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恩霆

阿勒颇之战：
俄叙谋求掌握更多筹码

阿勒颇，叙利亚曾经的第二大
城市和经济中心，已在战火中面目
全非。9月10日美俄达成叙利亚新
停火协议后，这里成了各方博弈的
焦点。9月12日至19日，停火七天的
短暂平静过后，阿勒颇重回战争。

从那以后，叙利亚政府军在驻
叙俄军的火力支援下，在阿勒颇节
节推进，逐渐掌握了这座战略重镇
的战场优势。近期，叙政府军主动
发起人道主义停火、一些叙反对派
武装撤出阿勒颇，进一步佐证了俄
叙在叙利亚内战中的主动权。

叙利亚内战期间，所有停火协
议无一长久。说到底，停火不过是
给了各方一个喘息之机，以待重新
集结兵力再战。阿勒颇之战甚是关
键，一旦俄叙完全拿下阿勒颇，叙
利亚政府将把南起首都大马士革，
经中部霍姆斯，与北部的阿勒颇一
线完全纳入控制之中，从而牢牢握
住叙利亚西部和沿海地带这一核
心区域。同时，这将稳固俄军在塔
尔图斯、拉塔基亚的军事基地。

阿勒颇距叙土边境约45公里，
这里叙政府军、叙反对派武装、叙
库尔德武装和极端组织势力交错，
战场形势非常复杂，外部势力干涉
力度非常大。鉴于这一战的决定性
意义，俄罗斯决定加大军事投入，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战斗群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出征远航的。

伴随“库兹涅佐夫”号的，还有
“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
“北莫尔斯克”号和“库拉科夫海军
中将”号大型反潜驱逐舰以及数艘
后勤补给舰。此外，俄海军在地中
海东部已部署6艘战舰，这一被称
为冷战后俄海军最大规模的调动
部署，涉及俄北方舰队、波罗的海
舰队和黑海舰队，可见俄罗斯助叙
攻下阿勒颇的决心。

俄方的决心绝非空穴来风，除
了已有的战场主动权，更重要的
是，老对手美国内政外交处于一个

“窗口期”。一方面，美国正处于大
选关键时刻，整体注意力集中于国
内。奥巴马在任期仅剩三个月时，
不会贸然深度军事介入叙内战，给
下一任留个烂摊子，这将砸了他

“结束战争”的“一世英名”。
鉴于俄军高调的动向，美国除

了放狠话威胁，在是否向叙反对派
援助防空武器一事上也陷入纠结，
反映出美方也担心在叙利亚的代
理人战争，恶化成美俄的近身肉搏。

另一方面，俄罗斯摸准了美国
的脉，即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美
国的中东战略都将延续收缩态势，
只不过希拉里上台可能是缓慢收
缩，特朗普则可能快速回撤。这段

“窗口期”恰好有助于俄加大军事
投入，帮助叙利亚控制更多核心地
区，打牢俄在中东的这一战略支

点，为将来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积
累更多谈判筹码。

摩苏尔一役：
或成奥巴马的反恐遗产

在叙利亚，各路反对派鱼龙混
杂，不靠谱的大多与极端组织有勾
当，靠谱的又是扶不起的阿斗，这
让美国在面对俄叙强势反扑时，有
点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不过，在
伊拉克，出现这种尴尬的可能性就
小得多。本月17日，伊拉克政府军
携美式装备对摩苏尔发起总攻时，
足见美国在这个国度的影响之深。

摩苏尔在伊拉克的地位，犹如
阿勒颇之于叙利亚。位于伊拉克北
部的摩苏尔，毗邻伊拉克库尔德自
治区，是伊第二大城市和石油重
镇，自2014年6月失守以来，一直处
于“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是“伊
斯兰国”在伊境内的大本营。

继2015年12月收复拉马迪、今
年6月收复费卢杰之后，“伊斯兰
国”对首都巴格达的威胁接触，在
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和俄罗斯的
军事打击下，“伊斯兰国”尽显颓势
之际，伊拉克政府一旦成功收复摩
苏尔，将彻底击溃伊境内的“伊斯
兰国”势力，恢复政府对更多领土
和大城市的控制。

对伊拉克政府而言，能收复失
地自然是好事，也有助于提升政府
权威。同时，在“伊斯兰国”这一共
同的敌人面前，伊拉克政府可以将
北部库尔德武装“自由斗士部队”、
什叶派志愿兵团“人民动员军”和
逊尼派部落武装等势力团结起来。

然而，摩苏尔战役的另一面，
或许意味着失去共同敌人后，伊拉
克国内各派恐将再度陷入争斗状
态。摩苏尔本是逊尼派聚集区，而
伊政府军的主力是什叶派，一旦摩
苏尔解放，阿巴迪政府必须平衡两
大宗教派系在当地的关系。

以上都是伊拉克自己该考虑
和处理的问题，美国人管不了这么
多，他们最关心的只有战果。只要
夺回摩苏尔，就近乎于对“伊斯兰
国”致命一击。从目前超出预期的
战场进展来看，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仗看似由伊政府发起，实
际上美国才是幕后指挥官，摩苏尔
战役肯定会打，只是什么时候打的
问题。10月17日打响，正值美国大
选最后关键阶段来临时，距奥巴马
离任仅剩3个月时间。当初奥巴马
打着“结束战争”的旗号入主白宫，
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但
也仅此而已，这两个烂摊子仍旧难
以收拾。2011年中东、北非动荡后，
奥巴马主打收缩的中东政策又制
造了一个个新的烂摊子：利比亚、
叙利亚、也门、“伊斯兰国”……

眼瞅着要离任了，奥巴马急需
一场反恐胜仗，撇清有关“美国创
造了‘伊斯兰国’”的指责，给自己
的对外政策成绩单上再添浓重一
笔，同时为希拉里减轻在反恐问题
上的竞选压力，助民主党继续保持

执政地位。

美要收缩，俄能力有限
地区大国个个跃跃欲试

对美国新总统而言，势必会在
中东延续收缩态势，一方面缘于自
身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还导致美国
与沙特、埃及和土耳其等中东盟友
关系的裂痕。另一方面，则因为与
俄罗斯围绕东欧的争夺与对立将
延续，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和地
区热点处理仍是美国的发力点。

即便如此，俄罗斯仍无法填补
美国在中东收缩而留出来的战略
空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俄罗斯
实力不够。西方制裁和低油价，以
及自身经济结构问题，俄罗斯的经
济实力大打折扣，这已传导至军事
领域。美国在中东打了十几年，一
大支撑就是不断砸钱，目前俄罗斯
做不到这一点。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就是保住
叙利亚，在此基础上，扩大在中东
的政治影响，并通过与地区大国的
军事和能源合作，将自身利益最大
化，附带着挤压美国的战略空间。

这种情况下，中东的地区大国
早已跃跃欲试。首当其冲者，就是
土耳其。它先是在本月16日前后支
援叙反对派武装攻占阿勒颇以北、
靠近叙土边境的小镇达比格，这里
一直被“伊斯兰国”宣传为其“圣
城”。而达比格失守，无疑将从精神
和舆论层面沉重打击“伊斯兰国”。

土耳其早就越境进入叙利亚
作战，除了反恐，主要是针对叙境
内的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土耳
其也早就派兵越境驻扎，监控伊北
部库尔德人动向。土耳其此举是为
了避免叙伊境内的库尔德势力与
本国东南部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合
流，后者被其视为恐怖组织和分裂
势力，威胁土耳其统一和安全。

除了高调出击的土耳其，还有
低调行事的伊朗。作为什叶派领军
国家，伊朗需要维持伊朗-伊拉克-
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这一轴线，
才能与中东逊尼派势力抗衡。伊朗
军事力量介入叙内战和伊拉克反
恐战已是不争的事实，摩苏尔之战
的参与方之一“人民动员军”，就是
伊朗在背后支持的力量。

在达成伊核问题协议后，伊朗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以
及制裁的逐步取消，除了释放出伊
朗巨大的经济潜能，还解开了伊朗
追求地区主导权的束缚。这种动向
为沙特领导的逊尼派国家所警惕，
在当前叙伊乱局中，既然伊拉克什
叶派掌权的现状难改，叙利亚巴沙
尔政权仍较稳固，沙特等国自然需
要着力避免伊朗趁乱做大影响。

此外，埃及自军方领导人塞西
上台后，一改以往亲美的外交政
策，重启与伊朗的关系，同时显著
加强了与俄罗斯的互动。作为中东
传统大国，其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
曾一度强于沙特和伊朗，埃及自然
不会将这种优势拱手让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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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哈哈罗罗娃娃：：俄俄罗罗斯斯外外交交的的““喉喉舌舌利利器器””

15日起，俄海军“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战斗群从北莫尔斯克起航，奔赴地中海东部叙利亚海域，充实驻叙
俄军、支援叙政府军。16日，叙反对派武装在土耳其的支援下，攻下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小镇、“伊斯兰
国”“圣城”达比格镇。17日，在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帮助下，伊拉克政府军发起对北部重镇、“伊斯兰国”在伊
境内大本营摩苏尔的总攻。

除了小镇达比格，激战正酣的阿勒颇和摩苏尔，不仅将影响叙、伊国内局势，还是地区大国和美俄的角力
点，左右着中东未来。

从阿勒颇到摩苏尔
中东局势正进入洗牌和磨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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