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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伊朗想要怎样的叙利亚

“直到下次选举，（巴沙尔·）阿萨德
都是叙利亚的合法总统， 任何个人都有
竞选总统的自由，到那个时候之前，阿萨
德都是总统。” 这是伊朗外长萨利希3月
2日在会见到访的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
后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的公开发言。 萨
利希说， 巴沙尔2014年将像其他人一
样，参与总统选举。最终结果将由叙利亚
人决定。

当前，叙利亚内战进一步加剧，美国
也扬言已做好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准备，
而伊朗自身因核问题所面临的压力也在
不断加大。 在叙利亚局势突变可能性加
大的背景下，能否继续支持巴沙尔政权，
以及如何面对叙利亚可能出现的后巴沙
尔时代，都是伊朗面临的沉重压力。

对叙利亚危机， 萨利希说，“伊朗首先
希望流血冲突停止， 但叙利亚政府除了打
击恐怖分子别无选择。 ”“我们不能要求叙
利亚不采取行动，放任不管。 ” 对于美国，
萨利希说，“某些国家推行双重标准， 令叙
利亚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加深。 ”

中东动荡两年多来， 伊朗对于突尼
斯、 埃及等国的反对派给予了积极支持
与声援，而对作为伊朗盟友的叙利亚，伊
朗则全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反对
西方和地区国家颠覆叙利亚政权。 从本
质而言， 伊朗的政策差异主要出于对伊
朗国家利益的考虑， 但伊斯兰因素也构
成了伊朗不同政策取向的重要影响因
素。 伊朗的叙利亚政策既有维护伊朗现
实利益的战略需要， 同时也是什叶派与
逊尼派复杂博弈的反映。

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形成经历了复
杂的历史演变。 在20世纪50-60年代，
伊朗和叙利亚尚处于对抗状态。在1968
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关系恶化和1973年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 伊朗和叙利亚的关
系得到了一定改善。叙利亚哈菲兹·阿萨
德政权作为阿拉维派建立的世俗阿拉伯
民族主义政权，一直遭到逊尼派的质疑，
其原因在于叙利亚宪法规定总统必须是
穆斯林， 而很多逊尼派否认阿拉维派的
穆斯林身份。 1973年，与伊朗什叶派有
密切关系的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穆萨·萨
德尔发布教令， 宣布阿拉维派属于什叶
派，进而帮助哈菲兹·阿萨德巩固了其政
权合法性。 此后，经由穆萨·萨德尔的联
系，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与伊朗伊斯兰革
命力量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也是1978年
霍梅尼遭伊拉克驱逐后，哈菲兹·阿萨德
曾表示欢迎霍梅尼到叙利亚的重要原
因。因此，什叶派因素在伊朗与叙利亚关

系缓和伊始发挥了一定的纽带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

的爆发和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 共同
反对以色列的目标使伊朗和叙利亚合作
的政治基础得以加强，而80年代的两伊
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
使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
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支持伊朗，
反对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
场，同时允许伊朗革命卫队在1982年黎
以战争中进入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
训练真主党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

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伊朗和
叙利亚关系一度因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
进程而疏远。 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继
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国力持续衰落，尤
其是在黎巴嫩问题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
严重孤立， 使叙利亚对伊朗的需求不断
扩大；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 叙利亚和
伊朗安全环境恶化， 并有可能成为西方
干涉的下一个目标之际， 伊朗和叙利亚
同盟关系再度得到加强， 其突出标志是
双方于2004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定。

从本质上来说，伊叙战略同盟“是一
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盟，
叙利亚复兴党世俗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
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在意
识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因此，从
双边的角度看， 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
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
出， 伊朗既没有向叙利亚输出革命和伊
斯兰意识形态的诉求， 叙利亚也无效仿
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 但从伊朗对外战
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 伊斯兰
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潜在因素。

尽管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性质不同，
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阿拉维派，
两国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存在矛
盾， 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
朗抗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 这也是
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
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 伊朗与沙特海湾阿拉伯
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拉
伯民族的矛盾， 叙利亚与沙特等国家的
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
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 但从教派关系
的角度看，伊朗、叙利亚和沙特又都存在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 从意识形态和
教派因素的角度看，沙特、卡塔尔等国家
积极配合西方试图颠覆巴沙尔政权，其
深层考虑主要有二。 首先，利用“阿拉伯
之春”，彻底清除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共
和制政权， 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
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其次， 叙利亚什叶派政权是两伊战争中
惟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 并选择长

期与伊朗结盟， 引起了阿拉伯逊尼派国
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不满。 沙特等国主
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
权， 无疑有利于实现其削弱什叶派和宿
敌伊朗的双重利益。因此，伊朗选择支持
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既是维护双方战略
利益的需要， 也符合伊朗抗衡沙特逊尼
派的教派斗争需要。

从伊朗对外战略和中东战略的角度
看，叙利亚是伊朗打造的“什叶派新月地
带”的中枢环节，在伊朗和美国的战略博
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促使伊朗在中东
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前不久，美
国国务卿克里在罗马出席“叙利亚之友”
国际大会时宣布， 将首次直接向叙利亚
反政府武装提供逾6000万美元的“非致
命性”援助。

在伊朗打造的 “什叶派新月地带”
中， 叙利亚无疑是中枢环节。 有专家认
为，进入21世纪后，伊叙战略同盟的功能
转化为挫败巴以奥斯陆协议并支持哈马
斯取代法塔赫， 在伊拉克确立什叶派主
导地位并扩展“什叶派新月地带”，维系
叙撤军后的对黎巴嫩的控制， 抗衡美国
组建的反伊联盟。 而美国则极力打造包
括沙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以及其他逊尼
派国家的亲美阵营。 自叙利亚陷入动荡
以来，在沙特、摩洛哥、卡塔尔等国推动
下， 阿盟在数次通过谴责巴沙尔当局的
决议后，最终“开除”叙成员国资格，导致
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 在联合
国等国际框架内， 阿拉伯国家积极配合
美欧推动军事干预叙利亚。 叙利亚作为
美伊抗衡对峙的焦点， 不可避免地渗透
着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与美国
领导的逊尼派亲美国家的矛盾。

当前，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巴沙
尔政权的脆弱性进一步显现。 依照某些
美国人的构想，在叙利亚政权垮台后，下
一个战略目标无疑是解决伊朗核问题，
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从叙利亚局势的复
杂性来看， 即使巴沙尔政权以某种方式
垮台， 叙利亚也很难按照西方设计的轨
道发展， 其最大的问题也是西方的困难
就是叙利亚有可能陷入类似上世纪80
年代黎巴嫩的长期内战。 一旦这种局面
出现， 叙利亚就会变成包括美伊在内各
种内外力量角逐的烂摊子， 而难以成为
西方颠覆伊朗的桥头堡。

从某种程度上说， 伊朗面临的局面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问题的关键并不
在于伊朗能否继续支持巴沙尔政权到
底， 而在于西方能否掌控后巴沙尔时代
的叙利亚局势。 无论叙利亚走向黎巴嫩
化还是伊拉克化， 伊朗都还有巨大的回
旋空间。 指望巴沙尔政权垮台后迅速在
伊朗产生多米诺效应， 只能是天真的一
厢情愿。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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