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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叙军驻黎的历史演变 
严 庭 国 

 
内容提要   在国际社会各方的支持和默认下，叙军进驻黎巴嫩。叙军驻黎维护了黎的政治格局，维护了叙黎的

“特殊关系”，但是阻碍了美国的中东和平进程和大中东民主计划。美法共同推动安理会通过 1559 号决议，逼

迫叙利亚从黎全面撤军。美国高举关注黎“民主进程”的大旗，将叙撤军视为推动中东民主的切入点和摆脱泥

潭的突破口。法国欲通过美国的“大门”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展示其参与解决地区问题的实力和能力，保护

在黎的传统利益。以色列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抬高恢复和谈的条件，以期渔翁得利。叙撤军导致黎政局扑朔

迷离，黎各派别势力将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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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559 号决议之后，黎
巴嫩议会以高票通过延长拉胡德总统任期的宪法

修正案和前总理哈里里遭暗杀事件，引发了黎社会

的剧烈动荡，爆发了迎合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

“雪松革命”、“民主起义”。迫于国际社会各方和

黎反对派的共同压力，叙利亚分两阶段于 4 月 26
日完成了撤回所有驻黎军队和安全机构的工作，全

面履行了安理会 1559 号决议和《塔伊夫协议》的
承诺。至此，叙军结束了近 30 年驻黎的历史，黎
各派力量将在没有叙军存在的新框架下重新洗牌。

本文试对叙军驻黎事件的历史演变作一解析。  
一、叙黎同根同源 

历史上，同处阿拉伯“沙姆”地区的叙黎是原

属一个国家的两个地区，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

景。公元前 2000 年，叙黎为腓尼基的一部分，相
继受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等统治。公

元 7世纪时，为阿拉伯帝国所统治。16世纪初，一
起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

地区）的阿拉伯人宣布独立，成立君主立宪国家，

此举因遭到法国反对而流产。①依据 1920年 4月协
约国《圣雷莫协定》，法国继续委任统治叙黎地区。

为了强化委任统治和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法国委

任当局对叙黎实行分而治之，刻意突出叙黎两地的

宗教特性（即叙利亚的伊斯兰教特性和黎巴嫩的基

督教特性），将其分割成两个各自为政的地区，扩

                                                        
①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 2001
年 8月版，第 146页。 

大叙黎之间的矛盾。法国的民族分化和宗教对立政

策是导致叙黎成为两个独立国家，也是黎独立后各

教派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 
迫于要求独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

高涨，法国在 1941 年 11 月 26 日宣布结束对黎的
委任统治。1943年 11月 22日，黎获得独立，成立
黎巴嫩共和国。1946年初，叙利亚政府要求法国军
队撤走和叙利亚独立的决议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获得通过，3 月，法国被迫同意从叙利亚撤军，4
月 17 日，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离了叙利亚。4 月
17日从此被定为叙利亚的民族独立日。 

叙黎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特

殊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一战后的法国委任统治

时期，黎马龙派认为，黎应当是马龙派天主教徒居

主导地位的“大黎巴嫩”国家，其版图应包括原属

叙利亚的部分领土；按照黎穆斯林的意愿，黎应当

是“大叙利亚”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叙阿拉伯民

族主义运动更是认为，黎是叙的一个省份，叙对黎

拥有主权，应将其划入叙的版图。因此，历届叙利

亚政府都没有将黎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1943
年黎独立时，叙未予承认，未建立外交关系，也不

互设使领馆。叙黎实行统一签证，即任何一方驻外

使馆签发的签证均可进入另一国。叙已故总统阿萨

德曾在 1971 年和 1972 年两次提到：“黎巴嫩和叙
利亚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历史关系，没有一个叙利亚

或黎巴嫩政权可以忽视这一点⋯⋯叙利亚和黎巴

嫩拥有一片土地，两国人民比兄弟还要亲。”1976
年阿萨德又说：“自古以来，叙利亚和黎巴嫩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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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以，许多叙利亚民众

至今都认为，黎是叙的一个省份。 
二、叙军临危受命   

独立后的黎巴嫩党派、教派林立，政局动荡不

安。1975年 4月 13日，黎内战爆发，基督教的马
龙派民兵、穆斯林激进派与驻扎在黎境内的巴勒斯

坦武装组织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976年
3～4月，穆斯林激进派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取得了
军事上的主动权，控制了黎全国 70%的地区，并开
始对基督教马龙派民兵实施最后的“征服”和“屠

杀”。此时，应黎政府的正式请求，在阿盟的授权

下，1976年 5月，叙利亚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
向黎派遣了 3.5 万名军人。叙军队最终选择了站在
黎基督教保守政府一边，遏制和打击了穆斯林激进

派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叙的考虑是：（1）黎穆斯
林激进派一旦掌握政权，会组成不利于叙的伊斯兰

教政府，并与伊拉克结成反叙联盟。在这些穆斯林

激进力量派别中，不少派别（如卡迈勒派、琼布拉

特派）对叙持批评态度，有的派别是亲伊拉克复兴

党的，并受控于伊拉克政府；（2）黎基督教保守政
府一旦垮台，会造成黎的分裂，引来以色列的军事

入侵和西方社会的政治干涉。叙确信，保住软弱的

基督教保守政府，就能够维护黎的领土完整，令弗

朗吉亚总统感恩戴德。对这一令人费解的叙利亚立

场，阿萨德曾解释道：“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历史

性的机会，我们要利用它来改变马龙派对叙利亚的

态度，赢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保护

者已不再是法国或西方了。”（3）叙军驻黎有助于
构建抵抗以色列侵略的战略屏障，叙可以在黎的领

土上建立缓冲地带，控制 1970 年转移到黎南部的
众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阻断阿以冲突的战火，实

现对以色列的战略防御和进攻。（4）叙军驻黎有助
于将黎纳入大叙利亚的战略框架。阿萨德总统将叙

利亚对黎的实际控制看成是实践“大叙利亚战略”

的第一步，将来在完成叙民族主义运动的“大叙利

亚战略”后，再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5）叙军
驻黎有助于维护叙的经济利益。黎是叙石油和电力

的重要出口市场，是叙百万劳工侨汇收入的主要来

源地，也是叙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叙的

部分水资源来自黎境内，贝鲁特港口是两国最主要

的对外通道。另一方面，在黎银行中叙利亚人的存

款高达 100 亿美元，占黎存款总额的 20%，这笔巨

额资金的流动对叙黎金融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1976 年 10 月，在开罗召开的阿盟首脑会议上，

叙对黎的军事介入得到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认可，

叙对黎的实际控制地位同样被确认为合法。为了保

障叙的安全利益，强化其在黎的影响力，叙在黎部

署了 3000 至 4000 名安全机构的特工人员。不仅如

此，叙还在黎培植忠实于自己的民兵军事组织：什

叶派“希望”运动民兵、叙利亚社会民族党民兵和

弗朗吉亚民兵。至 1977 年，叙的威慑部队基本上

控制了黎大部分地区（西部地中海沿岸和东部贝卡

地区）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战略地区。叙在完成对黎

的军事控制之后，与基督教马龙派政府保持着紧密

的工作关系，同时极力安抚黎穆斯林激进派联盟和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派别，为维护黎社会的稳定和经

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叙军自 1976 年进驻黎巴嫩起，一直遭到黎反

对派的强烈反对，被他们视为占领军。1989年《塔
伊夫协议》因没有明确叙军撤离的具体时间，也遭

到了黎反对派的坚决抵制。2000年 6月，以色列单
方面从黎南部撤军后，黎国内要求叙军撤离的呼声

日渐高涨。尽管叙军驻黎有《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

条约》和《安全与防务条约》等多个法律文件作保

障，但为缓解黎反对派的压力，巴沙尔总统执政以

后，对驻黎叙军已进行了 6 次重新部署，将 3.5万
人的驻军裁减至 1.4万人（其中包括安全人员），以
保持对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和萨巴阿农场的抵抗

姿态。2005年 3月 5日，巴沙尔总统宣布，叙将全
面履行《塔伊夫协议》和安理会 1559 号决议。叙
驻军和安全机构于 2005年 4月 26日全部撤回叙利
亚。至此，驻黎叙军结束了执行“大叙利亚”的历

史使命。 
三、美国明修栈道 

叙对黎的军事介入当时是得到美国支持的，阿

萨德本人证实道：“当时，美国支持叙利亚对黎进

行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①美国之所以支持叙的

军事介入是基于以下考虑：（1）阿萨德是该地区惟
一能够结束战争、使黎巴嫩问题得到建设性和平解

决的领导人；（2）如果在黎出现一个由左派与巴勒
斯坦解放组织联合组成的政权，黎将可能永远不得

安宁；（3）在黎问题上与阿萨德合作可以削弱苏联

                                                        
① 【以】摩西·马奥茨：《阿萨德传》，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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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马士革的影响。 
在“9·11”事件和美军占领伊拉克之后，美

叙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

战争和反对美国打击对象“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

美国将叙利亚视为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绊脚

石”，对其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和制裁措施。首先，

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无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

家”、“可能实施核打击”对象和“暴政前哨国家”

的黑名单。而后，布什总统在 2003 年 12 月 12 日
签署了国会批准的对叙实施政治、经济和外交制裁

的《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案》。日前，美国

又借安理会 1559 号决议逼叙从黎全面撤军。美国
高举关心黎“政治独立”和“民主进程”的大旗，

将解决叙军驻黎问题看作是推动中东“美式民主”

的切入点和摆脱“中东泥潭”的突破口，旨在打压

叙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削弱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迫使叙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步调一致”。

以色列总理沙龙曾为美国高官指点迷津说，“叙利

亚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①。这一观点与美国前

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中东地区，

没有埃及参加就不会爆发战争；没有叙利亚参加就

不会有和平。” 
美国为何如此“敲打”叙利亚呢？以下因素看

来至关重要：（1）叙强烈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放
任反美武装进入伊拉克，致使伊战后局势持续恶

化，造成了美军士兵的重大伤亡。（2）叙在中东和
平进程中坚持强硬立场，使叙以和谈 2000 年中断
以来难以为继，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就此搁

浅。（3）叙支持和收容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激进组
织，如巴勒斯坦人阵（总部）、人民斗争阵线、哈

马斯和杰哈德等抵抗运动组织以及黎真主党武装，

叙不仅提供资金和给养，而且提供从事政治活动的

场所和办公地。（4）驻黎叙军干涉了黎内政，干扰
了黎国内的民主进程，与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革 “步
调不一致”。美国认为，所有黎政府的决定都可假

定为是由叙政府最后拍板的。只有叙军和安全机构

全部撤出黎巴嫩，才有可能给黎巴嫩的民主“一个

兴盛的机会”。布什总统 2005年 3月 2日命令叙必
须立刻终止对黎政治事务的影响。（5）叙与伊朗两
国共同支持黎真主党，抗击以色列侵占黎领土。以

                                                        
①见《叙利亚与黎巴嫩问题》，卡塔尔《阿拉伯半岛》2004
年 10月 23日。 

色列时常遭到来自黎真主党导弹、飞机和人体炸弹

的袭击。解决驻黎叙军问题，有利于拆散叙与伊朗

的反美联盟。 
四、法国暗渡陈仓   

在国际舞台上，法国总是与美国意见相左。然

而，此次法国一反常态，十分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

起，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559 号决议，使许多
分析人士大跌眼镜。法国称，它的这一行动完全是

理智和现实的，并非一时冲动。法国并不在意美国

人按自己意图处理与叙的关系，然而，法国将在执

行安理会 1559 号决议的框架内一直努力下去，直
至黎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② 

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外交

举措：（1）解除了对居住在巴黎的黎反对派的政治
禁令，允许著名的黎反对派人士奥恩在其住地举行

纪念黎独立的庆典活动，法国一些政府官员和议会

议员到场，盛况空前。（2）邀请黎主要反对派领袖
琼布拉特和天主教红衣主教舍菲尔访问爱丽舍宫。

（3）法国总统亲自选定外交部中东北非司司长巴
尔南·伊米任黎巴嫩新大使。据称，这位重量级人

物是最能理解和体现希拉克总统思想和意图的。

（4）希拉克亲自出席了哈里里的葬礼，并提出派
法国专家参与调查哈里里爆炸案。（5）希拉克在巴
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西班牙首

相萨帕特罗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发表了对黎局势的

联合声明，敦促叙执行安理会 1559 号决议，迅速
从黎全面撤军。 
仔细探究法国的外交政策，可发现法国借助美

国重返黎巴嫩乃至中东的主要原因是：（1）海湾战
争以来，由于美国采取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法国

的中东利益蒙受巨大损失。叙利亚新闻部长马赫迪

说：“法国的行为也许旨在恢复在中东的某种势力，

通过美国的‘大门’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③同时，

法国也借机向美国和世界展示其参与解决地区问

题的实力和能力，以“法国参与”的实效回击和批

驳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2）法国一直重视保护在
黎的传统利益，尤其是马龙派天主教徒的宗教势

力。马龙派历来亲法，主张黎应在政治和外交上继

续与前宗主国法国保持联系。④法曾在 1982 年和

                                                        
② 黎巴嫩《贝鲁特使命》，2005年 3月 20日。 
③ 同①。 
④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第 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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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两次与美、英和意联手，组成多国部队武装
介入黎内战。此外，法国还是驻黎联合国维和部队

的重要成员。（3）法致力于实现其经济利益，大力
投入黎经济重建。法与黎在水资源、天然气、军事

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卓有成效，为此，法每年有

1500～2500万美金的援助投向黎文化、教育和职业
培训领域。1996 年，法向黎提供了 10.5 亿法郎赠
款、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2002年 11月 23日，希
拉克总统主持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次国际援黎会

议，18个国家首脑、欧盟及 7个国际金融机构的代
表与会，承诺向黎提供 44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法
国占 5亿美元。（4）法对黎首脑不参加在布基纳法
索首都瓦加杜古举行的第十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

（2004年 11月 26～27日）表示强烈不满。法国认
为，为了帮助贝鲁特成功主办第九届法语国家首脑

会议（2002年 10月 18～20日），法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①这是第一次由一个阿拉伯国家主办法语国

家首脑会议，有 55 个法语国家的首脑出席会议，
闭幕时发表了《贝鲁特宣言》。法国将黎不维护其

尊严和威信的行为归罪于叙对黎的严密控制。（5）
2004年 8月 21日，巴黎市 11区发生了放火焚毁一
家犹太人社会中心事件。以色列政府立刻作出强烈

的反应，呼吁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离开这个反犹势

力抬头的西方国家，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

力。此次，法国参与美国“关注黎巴嫩民主进程”

和“制服”以色列对头叙利亚的行动，有着明显的

“讨好”和“修复”法以关系的痕迹。② 

五、以色列渔翁得利 

叙对黎的军事介入遏制了激进的黎穆斯林和

巴解武装组织的势力，客观上缓解了来自北方对以

色列的压力，故没有引起以的反对。叙虽有意在黎

建立阿以冲突缓冲区，没有对以的安全利益构成直

接危害。因此，以只提出了“红线”的要求，即叙

在黎的军事行动仅限于地面部队，不得动用空军力

量，且不得越过威胁以色列的西顿——杰津一线。 
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受阻和美国反恐战争的

扩大，以与美感受到了来自叙黎的层层干扰。布什

在 2005 年国情咨文中指责叙继续允许恐怖分子使

用其领土“破坏中东的每一次和平机会”。为了软

                                                        
①涂龙德：《法语国家首脑聚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②见《叙利亚与黎巴嫩问题》，卡塔尔《阿拉伯半岛》2004
年 10月 23日。 

化叙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强硬立场，配合美实施大中

东民主计划，以对叙利亚步步逼近，企图利用安理

会 1559 号决议渔翁得利，获得难以从谈判桌上获

得的利益。 
（1）水涨船高，一再抬高和谈条件。在叙利亚

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时，以色

列提出了“终止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激

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并关闭其在大马士革的办

事处”的叙以和谈条件，迫于美国反恐和与以和谈

的双重压力，叙暂停了与上述组织的联系，将其办

事处迁出大马士革，安置在靠近叙黎边境地区。以

对叙的这一妥协姿态毫不领情，跟着就提高了和谈

的台阶，将“无条件从零开始”作为叙以和谈的新

条件，拒绝了叙一直坚持“从和谈中断的地方恢复

谈判”的立场（即肯定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承诺的“以

色列撤回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的界线”为谈判的起
点）。由于叙以双方在重开和谈“有条件”与“无

条件”上立场对立，和谈一直难以恢复。2005年，
在众多不利的国际形势下，叙通过西班牙、土耳其

等国表示，愿意“无条件”恢复叙以和谈。西班牙

外交部长发表声明说，此次叙利亚准备与以色列无

条件恢复和谈，说明大马士革真正想利用手中的这

张牌了。然而，沙龙却又为叙以和谈设置了新的台

阶，称叙只有全面履行安理会 1559 号决议，撤回
其全部的驻黎军队和安全机构，以色列才会接受叙

“无条件”恢复和谈的要求。 
（2）水到渠成，“单轨”变“双轨”。在半个

多世纪的阿以冲突以及中东和平进程中，叙黎两国

一直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叙黎是仅有的两个未与

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邻国。在《塔伊夫协议》之

后，叙黎两国签署了《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

和《安全与防务条约》。依据这些条约，叙对黎的

安全负有法律责任和义务。黎一旦遭受到以色列的

攻击，可以寻求叙的支持。同时，双方决定在与以

的谈判中密切配合，坚持叙以和谈与黎以和谈同步

进行，不给以色列提供可乘之机。黎在叙军和安全

机构近 30 年的实际掌控下，历届政府都与叙保持
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对外对内的政策基本趋同，有

报道说，黎政治的真正决策并非在贝鲁特，而是在

大马士革。 
叙军撤出后，黎政局会随之发生变化，以色列

有可能单独与黎媾和。先前的叙以和谈与黎以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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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捆绑方式将会松动，这意味着同步展开的 “单
轨”和谈也将可能变成“双轨”和谈。继埃以、约

以、巴以和谈进程后，以有望单独与黎重开和谈。

这会给已经“封冻”多年的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一线

希望，以也有望在与邻国建交的道路上再下一

“城”。 
（3）直面仇敌，清除隐患。安理会 1559 号决

议的第三条规定“要求解散所有黎巴嫩和非黎巴嫩

民兵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一条款对以色列的安

全来说颇为重要。它至少说明两点：第一，黎政府

有义务解散所有的民兵组织并解除他们的武装。第

二，在特定条件下，以可以凭借联合国的这一条款，

打击这些武装组织。众所周知，该条款主要是针对

黎真主党的。受到叙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一直与以

色列势不两立。沙龙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

再三强调：以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真主党。真主党

现拥有 5000 名党员，8000 多名武装人员，在贝卡

谷地建有训练营地和先进的导弹、飞行器发射基

地，不时对以发动袭击。1990 年黎内战结束后，真

主党是惟一被允许保留武装的组织。真主党还拥有

自己的报刊和电视台，在黎上届议会中占有 9个议

席，在黎南部享有极高声誉，是黎政坛上一支不可

忽视的力量。此轮议会大选中，真主党联盟获得了

23个席位。 
叙撤军后，真主党虽扩大了自己势力范围，但

已失去叙军的直接支撑，将孤军奋战在抗击以占领

的前沿阵地。对以色列来说，只有打击和清除了黎

真主党的武装，才能在北方构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牵制叙利亚，但当前以动武的条件并不充分。 
六、黎政局扑朔迷离 

叙军于 2005年 4月底之前已全部撤离黎巴嫩，
黎各派势力的长期平衡被打破，黎政局的未来走向

变得扑朔迷离。从黎的政治结构、各派别实力和社

会文化的现状看，黎将依然延续《民族公约》和《塔

伊夫协议》的政治架构，得到西方社会支持的黎反

对派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实利，但不具备组建亲西方

黎巴嫩新政权的实力。黎政局的变化大致有以下三

种可能性：反对派大获全胜；对立两派相互妥协；

政局动荡陷入内乱。 
（1）反对派大获全胜。黎反对派发动的要求叙

撤出驻军、黎政府和黎总统下台的“雪松革命”是

由美国幕后一手策划的，是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

组成部分。2004年 1月 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
情咨文中宣称：“在中东地区，只要仍然存在暴政、

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全

的活动。因此，美国执行在大中东地区促进自由的

前进战略。”①从那一刻起，美国便不遗余力地推行

大中东计划战略。美宣称“要解放黎巴嫩”，给黎

在没有外国军队驻扎下举行议会大选的民主机会。

美国期望在黎“雪松革命”中扶植亲美势力，完成

一次非暴力的民主革命，为大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

树立榜样。 
在此国际背景下，黎反对派发动的“雪松革命”

的兴起是与其社会结构有着直接的关联。黎教派众

多，且与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关系。虽然，经过 15
年的内战和 16 年重建，黎的基督教属性已经开始
逐步被伊斯兰教属性所取代，但黎仍然是阿拉伯国

家中伊斯兰意识形态较为薄弱的国家，西方意识形

态在黎颇有市场和土壤。因此，美国的大中东民主

计划企图在黎实现突破，黎反对派也有可能在未来

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从而改变黎的政治走向。 
（2）对立两派相互妥协。前不久，黎反对派组

织了数十万人的民众集会，黎反对派高呼“叙利亚

滚回去！”、“卡拉米下台！拉胡德下台！”的口号，

集会民众在烈士广场上组成一面 3800 平方米巨大
的黎国旗和一面要求调查哈里里遭暗杀真相的黑

色旗帜，声势很大。然而，之后，黎真主党、阿迈

勒运动、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等党派组织振臂

一挥，50多万民众上街游行，在烈士广场上发表了
措辞激烈的讲话，反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干涉黎内部

事务，称安理会 1559 号决议的目的是使黎重新回
到分裂的状态，破坏黎叙的“特殊关系”。此次集

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气势上都远胜于黎反对派

的集会，客观上反映了黎民众求稳定、厌内乱的心

态，反映了现政府尚有较深厚社会基础的事实。 
在叙撤军后，亲政府派将失去叙的政治支持，

在与基督教派的争权夺利中将失去以前的优势，但

是，他们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绝非不堪一击，在未

来的议会选举中也不会一败涂地。黎政局最有可能

出现的局面是亲政府与反对派相互妥协，以保持黎

政局的相对稳定。社会进步党主席琼布拉特和马龙

派大主教等反对派人士在与真主党总书记和黎总

                                                        
① 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美国参考》2004
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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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会见之后，陆续发表了谈话，“应警惕挑起内乱

的政治图谋”，有意缓和黎紧张的国内局势；反对

派还表示，“现阶段解除真主党武装是行不通的”。 
（3）政局动荡陷入内乱。 
在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被炸身亡后，贝鲁特又

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导致数百名平民伤亡，加剧

了黎国内政局的动荡。众所周知，黎是典型的教派

分立的国家，每当黎内部教派矛盾激化和彼此争权

夺利时，外部势力便会插手和干涉黎事务。1975年，
由于穆斯林派别要求增加政治权力，引发了黎内部

的教派斗争，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美国和

法国等外部势力都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导致了黎 15
年的内战。目前黎的政治斗争又处在一个关键的十

字路口，反对派和亲政府派的矛盾激烈。美法借助

安理会 1559号决议，对黎事务进行全方位的干涉。
叙利亚则凭借在黎 30 年的驻军历史，牢牢控制着
黎石油、电力、粮食、劳务等重要经济命脉，掌控

着黎真主党武装，握有抗衡西方势力的社会基础，

即便在撤军之后，仍可影响黎的事务。叙总统巴沙

尔指出，叙不反对从黎撤军，撤军也不意味着叙不

再影响黎。依据黎国内外的综合情况，黎再次爆发

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以下是值得关注的诱发内

战的主要因素： 
第一，美国因素。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

开始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战略，强行向中东地区推

销美式文化和美式民主，这种靠武力和强权带来的

外来文化和外来民主，势必与本土的伊斯兰文化和

价值观发生激烈碰撞，其消极影响也必将深入黎社

会内部，从而导致黎社会的反美倾向加剧，成为诱

发黎内战的因素。 
第二，真主党因素。黎真主党在 2003 年被美

国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2005 年 3 月 10 日

又被欧洲议会列为“恐怖组织”。以消灭以色列、

铲除西方影响、按伊朗模式在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为目标的真主党，它强大的武装力量驻扎在黎南部

地区，用“圣战”抗击着以色列的占领，在黎民众

心目中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是 120万什叶派居
民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如果强行实施安理会 1559
号决议，或在保留武装和政治权利方面处理不当，

真主党也会演变成诱发黎内战的因素。 
第三，圣战者组织因素。伊斯兰国家如遇外部

入侵，或由外部因素引发了动乱，那就会出现本国

或来自穆斯林社会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这是当代

伊斯兰社会的常见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的阿富汗
战争是如此，21世纪的伊拉克战后也是这样。如果
美国在黎一意孤行，引起黎政局动荡的话，伊斯兰

圣战者组织也有可能再次进入黎巴嫩，开辟新的反

美战场。 
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阿拉伯民族的战略利

益，叙利亚军队在 1976 年以阿拉伯威慑部队名义
进驻黎巴嫩。在维系黎政权的延续、领土的完整、

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中，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得

到了国际社会其中包括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和认

可。在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和实施大中东民主

计划中，叙利亚在黎的军事存在和叙黎的“特殊关

系”却成了严重的阻碍。2005年 4月，叙利亚完成
了撤军，履行了安理会 1559 号决议，避免了遭受
制裁的困境。随着叙利亚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撤离，

黎巴嫩国内的议会选举虽已结束，但各政治派别的

激烈争夺还在持续。虽然，黎局势存在着许多诱发

内战和动乱的因素，但是，绝大多数政治家和民众

对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希望维护社会稳定和反对

干涉黎内部事务仍然是黎社会的最强音。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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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8 月 1 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沙特国王法赫德已于当日病逝。沙特王储、副首相兼国

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 
阿卜杜拉·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生于 1924 年，是法赫德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幼年起接受宗教教

育。1964年，任国民卫队司令，1975年被任命为第二副首相，1982年 6月，被立为王储同时兼第一副首
相和国民卫队司令。喜好读书，赛马，沙漠旅行。他曾于 1998年 10月访华。朱威烈教授在接受《解放日
报》采访时认为，由于阿卜杜拉王储已代政多年，其继位顺理成章，沙特政局不会生变。（杨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