊斯兰圣战组织加入。在 Youtube 的网站上，有该组织在大马士革、霍姆

斯、哈马、伊德利卜、阿勒颇、代尔祖尔等地的战斗场面。伊斯兰阵线和人民

支持阵线曾一起合作，成了攻占塔夫塔纳兹机场的主力，还领导了攻陷伊德利

卜监狱的战斗，以及试图攻下吉斯尔·舒古尔的战斗。这些录像还展示了伊斯兰

阵线的人道主义救济工作，如铺设新的道路，清除现有道路上的障碍和垃圾，

为越来越多的有需求的叙利亚人烤制面包、分发食品，组织儿童进行《古兰经》

背诵比赛。 

2013 年 1 月 17 日，伊斯兰阵线发布了组织宪章，希望伊斯兰教人士在推

翻阿萨德政权后的过渡时期，能够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并发挥领

导作用。该组织还希望叙利亚的重建要建立在诚实和透明的基础上；政府要反

腐败，杜绝阶级剥削，符合《古兰经》的教导和萨拉菲教义；政府决策要建立

在协商的基础上，避免纷争，符合伊斯兰教法。该组织自称将回避极端主义行

为，尽量不轻易判定其他穆斯林为叛教者，不轻易将人逐出教会。不过，组织

一旦作出叛教的裁决，将具有法律约束力。该组织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只起辅助

作用，不接受西方妇女权利平等的概念。尽管宪章呼吁叙利亚保持团结，防止

民族和教派分裂，但却要求确认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并把伊斯兰教法

作为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立法的唯一来源。这意味着在对待少数族群的态度上，

非逊尼派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将被视为二等公民。虽然宪章也强调与非穆斯

林的关系要保持公正和公平，却反对不同信仰间的交往活动和融合。 

        3.叙利亚人民支持阵线（JN） 

 人民支持阵线成立于 2012年初，其所有声明和录像都由一个称作“白色清

真寺塔尖”（al-Manarah al-Bayda）的媒体机构发布在著名的圣战网站 Shamoukh 

al-Islam上。②该组织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力量中最有战斗力和成功战役最多的

                                                                                                                                         
Quarterly, Spring 2003, pp. 65-77，其中讨论了法国政治学和伊斯兰研究学者 Gilles Kepel创
始的这个名词。 
① 相关信息来自美国录像上传网站 youtube.com，转引自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相关出
版物，Aaron Y. Zelin, “The Syrian Islamic Front: A New Extremist Force (Policywatch 2031),”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 org/policy-analysis/view/the-syrian-islamic-front-a-new-extremist 
-force, 2013-03-10。 
② 这个媒体机构的名称据说来自伊斯兰教的一个传统说法，这个说法是关于耶稣的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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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其目标是推翻阿萨德政府，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律法的泛伊斯兰国家，

禁绝烟酒和不良娱乐行为。该组织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是伊斯兰的敌人，所以反

对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内战的干涉。该组织有时会攻击叙利亚境内的非逊尼派穆

斯林势力。有证据显示该组织和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有关联。①很可能有些伊拉克

的基地组织成员赶赴叙利亚，来报答当年叙利亚成员对伊拉克成员的支持和帮

助。该组织的战斗力首屈一指，所以在如何解决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立场上是坚

决拒绝和阿萨德政府谈判的。除了常规的战斗外，人民支持阵线的一个主要战

斗手段是恐怖袭击。从 2011 年 12 月以来，该组织声称对发生在叙利亚的 60

起恐怖袭击事件中的 49起负责，其中包括许多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② 

    由于人民支持阵线特殊的宗教背景和出色的战斗力，叙利亚自由军对它是

又爱又恨。一方面，人民支持阵线在许多常规反政府战斗中大力协助了自由军

并取得胜利③，没有这些战斗力卓越的武装力量的帮助，自由军的许多战斗不仅

仅面临经验不足的挑战，而且面临武器装备和弹药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自

由军又不赞成人民支持阵线采取的恐怖袭击方式。尽管如此，美国将人民支持

阵线确定为恐怖组织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所有叙利亚自由军的拥护，因为有的

自由军战士是同情人民支持阵线的，和人民支持阵线的战士有着战斗中凝聚成

的友谊。即便是“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的领袖哈提普也希望美

国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他认为，凡是反政府的武装力量应该都得到鼓励和支持。

29个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在网上签名反对美国的这一提法，数以千计的叙利亚民

众针对美国的这一决定示威游行，声称“叙利亚除了阿萨德，没有恐怖主义者。”
④但另一方面，许多自由军战士和领导认为人民支持阵线的成员的宗教观点过分

                                                                                                                                         
降临的，此次降临的耶稣会在大马士革的东部出现，并且和那里反基督的敌人进行战斗。参

看对 Charles Cameron对 Aaron Y. Zelin的文章"Jabhat al-Nusrah and Jihad in Syria"的评论，见
http://thewasat.wordpress.com/2012/01/30/ jabhah-al-nusrah-and-jihad-in-syria/#comments，2013 
-03-31。 
① Aaron Zelin, “The Rise of Al Qaeda in Syria”, Foreign Policy, 6 December 2012, http://www. 
Foreignpolicy. com/articles /2012/12/06/the_rise_of_al_qaeda_in_syria，2013-03-22。 
② “Suicide bombers kill 14 Syrian security personnel，”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threat 
-matrix/archives/ 2013/02/suicide_bombers_kill_14_syrian.php，2013-03-22。 
③ 截至 2013年 3月底的信息说明，在战斗能力，经济实力，武器质量、数量，组织水平等
许多方面，叙利亚自由军实际上要比 JN等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力量差得多；在许多战斗中，
如果没有这些宗教武装力量，基本世俗的叙利亚自由军将很难有所斩获，他们有时连生存都

成问题。参见 Koert DeBeuf, "What does the Free Syrian Army want," in the Fikra Forum, 
http://fikraforum.org/?p=3161，2013-03-28。 
④ "Syrian protesters slam U.S. blacklisting of jihadist group"，AFP，14 December 2012，
http://www.dailystar. 
com.lb/News/Middle-East/2012/Dec-14/198527-syrian-protesters-slam-us-blacklisting-of-jihadist-
group.ashx#axzz2G7Y7BIkh，登陆于 2013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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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尽管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但在战胜阿萨德之后，自由军不希

望自己的胜利果实被这些圣战者攫取。否则，叙利亚政权将从一个独裁者手中

转移到一批宗教狂热人士手中，尽管他们现在表现得关注民生，并在一步步地

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但如埃及的经验显示，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民众，生活

不会变好，民主也不会真正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社会不是众多的叙利亚自

由军战士浴血战斗的奋斗目标——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可以享受一个有民主自

由制度保障的叙利亚社会，而不是一个伊斯兰教教规管制的社会。① 

    自由军和宗教势力之间目前在反对阿萨德的战斗中，属于“共苦”的阶段。

自由军的高层多次有人站出来说，自由军和民族联合阵线的力量在阿萨德倒台

后，不会同意和这些伊斯兰势力“同甘”的。因为这些人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

力，很大程度上还不如阿萨德时代的集权统治。 

        4.叙利亚伊斯兰阵线和人民支持阵线的区别与合作 

    人民支持阵线被视为伊拉克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而伊斯兰阵线目前

看来并没有上层领导机构和势力，也不受基地组织的指挥。人民支持阵线的公

告和消息首先都是在基地组织的专用网络论坛上面；而伊斯兰阵线有自己的脸

谱网和推特网账号，并且使用这些平台发布消息。 

    两个阵线相比，伊斯兰阵线目前的宪章相对温和，宽容非穆斯林；而人民

支持阵线则希望直接将叙利亚变为一个完全由穆斯林教法统治的国家。伊斯兰

阵线的温和一方面有着叙利亚本身的多宗教文化的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也

是出于说服西方国家武力和财物支持需要的考虑。实际上，伊斯兰阵线很可能

本质上也是激进的，希望能够将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全面伊斯兰化。中国应

该和上述两个比较激进的伊斯兰逊尼派势力保持接触，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

度，因为这两个组织今后在叙利亚重建中会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目前

是从沙特和卡塔尔获得援助最多的反政府组织。 

        5.土耳其人后裔 

 在叙利亚的土耳其人后裔多属于逊尼派，共约 20万人，占叙利亚总人口的

1%左右。而在反对派成立的叙利亚民族委员会中，竟有 3位成员是土耳其人后

裔，人数和库尔德人成员相同，而库尔德人占叙利亚人口的 15%左右。②这些

土耳其人后裔多数讲阿拉伯语，而不是土耳其语。但他们认为土耳其是他们的

保护神。土耳其后裔的领导人说，在阿萨德统治时期，土耳其人后裔受到歧视，

不允许维持自己的语言，土地被掠夺后分给阿拉维派。 
                                                        
① Martin Chulov, "Syria crisis: al-Qaida fighters revealing their true colours, rebels say",  Jan. 
17, 2013,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jan/17/syria-crisis-alqaida-fighters-true-colours，
2013-04-02。 
② "Turkmen in joint battle 'for Syria democracy'". Agence France-Presse (AFP), 31 January 
2013，201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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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以来，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和土耳其交界的边境地区，有 3000土耳其人

后裔加入了叙利亚自由军的行列。在阿勒颇地区Mahmoud Suleiman领导约 750

名土耳其人后裔成立了战斗队，也加入了叙利亚自由军的反阿萨德战斗集团。

这些土耳其人后裔虽然参与协助萨拉菲派民兵的战斗，但也明确表示，他们在

意识形态上和叙利亚自由军站在一起，主张推翻阿萨德统治后建立一个民主自

由的叙利亚。 

       6.巴勒斯坦难民民兵“风暴旅” 

 叙利亚有约 50万巴勒斯坦难民，大部分是在 1948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的战斗中失败后流落进叙利亚的。这些难民中本来就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

部分难民效忠于阿萨德政府，如“巴勒斯坦解放总指挥”。这个武装力量的主要

阵地是位于大马士革南郊的亚尔穆克区域，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巴勒斯坦难民

营，有 15万巴勒斯坦人居住，由巴勒斯坦人自治。叙利亚自由军利用巴勒斯坦

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同情逊尼派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武器，组织他们对抗

忠于“巴勒斯坦解放总指挥”领导人 Ahmed Jibril的势力，从而牵制这股效忠

于阿萨德政府军的势力。和叙利亚自由军合作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成立了只有

巴勒斯坦战斗人员的“风暴旅”，管理亚尔穆克巴勒斯坦难民营，制衡阿萨德政

府在该难民营中的势力。① 

        7.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不是阿拉伯人，所以考虑问题时多从种族的角度出发，宗教派别

在库尔德心目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库尔德人的宗教信仰多样，几乎囊括了

中东地区的所有宗教，但大部分库尔德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所以本文将对库

尔德战斗力量的讨论放到这里。而且，叙利亚内战最新的发展趋势是库尔德人

越来越站在了反叙利亚政府的一边，开始了和自由军的合作。② 

    本文将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的库尔德人放到一起来讨论。土耳其

的库尔德人最重要的组织是库尔德工人党，这个组织和土耳其政府曾经是死敌。

该党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中有一个分支力量，名称是民主联合党，民主联合党

控制着叙土边境的一块土地，也是叙利亚境内最大的库尔德政党。2011 年 10

月，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区域政府的总统穆萨德·巴尔扎尼和几股叙利亚

的库尔德势力合作，成立了库尔德民族委员会。隶属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叙

利亚民主联合党对这个委员会以及背后的巴尔扎尼采取抵制和不合作的态度。 

    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协助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反抗土耳其政府镇压的过

                                                        
① "Syrian rebels arm Palestinians against Assad". Reuters, 31 October 2012，http://ca.reuters. 
com /article/ topNews/idCABRE89U1I320121031?sp=true，2013-03-13日。 
② Matthieu Aikins, “The Kurdish Factor”, April 1 , 2013, http://latitude.blogs.nytimes.com/2013/ 
04/01/could- syrias-kurds-change-the- course-of-the-civil- war/, 201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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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阿萨德政府是有恩于他们的。所以在内战伊始，叙利亚民主联合党的库

尔德战士尽力保持中立，甚至在战斗中有时站在政府军一边。但随着内战的进

一步升级，一批库尔德人开始加入反对叙利亚政府的叙利亚自由军的战斗行列。

阿勒颇北部的平原地带约有 4万库尔德人居住，其中大约有 600名库尔德战士

加入了反政府武装。在其他的一些库尔德聚居区，还有更小股的武装力量参与

了反政府的战斗。这些武装人士不赞成库尔德人的独立，也反对叙利亚民主联

合党的所谓中立立场。他们认为这种不协助反对派的立场实际就是和阿萨德站

到了一起。① 

    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库尔德人势力，中国政府应该考虑

和他们相对应的母国协商沟通，而非直接和这些人群联络，以展示中国重视这

些国家的主权的立场和姿态。 

        8.支持逊尼派力量的外国势力 

 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政府和境内的相关逊尼派民间机构是叙利亚境内

逊尼派力量的主要支持者，直接提供包括武器和弹药在内的各项援助。②另外，

约旦虽然没有能力直接提供军火或者资金援助，也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交通便利

和难民救济援助，并且为美英法的教官提供了训练叙利亚自由军的场地和条件。

美国和欧盟对待叙利亚政府的态度，客观上讲也等同部分支持逊尼派。而且，

一部分来自欧美的非武器支援，如通讯设备和技术支援，也到了逊尼派战斗者

的手中。 

 

 

四、什叶派穆斯林力量和非穆斯林力量 
 

    叙利亚政府军的核心指挥力量和许多士兵都是阿拉维什叶派。除此之外，

还有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政府等海外势力。 

                                                        
①  "Defying Common View, Some Syrian Kurds Fight Assad". The New York Times, 22 January 
2013，2013-03-13。 
② 关于这几个国家对叙利亚内部反对派的军事和非军事援助，报道颇多，可以参考："Saudi 
Arabia Arming Syrian Rebels With Croatian Weapons Since December 2012", The Huffington 
Post, 26 February 2013, http://www. huffingtonpost.com/2013/02/26/saudi-arabia-arming-syrian- 
rebels_n_2764375.html; " Syria’s Secular and Islamist Rebels: Who Are the Saudis and the Qataris 
Arming?" Time World, Sept. 18, 2012, http://world.time.com/2012/ 09 /18/syrias-secular-and-isla 
mist-rebels-who-are-the-saudis- and-the-qataris-arming/#ixzz2P8USsWyQ; "Foreign militants 
fighting in Syria battlefields", Agence France-Presse, 7 March 2012; David Sanger, "Rebel Arms 
Flow Is Said to Benefit Jihadists in Syria", 14 October 2012, The New York Times; Karen DeYoung, 
"Saudi, Qatari plans to arm Syrian rebels risk overtaking cautious approach favored by U.S", 2 
March 2012, The Washington Post; "Saudis Step Up Help for Rebels in Syria With Croatian Arms", 
The New York Times, 25 February 2013, 201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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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作为叙利亚政府的盟友，不仅为阿萨德政府提供了武器和技术支援，

还派出人员直接参与保护叙利亚政权的战斗。同时，伊朗还组织军事专家对叙

利亚政府军和亲政府人员进行军事训练，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①被训练者除了

有叙利亚本国人外，还有黎巴嫩真主党中的亲叙利亚和伊朗政府的成员。② 

    黎巴嫩的真主党有多重角色，它是黎巴嫩的一个重要政党，一个重要的社

会宗教运动派别，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代表。真主党同时还是黎巴嫩

最大和最有实力的非政府武装力量。真主党的最高领导层绝对忠于伊朗的什叶

派穆斯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朗的领导和指使下，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

的对外作战准军事分支紧密配合，和叙利亚政府军并肩作战，捍卫叙利亚阿萨

德的统治，从而维护伊朗在叙利亚的利益。有时候，这些利益和黎巴嫩本身的

利益，甚至真主党自身的利益是冲突的。是对伊朗最高宗教领袖的忠诚度导致

了黎巴嫩真主党如此行事。 

    真主党通过各种方式参加叙利亚的内战，包括训练叙利亚的政府和拥护政

府的非政府军战斗力量，派遣狙击手帮助叙利亚坚守一些阵地，尤其是叙黎边

境的重要阵地。真主党的一号领导人物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直接领导协助

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动。以前真主党在伊拉克训练的用于对抗西方入侵军队的武

装力量，也开始出现在叙利亚，和叙利亚政府军并肩作战，以维护阿萨德政权。 

    2013年上半年，随着阿萨德政府军丧失对许多地区的实际控制力，真主党

和阿萨德政府协调将许多武器储备挪出叙利亚，挪到位于黎巴嫩的安全地点储

存。以色列在 2月份对这样的一个运输车队进行了空中轰炸。③ 对于真主党和

叙利亚政府，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一方面，黎巴嫩真主党不希望向

国际社会公开宣扬他们参与帮助阿萨德政权，另一方面，从叙利亚往黎巴嫩运

输的是非法的武器装备，损失了也只能自己承担。而对于叙利亚反对派，对此

次以色列侵入叙利亚领土进行空中军事打击也没有听到多少典型的反以抗议

声，因为这个行为客观上是帮助了叙利亚反对派，打击了阿萨德的政府力量和

帮助政府力量的黎巴嫩真主党。 

 叙利亚东部的邻国伊拉克拥有大量什叶派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 65%。④伊

                                                        
①  "Syrian army being aided by Iranian forces", The Guardian, 28 May 2012, http://www. guard 
ian.co.uk/ world/ 2012/may/28/syria-army-iran-forces，2013-04-01。 
②  "Iran and Hezbollah 'have built 50,000-strong force to help Syrian regime'", The Guardian, 14 
March 2013,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mar/14/iran-hezbollah-force-syrian-regime, 
2013-04-01。 
③ “Israeli strike in Syria might be first in series”, Washington Post, Feb. 9, 2013, http://articles. 
washingtonpost. com/2013-02-09/world/37003841_1_ israeli-strikes-israeli- officials- chemical- 
weapons, 2013-04-02。 
④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2013-04-06,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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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虽然并没有派出什叶派的武装力量到叙利亚参加保卫政府的战斗，却默许

了伊朗通过其领土和领空向叙利亚运输武器和援助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帮助

叙利亚政府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伊拉克为大本营，越过边境到叙利

亚参加战斗的是伊拉克的少数逊尼派，参加的是叙利亚反政府军的战斗。 

 客观上讲，实际起到支持叙利亚的阿拉维什叶派力量的一个重要非中东地

区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拉塔基亚的电子监控

设施，以及塔德木尔的空军设施是俄罗斯在前独联体外的唯一军事设施体系，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弥足珍贵。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商业利益也举足轻重，有 3

万多俄罗斯人长期居住在叙利亚。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俄罗斯一直是对

阿萨德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对叙利亚的军火销售在内战期间也没有间断。尽管

来自北约和美国的压力很大，俄罗斯一直坚持自己没有违反国际法，并不站在

内战的任何一方。① 

 中国在联合国进行叙利亚相关决议投票时，虽然和俄罗斯的投票取向一致，

但其背后的原因不同。尽管中国一直声明自己执行的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

外交政策，并主张叙利亚的内部问题和矛盾应该由叙利亚人民自行解决，最多

也是在阿拉伯国家体系内部，如在阿盟内部来解决，但中国实际上起到了支持

阿萨德的什叶派阿拉维政府的作用。中国应该坚持这一立场，继续致力于在各

派间斡旋，推进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进程。 

       叙利亚内战中的非穆斯林力量有： 

1.德鲁兹人 

 叙利亚有约 70万德鲁兹人，在 2千 1百万的总人口中只占 3.3%。德鲁兹

人不是伊斯兰教徒，信仰自己独特的宗教。大部分德鲁兹人居住在叙利亚东南

方的山区。虽然德鲁兹人口所占比例不大，但在叙利亚政府军和情报部门的比

例要大于其人口比例。叙利亚内战发生以来，德鲁兹人基本中立，不参与反对

派的战斗。但目前看来，越来越多的德鲁兹军人开始逃离叙利亚军队。目前德

鲁兹人的宗教领袖集体声明，希望德鲁兹人离开政府军，不要再参与政府镇压

平民的战斗了。②而且在叙利亚德鲁兹人聚居区 Swaida，开始有小股的德鲁兹

人参加了反政府的战斗。③ 

                                                        
① 参考如 Julan Borger, "Russian military presence in Syria poses challenge to US-led 
intervention: Advisers deployed with surface-to-air systems bolster President Assad's defences and 
complicate outcome of any future strikes", The Guardian, 23 December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2/dec/23/syria-crisis-russian-military-presence, 2013-04-01。 
② "Druze preachers in Swaida urge defections". The Daily Star (Lebanon), http://www.dailystar. 
com.lb/News/Middle-East/2013/Feb-18/206839-druze-preachers-in-swaida-urge-defections.ashx#a
xzz2Lajr1h86 ，2013-03-14。 
③ "Syrian rebels arm Palestinians against Assad". Reuters, 31 October 2012，http://www. Washin 
gtonpost.com/ world/middle_east/syrias-druze-minority-is-shifting-its- support-to-the-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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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督教人口 

 内战伊始的基督教人口多站在阿萨德政府一边，因为这部分人口中的商人

和中产阶级比较多，属于叙利亚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基督教人口并没有自己

的武装力量，属于骑墙派的这部分人口又很容易受到反政府的穆斯林军事力量

的迫害。这种情况随着阿萨德政府力量的逐渐削弱而日益严重。虽然目前尚未

发生大规模的迫害事件，零星的迫害事件时有发生。基督教徒特别为自己的前

途担忧，尤其是如果内战以伊斯兰极端势力获胜并进一步掌握新的政权而收尾，

基督教徒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和生活平静极有可能将会受到严重威胁。① 一方

面他们没有和反政府力量站到一起；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日渐式微，他们也没

有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和政府军战斗。在目前的反政府武装眼中，如果政府胜

利，他们是帮凶；如果政府被推翻，他们也没有什么功劳，更不配享受任何胜

利的果实。基督教徒是最希望将来的叙利亚保持对宗教自由的保护的群体。中

国政府部门和相关民间组织需要保持和这个占人口 10%的群体的沟通，因为他

们有可能在战后的叙利亚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五、结语  
     

鉴于以上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国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应该汲取来自中国

处理和中亚各国关系的经验②，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到包括美国、俄罗斯、联合国、

阿盟等在内的多边磋商和会谈，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单方面投

入比较大的人力物力，对各派别如上文所建议，从双边会谈和磋商入手，逐一

和叙利亚各派，以及叙利亚邻国的各派建立一对一的关系，磋商后阿萨德时期

的对策。中国应该本着互惠互利、有利于地区和平发展的原则，建设性地参与

到叙利亚和平重建的进程中去，下一盘多头并进，相互牵制的大棋局。只有这

样，中国才能够在处理好和各派关系的基础上，协调好和中东地区的区域大国，

以及世界上的相关大国间，针对叙利亚战后利益的关系，在将来内战结束后，

无论结果如何，都在各个方面处于不败之地。 

                                                                                                                                         
2013/02/07/9e3f52c6-6d5d-11e2-ada0-5ca5fa7ebe79_story.html, 2013-03-14日。 
① "Syrian Christians live in uneasy alliance with Bashar Assad", The Washington Post, 15 May 
2012, http://www. 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on-faith/ syrian-christians-live-in-uneasy-alliance- 
with-bashar-assad/2012/05/15/gIQAlSjsRU_story.html, 2013-04-01。 
② Martha Brill Olcott，“中国在中亚地区无与伦比的影响，”载于《卡耐基中国透视 2013年
9月》（总第 91期），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9/18/%E4%B8%AD%E5% 9B%BD%E 
5%9C%A8%E4% B8%AD %E4%BA%9A%E5%9C%B0%E5%8C% BA%E6%97%A0%E4 %B 
8%8E%E4%BC%A6%E6%AF%94%E7%9A%84%E5%BD%B1%E5%93%8D/gp11，2013-10- 
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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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most three years into Syria's internal war, with over 120 thousands 

lives killed, 6.5 million displaced refugees flooding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various 

religious and ethnic groups in Syria, especially their developing role and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is war,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groups and countries outside of 

Syria. This information can bring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thus help relevant entit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work with the 

different groups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 informed and timely bilateral effor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prepare China well when joining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under the UN framework. It also smoothes obstacles for future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Syria's post-war reconstruction. Both aspects facilitate a more constructive role 

for China in stopping Syria's civil war, while sharing major power responsibilities 

with the US and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Syria's Internal War; Religious and Ethnic Groups; Post-war Recons- 

truction 

 （责任编辑：杨 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