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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观点

叙利亚危机跨过边界层层外溢

到6月15日，叙利亚危机已经
整整持续了两年零三个月。这么长
时间以来，叙利亚危机并未朝着人
们 — —— 尤 其 是 西 方 和 海 湾 国
家——— 的预期那样快刀斩乱麻，相
反，危机逐渐演变成了内战，随着战
场攻守两势的转变，叙利亚内战的火
星溅到了周边邻国，比如黎巴嫩。

不久前，左右战场形势的战略
要地古塞尔镇被叙利亚政府军拿
下，政府军随即开始向北部重镇阿
勒颇发起大规模攻势。这不仅缘于
政府军实力尚存，更仰仗了邻国黎

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鼎力相助。作为
伊朗和叙利亚的铁杆盟友，黎巴嫩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早已明确
宣示，真主党武装将全力支持巴沙
尔政权。

这股子坚定的支持，源自真主
党自身的生存所需，它需要通过叙
利亚运到黎巴嫩南部的伊朗的援
助，更需要巴沙尔政权这个绝对的
靠山，否则真主党将陷入以色列和
西方国家所期望的绝境。

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黎
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政府对叙利
亚的全力支持，更是源自他们共同
的宗教信仰。伊朗和真主党属于伊
斯兰教什叶派，而叙利亚虽然逊尼
派人口占主流，但掌权的巴沙尔政
权则属于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

由于在宗教教义上根深蒂固
的分歧，什叶派与逊尼派历来势不
两立。正是由于这种宗教背景，当

真主党亮明身份参与叙利亚内战
后，叙反对派武装出于战场形势被
扭转，更出于宗教信仰上的固有矛
盾，发起了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
标的袭击。更有甚者，在黎境内北
部的的黎波里市，也发生了教派冲
突，双方所打的旗号则是对叙内战
一方的支持。如此，叙利亚危机已
然外溢，结果不仅是战火，更是一
浪高过一浪的教派冲突。

眼下，教派冲突不只在叙利亚
及其西邻的黎巴嫩冒头，在叙利亚
东部邻国伊拉克，近来安全局势也
出现恶化，其中尤以什叶派与逊尼
派的教派冲突为甚。伊拉克与叙利
亚和伊朗一样，也是什叶派掌权的
国家。

受到叙反对派揭竿而起的示
范效应影响，伊拉克国内的逊尼派
也逐渐活跃起来，试图改变什叶派
掌权的现状。而伊拉克面对的海湾

地区，则是逊尼派掌权的王国，这
些王国又与隔海相望的伊朗长期
不睦。此外，在倒巴沙尔政权上扮
演“急先锋”角色的土耳其亦是逊
尼派占统治地位。如果宗教矛盾一
旦触发，这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就会
扫荡整个中东。

叙利亚危机这张大饼已经摊
出了叙利亚的边境，摊到了黎巴嫩
甚至伊拉克。而中东地区固有的教
派冲突，无疑给这张大饼撒上了一
抹口味浓重的辣椒。但这还不够。

随着美国认定叙政府军越过
“红线”使用化武，决定向叙反对派
提供直接“军事支持”的消息爆出，
叙利亚危机这张大饼上，又添了一
把呛鼻的胡椒粉。

长期以来，美国对叙利亚危机
的态度一直谨慎，它在阿富汗战场
面对的敌人塔利班，就是从前为反
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一手武装起

来的圣战分子。况且，美国在伊拉
克和阿富汗遇到的窘境，使其对出
兵中东更心有余悸，美国怕再犯同
样的错误。

此外，叙利亚作为俄罗斯在中
东的重要立足点，欧盟不久前做出
的解除对叙反对派武器禁运，已经
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并随即履
行武器买卖合同向叙利亚运送武
器。此番如果美国或西方国家军事
干预，必定极大地刺激俄罗斯的神
经，这无益于修复目前深陷低谷的
美俄关系。

在如此复杂的内外形势下，经
历两年多战火蹂躏的叙利亚民众
也受够了。北约一项针对叙利亚的
民调显示，70%的叙利亚民众支持
现政府，这与危机爆发之初的民意
走向截然相反。或许正如叙利亚的
老百姓所说：巴沙尔政权虽然不
好，但总比反对派武装要好很多。

美国《纽约时报》：

美中峰会的

现实政治与演变

据在互联网上广泛流
传的一篇文章说，上个周末
奥巴马同习近平举行的首
脑会晤令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颇为妒忌。在怀疑东京对
美中关系恼火的背后，是外
交交易和现实政治需求演
变的现实，日本有理由担心

“习奥会”削弱了美国保卫
日本的承诺，尤其是对于相
关岛屿。

中美首脑会晤提出了许
多问题：华盛顿对日本的支
持与其在该地区的其他利益
相冲突吗？美国还会继续在
岛屿问题上支持日本吗？

在这次首脑会晤之后，
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

问多尼伦对记者说，奥巴马
敦促中方缓和东中国海的局
势，称“各方应寻求通过外交
渠道就此问题展开对话”。相
比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
格尔重申相关岛屿适用于

《美日安保条约》的表态，这
一说法要温和得多。

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
会不会拿其对日本的支持与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
支持做交易？这一想法并不
像听上去那么奇怪，奥巴马
似乎在有必要更多地牵制平
壤一事上进一步说服了中
国。保护东中国海的一群小
岛难道比防止朝鲜有能力向
美国发射导弹更重要吗？

《今日美国报》：

美中网络间谍互动

并不让人吃惊

不久前，美国国家安全
顾问多尼伦在美中两国领
导人会面时对记者说，控制
网络间谍行为是这两个世
界大国关系的重心。事实
上，中美双方心里都清楚，
两国都拥有大规模训练有
素的情报部队。如果奥巴马
不把美国网络窃取能力的
重点放在日益威胁美国霸
权地位的中国身上，这将是
严重的失职行为。鉴于在理
智领导人的领导下，这两个
核大国打一场真枪实弹的
战争几乎不可能，所以美中
对全球霸权的争夺主要是
经济战。

目前主要的军事炫耀
行动发生在太平洋沿岸和
南中国海。美国和中国的示
强主要是为了在该地区拉
拢战略盟友，保障经济利
益。在竞争中，中美的军事
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利
用网络袭击是取得胜利的
一种战略。奥巴马在解释美
国政府监视美国人的电话
和互联网活动时说，对国民
的网络监视对保护美国人
的安全很有必要。虽然总统
为侵犯个人隐私做辩护让
许多美国人吃惊，但对美国
和中国之间的网络战却大
可不必惊讶。

法国《费加罗报》：

S-300导弹成俄在叙利亚

新外交武器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点评：与其听美国怎么承诺，不如看美国到底会怎
么做。美国行事的唯一准则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在这
个前提下，日本也只是美国全球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
已，需要时承诺保护，不需要时可能就会被抛弃。

点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实上，是美国一直
把发展中的中国看成威胁处处提防，动不动就把战争挂
在嘴边，中国可不想与任何人为敌，更无意争夺什么全
球霸权这一冷战遗留的老古董。至于网络攻击，某些曝
光者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美国是在贼喊捉贼。

点评：虚虚实实正是外交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和手段。
深谙大国外交策略的俄罗斯对此心知肚明。普京在维护
巴沙尔政权与避免西方军事干预之间，把玩着S-300导弹
系统，虽然利弊皆有，但眼下利大于弊。

在2010年签署了一份10

亿美元的合同之后，莫斯科
应向巴沙尔政权提供S-300

导弹，它相当于美国“爱国
者”导弹，能在空中拦截飞机
和制导导弹。部署S-300导弹
被看成是一个可改变力量对
比并因此可能改变叙利亚局
势的事件，因为一旦决定部
署，很有可能阻止在叙利亚
上空设立禁飞区，并可能限
制军事干预的意图。它还会
极大地限制以色列空军的行
动自由，后者自叙利亚内战
以来一直保持警惕。

在莫斯科看来，与一桩
大宗生意相比，S-300导弹更
是一个政治武器，俄罗斯的

目的是让西方打消干预叙利
亚的念头。还有就是让巴沙
尔依然在大马士革掌权，并
且保持其在中东的重要地
位，对抗西方的势力以及该
地区海湾国家的实力上升，
这些国家利用叙利亚来削弱
莫斯科的另一个盟友伊朗。

这一战略还旨在让伊斯
兰极端分子失败，眼下确实
让普京获得了成功。在不到
两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已让
自己成为叙利亚问题不可绕
过的角色。克里姆林宫冒着
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
真的向大马士革提供S-300

导弹不一定有好处，但它维
持猜疑肯定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近期美国政府的窃听丑闻，违背了美国自由民主
的国家精神，这种负面效应将如影随形般，长期损害
其国际形象。 漫画/罗杰

如影随形

“玩命”减压
正在推行连串紧缩开支措施的希腊政府11日宣布解散并停播该

国公共广播机构——— 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不过，这种做法难免有
避重就轻之嫌。 漫画/王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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