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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答

本报记者 裘雯涵

仅仅一周多，叙利亚局势就迎来
了剧变。据新华社报道，叙反对派武
装人员8日在电视讲话中说，他们已
“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
据知情人士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
萨德8日已乘飞机离开大马士革。俄
罗斯外交部同日称，阿萨德已放弃总
统职位并指示叙利亚政府和平移交
权力。

叙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形势为
何骤然变化？叙利亚将何去何从？记
者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教授丁隆。

局势为何骤变？
11月27日，反对派武装及极端

组织人员发起闪电攻势，叙利亚局势
骤然升级。

12月8日早些时候，叙反对派武
装宣称“完全控制”霍姆斯市，这是攻
入首都大马士革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几小时后，反对派武装称已进入大马
士革，“没有看到政府军部署”。大马
士革城内响起爆炸声和枪声。

随后，叙利亚军方高级官员曝光
称，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已在8日乘
飞机离开大马士革，去向不明。叙利
亚总理贾拉利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
讲话，表示已准备好与任何人民选择
的领导人“合作”。

不久之后，叙反对派武装“解放
叙利亚”联盟（又译“沙姆解放组织”）
发表声明说，他们已“解放大马士革
并推翻阿萨德政权”。叙利亚国家军
队也说，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已
经结束。

解放日报：叙利亚以上局势进展
意味着什么？

丁隆：以上形势表明，长期执政
的阿萨德政权大势已去。虽然叙政府
总理称愿意与反对派合作，但由于双
方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
合作的可能性极低，这更多是象征性
的表态。

实际上，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与
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攻入喀布
尔、夺取阿政权极其相似。

考虑到叙利亚反对派的极端主
义背景，若反对派上台，如何在国内
实现和解、安全和稳定，如何获得国
际社会承认，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叙
利亚的未来仍在未定之天，前景并不
乐观。

解放日报：一周多时间内，反对
派武装及极端组织接连攻下叙第二
大城市阿勒颇、第四大城市哈马、第
三大城市霍姆斯，最后进入首都大马
士革。在哈马等地区，反对派进入城

市后数小时，战斗就宣告结束。反对
派武装为何能“闪电”推进？

丁隆：深层原因在于，近年来经济
的持续恶化令叙政府军表现“拉胯”。

自“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十多
年来一直处于战乱状态。以美国为首
的国际制裁则让叙利亚经济崩溃、民
生极度恶劣，就连政府公务员的平均
月薪也只有十多美元。

此次形势骤然变化，也体现出民
心向背。经济困境和战乱已令民众对
政府失去信心，就连官兵也不愿为政
府作战，政府军大批逃离战场的情景
在多个城市上演。

其次，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大
变化。十多年前，阿萨德政权得到俄
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大力支
持。但如今，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在和
以色列的冲突中被削弱，俄罗斯则深
陷俄乌冲突，这三方力量已自顾不
暇，不仅无法提供关键性支援，还撤
走了在叙利亚的人员。

在叙利亚投入大量资源后，俄罗
斯和伊朗对叙利亚的放弃态度令外
界意外，这体现出其自身难保、能力
有限，也体现出在地缘政治变化下，
它们已不愿承担更大风险。

为何都不想介入？
若阿萨德政权垮台，叙利亚将出

现安全真空。目前，各方已表示对叙
利亚局势的密切关注，但似乎均无意
下场。

7日，多国外长在卡塔尔首都多
哈商讨叙利亚局势。会后，俄罗斯、土
耳其、伊朗、伊拉克、埃及、约旦、沙特
阿拉伯和卡塔尔发表联合声明，呼吁
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停止军事行动。

美国白宫8日称，美方不会进行

军事干预。以色列也表示不会介入。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说，如
果当地武装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
将强力回击。

解放日报：叙利亚局势突变，各
方态度如何？外部势力会介入叙局
势吗？

丁隆：从最新进展来看，支持阿
萨德政权的俄罗斯、伊朗基本不会介
入，其对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力将大幅
下降。

叙利亚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对于
介入叙局势也没有太大兴趣。

以色列是叙局势骤变的受益方
之一，但直接下场的可能性很低。从
目前来看，以色列主要将加强对在叙
境内占领的戈兰高地的防御，防止叙
极端主义势力收复戈兰高地，但不会
去主动招惹。

美国也没有动力直接介入。特朗
普最新表态也表明，下届美国政府不
会卷入叙利亚冲突。实际上，美国过
去十多年来，各届政府均延续从中东
战略收缩的政策，避战情绪明显。

未来能在叙利亚局势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只剩下土耳其。可以说，此
次叙利亚局势突变，土耳其是最大赢
家。这次反对派得以迅速突进，很大
程度上也得益于来自土耳其的武器、
情报、训练、资金等全方位支持，土耳
其对此并不避讳。

接下来，土耳其在叙利亚有两大
目标：首要目标是打击在叙利亚的库
尔德武装势力，其次是在叙利亚扶持
一个亲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权。

最大受损方是谁？
解放日报：叙利亚局势骤变，将

再次打破中东地区力量平衡。阿萨德

政权若垮台，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丁隆：从最新进展来看，若阿萨德

政权被推翻，被削弱的将是伊朗，被瓦
解的将是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

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哈马
斯均是“抵抗轴心”的重要成员，后两者
已被以色列严重削弱。

若阿萨德政权垮台，“抵抗轴心”将
宣告崩溃，伊朗通过地区代理人向阿拉
伯国家渗透、在中东扩展地缘政治影响
力的长期战略也将宣告失败。这标志着
伊朗地区影响力的大幅下降。

新一轮巴以冲突一年多来，随着局
势的急剧变化和外溢，伊朗及“抵抗轴
心”成为最大受损方，这是外界都没想
到的。

解放日报：此前有分析认为，叙利
亚乱局仍有长期化的可能性。之后叙局
势将何去何从？

丁隆：若阿萨德政权结束，叙利亚
新政权将如何组成、政治过渡能否顺利
开展，仍有待观察。

叙利亚仍可能爆发内乱。一方面，
叙反对派武装具有极端主义色彩，虽然
反对派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在过
去几年内展现出包容性态度和温和化
趋势，但这是战术性还是实质性变化，
仍很难说。其之后将如何对待叙利亚国
内各民族和教派，将如何改变这个高度
世俗化的国家，仍是未知数。

另一方面，反对派也并非铁板一
块。在共同敌人消失后，其内部也可能
发生分裂。

总体来看，大国对
叙利亚深度介入的可
能性不大，但如果新政
权展现出极端属性，不
排除国际社会进行干
涉。

反对派称已解放大马士革，巴沙尔·阿萨德去向不明

叙利亚局势突变，后续如何演进 据新华社首尔12月8日电 韩国总
统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引发的政治
风波持续发酵。韩国国会7日下午就在
野党提交的总统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
动议案因执政党抵制未获通过。分析人
士指出，代表保守派势力的执政党希望
推动事态“软着陆”，因而未支持弹劾动
议案。然而，当前韩国国内要求弹劾尹
锡悦的民意高涨，在野党表示要发起新
的弹劾，韩国政治乱局仍将持续。

弹劾一波三折
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令之举令人

联想到几十年前韩国军人独裁时期的
政变，引发韩国社会强烈反对。韩国6
个在野党4日以尹锡悦违反宪法和法
律为由对其发起弹劾动议案。泛在野党
在国会拥有192个议席，距离通过弹劾
动议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即200张
赞成票还差8张，为此需要争取至少8
名执政党议员投赞成票。

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
勋5日表示该党反对弹劾总统，仅要求
尹锡悦离党。但他6日又说，如果尹锡
悦继续履行总统职务，类似此次事件
的行动可能再次上演，有必要尽快让
尹锡悦停止履行总统职务。这一表态
被解读为执政党对弹劾总统的态度发
生转变。

7日上午，尹锡悦发表谈话就紧急
戒严风波向国民道歉。韩东勋随后与尹
锡悦会谈。他在会谈后称总统“已不可
能正常履职，提前下台不可避免”，但对
执政党在总统弹劾动议案表决中将采
取的行动避而不谈。到7日下午投票表
决前，国民力量党召开会议，做出反对
弹劾动议案的决定。

最终，在7日下午的国会全体会议
上，绝大多数执政党议员先是对涉总统
夫人的“金建希特检法”投下反对票将
其否决，随后纷纷退场，拒绝参加接下
来的总统弹劾动议案表决，导致该动议
案因投票人数不足未获通过。

执政党多重考量
国民力量党在尹锡悦发布紧急戒

严令后曾在国会投票支持解除戒严令，
此后又是要求尹锡悦离党，又是声称应
停止其总统职务，但对在野党提出的弹
劾动议案却予以抵制。分析人士认为，
执政党这一看似矛盾的态度是出于多
重政治考量。

首先，执政党需要与尹锡悦作切
割。尹锡悦在国家并未遭遇紧急事态的
情况下宣布紧急戒严令，派军队封锁国
会，突破韩国社会“底线”，引发民众高
度不满，其支持率跌至就任总统以来最
低。韩国舆论普遍认为，尹锡悦下台只
是时间问题。此外，媒体6日披露的信
息显示，尹锡悦在发布紧急戒严令的同

时还指示情报部门抓捕政治人士，其中
也包括韩东勋。这导致他对尹锡悦心生
不满，6日口风出现转变。

其次，尹锡悦过早下台对执政党不
利。尹锡悦一旦下台意味着新的总统选
举将很快举行，执政党显然将在选举中
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韩国前青瓦台国
政情况室室长权起植对新华社记者说，
2016年，韩国执政党部分势力因赞同弹
劾时任总统朴槿惠，导致政权被在野党
轻易夺取，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当
选总统，保守派势力此后陷入分裂和萎
缩的困境。

第三，执政党想掌控处理戒严令风
波的主导权。国民力量党战略企划本部
副本部长柳济和6日对媒体说，停职和
弹劾是两码事，“可以有多种方式中止
尹锡悦的总统职权”。此外，尹锡悦在7
日的谈话中表示，今后的总统任期和政
局稳定方案将全权委托给国民力量党，
今后的国政运营将由执政党和政府共
同负责。这一表态被认为是认可执政党
提出的“修宪缩短总统任期”或“组建举
国内阁”等区别于弹劾的方案，促使执
政党内部支持弹劾的部分人士转变了
态度。

政局仍将混乱
尽管此次弹劾动议案未能通过，但

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表示，将在10
日定期国会结束后立即召开临时国会，
重新推进弹劾，并且每周提交一次弹劾
动议案，直到通过为止。上海政法学院
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牛笑表示，
共同民主党希望速战速决将尹锡悦拉
下台，为目前仍然官司缠身的该党党首
李在明赢得翻盘机会。

执政党则极力促成戒严令风波“软
着陆”。韩东勋与国务总理韩德洙在国
会7日举行弹劾动议案表决前曾见面
协调立场。两人8日又共同会见记者，
称将“有秩序地”推进提前结束总统任
期，总统下台前将不参与包括外交事务
在内的国政运营，执政党党首将定期与
总理会面以确保不出现“国政空白”。

与此同时，韩国检方时隔8年再次
组建特别调查本部，包括20名检察官，
另有30余名检察厅调查官也将参与调
查。8日，检方紧急逮捕了参与谋划发布
紧急戒严令的核心人物之一、已经辞职
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有分析指出，
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尹锡悦确实存在
“内乱罪”等违宪或违法行为，要求现政
权立即下台的呼声将进一步高涨。

权起植认为，民意将是决定未来韩
国政局走向的最关键因素，执政党和政
府提出的方案恐将难以得到在野党和
大部分国民同意。预计今后韩国朝野对
峙和政治矛盾将更加尖锐，政局不稳和
社会动荡将继续扩散。

尹锡悦逃过弹劾，还没完？
金龙显被捕，执政党党首称总统不再参与国政

本报记者 安峥

当地时间12月7日，法国在塞纳
河畔举行巴黎圣母院重开仪式，庆
祝5年前在大火中受伤的这位“王
后”重焕新生。

全球数十位国家领导人和知名
人士受邀出席，包括意大利总理梅洛
尼、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英国威廉
王子、现任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
登和美国科技大亨马斯克等。

在晚间庆祝活动开始前，法国总
统马克龙在总统官邸接待了两位最
引人注目的客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
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人举行
了约35分钟的会晤，聚焦乌克兰局
势等问题。

当天下午4时45分，马克龙在爱
丽舍宫门口迎接特朗普。两人时隔多
年的首次会面以标志性的握手开场。

特朗普下了车，拉着马克龙的右
手，两人拥抱在一起，握紧拳头，用力
地来回摇晃。走上总统府的台阶并再
次转向镜头时，两人第二次握手，特
朗普将手放在马克龙的手上方，向下
用力。有评论称，和多年前一样，特朗
普和马克龙无法放弃“握手角斗”。

在双方会面约45分钟后，泽连斯
基抵达爱丽舍宫，合影寒暄后加入两
人的会谈。三方会晤持续约35分钟，
据信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前景等问
题。泽连斯基在会晤中重申乌克兰不
能接受被迫作出单方面让步的立场。

法国总统办公室称，三方会晤由
马克龙提议。据称，特朗普一开始意
兴阑珊，直到抵达巴黎前的最后时刻
才敲定。

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发文，感
谢马克龙的会晤安排，并用“良好、富
有成效”来评价会晤。他指出，“特朗
普总统一如既往地坚定。我们同意继

续合作并保持联系。我们都希望尽
快、公正结束战争。”

会晤结束后，三人握手离开，前
往塞纳河畔出席巴黎圣母院重开仪
式。当晚，巴黎大主教象征性地敲开
了巴黎圣母院的大门。特朗普的位子
被安排在首排中间、马克龙的旁边。

外界认为，在巴黎圣母院重开之
际，本次三方会晤凸显特朗普、马克
龙和泽连斯基相互借力、各取所需。

这是特朗普11月胜选后的首次
外访。知名大教堂的重开典礼为他重
返地缘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上周，
他刚刚提名退役中将凯洛格出任俄
乌冲突问题特使。在正式就职前一个
多月，本次三方会晤为他重新定义美
国外交政策提供支点。

马克龙将巴黎圣母院重开视为
法国影响力、创造力与民族韧性的象
征，也深知特朗普喜欢外交盛会的仪

式感。他是特朗普胜选后最先道贺的
外国领导人之一，也被视为“欧洲最
能影响特朗普的人”。他主动安排三
方会晤，似乎也有确保欧洲在未来俄
乌谈判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意味。

不过，在法国政局动荡、面临预
算危机的阴影下，马克龙的外交喜悦
被打了折扣。

泽连斯基正向特朗普新政府展
开外交攻势，4日派出幕僚长耶尔马
克访美。特朗普一直承诺要迅速结束
乌克兰战事，曾调侃泽连斯基是“地
球上最伟大的推销
员”，赢得美国数十
亿美元的援助。在此
背景下，泽连斯基将
巴黎之旅视为试探
特朗普的俄乌对策、
向世界再次阐明立
场的机会。

巴黎圣母院重开，三方会晤引关注
马克龙接待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谈话聚焦乌克兰局势

新华社专特稿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组织卡桑旅7
日发布了一段以色列被扣押男子马坦·
赞高克的视频，他在视频中呼吁以色列
政府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促
成被扣押人员获释。同一天，本轮巴以
冲突中停火斡旋方之一卡塔尔方面表
示，开展停火谈判的“势头回归”。

据法新社报道，卡桑旅7日在社交
媒体平台“电报”上发布了一段3分半
钟的视频，赞高克在视频中用希伯来语
说自己已被扣押420多天，呼吁公众向
以色列政府施压以促成被扣押在加沙
地带的以方人员获释。

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自加沙地带
突袭以色列境内目标，导致以方约1200
人死亡，另有约250人被扣押，其中就包
括时年24岁的赞高克及其伴侣，后者在
去年11月冲突双方短暂停火中获释。

赞高克的母亲埃纳芙自儿子被扣
押后多次组织以色列民间志愿者团体
“被扣押和失踪人员家属论坛”举行抗
议活动，要求政府尽快解救以方被扣押
人员。法新社7日援引埃纳芙的话报
道，她敦促以色列政府“别再耍花招、找
借口”，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协议，促成被
扣押人员获释。
“被扣押和失踪人员家属论坛”发

出警告，说以方被扣押人员“命悬一

线”，随着时间流逝，解救他们变得愈发
急迫。7日晚，包括特拉维夫在内的以色
列多座主要城市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
动，民众呼吁以色列政府尽快与哈马斯
达成停火协议，促成被扣押人员获释。

以色列政府尚未就卡桑旅发布的
视频置评。不过，路透社注意到，以色列
政府官员先前对哈马斯发布的多段以
方被扣押人员视频态度冷淡，声称那是
哈马斯为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而开展的
“心理宣传”。

同在7日，巴以停火谈判斡旋方之
一卡塔尔方面表示，开展停火谈判的
“势头回归”。了解哈马斯谈判事宜的知
情人士告诉法新社，巴以很可能自本周
起举行新一轮停火谈判。

路透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中
东问题特使已前往卡塔尔和以色列展
开外交斡旋，以期在特朗普明年1月上
任前巴以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按照路透社分析，包括卡塔尔在内
的多个巴以停火谈判斡旋方认为，以色
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上月末
生效后，巴以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势
头增加”。以色列安全内阁11月26日批
准美国、法国斡旋促成的黎以停火协
议；真主党方面也同意停火。停火协议
于11月27日生效。

哈马斯发布人质视频，卡塔尔透露本周谈判有望

加沙停火谈判“势头回归”？
本报讯（记者 李君娜）历经5

年精心修复，世界建筑瑰宝巴黎圣
母院于当地时间12月8日重新向公
众开放。与此同时，“巴黎圣母院重
开”系列活动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
帷幕。上海市民和游客可通过“永恒
的巴黎圣母院VR之旅”感受巴黎圣
母院的历史、艺术与建筑之美。

活动当天，一辆直达上海展览
中心现场的“永恒的巴黎圣母院VR
之旅”定制版双层巴士成为申城街
头焦点。这辆定制巴士外观独具特
色，融合中法两国特色元素的内饰
设计精巧。在巴士上，游客们一边欣
赏申城风光，一边聆听专业导赏。

主办方还准备了“永恒的巴黎
圣母院”穿越时空沉浸式VR体验。
观众们佩戴上与国际空间站宇航
员同款的VIVEFocus3一体机头
显，便可享受到5K双眼分辨率带
来的极致视觉体验。通过VR技术
的赋能，观众不仅能身临其境地感
受巴黎圣母院的前世今生，了解其
修缮过程，还能深度感知这座建筑
背后的文化积淀。

自7月在上海开幕以来，“永恒
的巴黎圣母院”VR沉浸式体验项目
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助力文、商、旅
等多重产业的深度融合。该项目由
久事文传主办，法国电信Orange、巴
黎市政府、法国知名 VR工作室
Emissive联 合 打 造 ，HTC（VIVE
ARTS）亚太区独家授权，将在上海
展览中心开放至2025年2月28日。

在申城体验
VR版圣母院

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视频

12月8日，
人们聚集在叙
利亚大马士革
的一处广场
上。
新华社 发

12月7日，人们冒雨聚集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外，庆祝重开仪式。新华社 发

12月7日，在韩国首尔，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宣布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未通
过。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