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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枢纽作用转化为切实的影响力和威望，老阿萨德与伊朗、黎巴嫩构筑了一条宽阔的“什叶派走

廊”，与俄罗斯构筑了一条反美堤坝，与埃及一起构成了夹击以色列的双钳。复兴党领导下的叙

利亚从没在阿以战场和黎巴嫩战场上取得过任何说得过去的战绩，但是，就凭着老阿萨德的纵横

捭阖还有叙利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一个谁都承认的大叙利亚。有了大叙利亚，以色列

人、阿拉伯人、欧美人、波斯人就被隔开了，地区得以安宁，局势不会无法收拾。老阿萨德构建

的这个大叙利亚对他的盟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不会容许反对派将阿萨德家族拉下马来。复

兴党被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拖得元气大伤，但国内的反对派却也永远是蠢蠢欲动又永远孤立无

援。 

巴沙尔也许不缺老阿萨德的权谋，但他一定没有老阿萨德的胆量。这个年轻时把精力都放在

治疗眼疾上的新科总统，注定过不了乃父那屡战屡败、担惊受怕的日子。他渴望安定的天性使他

从老阿萨德留下的境外战线上过快地后撤，最后走上了其父一辈子都躲过去了的最坏结果——在

国内迎战自己的敌人。老阿萨德从没在以色列面前讨到过便宜，甚至丧师辱国亲手断送了戈兰高

地天险。但是老阿萨德也用其一生的败而不服让以色列心生忌惮，从此对叙利亚的黎巴嫩政策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巴沙尔自执政以来从未在戈兰高地和反犹太复国方面表现出过任何兴趣，但此

举换来的只是以色列忌惮的消失和他在阿拉伯诸国眼中利用价值的消失。对以色列人来说，安慰

老阿萨德是本国边疆安全的需要，但是巴沙尔显然对边疆安全更加需要。对于沙特、阿联酋等国

来说，这个信仰异端的国家甚至连牵制以色列的作用都没有了，那么叙利亚和逊尼派的恩怨就该

清算了。他们因此开始大胆地资助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老阿萨德一生都不认为黎巴嫩是个独立

的国家，他对黎巴嫩的军事和经济控制，使该地成为牵制巴解组织、以色列和美国的重要堡垒。

黎巴嫩隔三差五的乱局总会吸引各方势力的关注，挑动大家在黎巴嫩较劲总比在叙利亚更有利。

但是巴沙尔感到的只是疲倦和不堪重负，要知道天天在一个地方烧火还要保证不酿成火灾是很累

的。2005年他宣布阶段性撤军之初很多人还以为这只是他的惺惺作态而已，到后来大家发现原

来这位新总统是真的不喜欢黎巴嫩带来的诸多麻烦。如果不是同为什叶派联盟成员的伊朗填补空

缺，这一鲁莽举措很可能使叙利亚的内战早爆发几年。因为没有了黎巴嫩错综复杂教派纠纷的牵

绊，无论美以联盟还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都可以全无顾忌地向叙利亚讨还旧债了。 

没有了黎巴嫩，大叙利亚也就烟消云散了。没有了戈兰高地，叙利亚的发言权就降低了。今

天的巴沙尔还能撑得下去，很大程度上不是马希尔领导的共和国卫队多能打，而在于老阿萨德留

下的大叙利亚废墟还在勉强地支撑着外援施力相救。俄罗斯的军港和地中海存在，伊朗的“什叶

派走廊”之梦，正是这些老阿萨德打出的牌，使今天的巴沙尔不至于完全孤立。但是，这些老朋

友们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重视叙利亚了。因为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已经由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盟

友，变成了一个哭哭啼啼每天等着援助的小伙伴。大叙利亚梦对于叙利亚而言是很辛苦的负担，

但没了这层沉重的铠甲，叙利亚的对手们就可以轻易地把手伸到其脆弱的国内。这可能就是巴沙

尔战略方面最大的失误了。 

 
 
【时事评论】 

伊朗人的棋盘 

于海洋 

 

9 月 15 日，奥巴马在接收电视专访的时候，明确向伊朗提出了警告，美国没有发动对叙利

亚的军事打击不意味着伊朗就是安全的。伊朗核问题是一个比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更严重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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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美国不会坐视。很多媒体坚信正是这一警告使伊朗新登台的鲁哈尼政权在 20 号召开的第 57

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走出了更积极的让步：伊朗同意暂停丰度为 20%的浓缩铀生产。 

这种乐观其实是牵强的。它逻辑中最荒谬的地方就在于如果虚弱的叙利亚都能让奥巴马动武

的誓言吞回去，那么站在叙利亚身后更强大的伊朗，奥巴马的军事威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

实？美国极其盟友在叙利亚核问题上的表现几乎可以说的上是被全球舆论直播，从政府的强硬到

民间的反战再到后来俄中协调和西方退步，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威望已经受到严重伤害。这种时

候美国能指望伊朗做出什么妥协呢。道理明摆着，如果连美国武威极盛的小布什时代时都没法让

伊朗在核问题上退步，今天美国军事上颓势已现，伊朗难道能把几乎到手的核权益再交回去？ 

如果全面考虑伊朗此时的局面，从 1992 年海湾战争开始，伊朗已经开始和美国开始下了一

场事关中东未来变局的大棋局，如今棋局已到终盘，所谓核计划虽然没有成为核武计划，但是伊

朗的志向和战略都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清醒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美国和伊朗的问题也许包含了

核计划的内容，但它绝不仅仅是核问题。美伊两国矛盾的复杂性已经超过了一两个简单的目标，

其中包括了势力范围的划分、战争红利的取舍、教派冲突与种族矛盾等多种问题。美国甚至无法

公开承认，它才是伊朗走向强大的最大推手，而他与伊朗的最严重冲突在于伊朗不知感恩图报。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健忘和荒谬，伊朗在经历了穆斯林革命后在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中那是

空前孤立，说起宗教，伊朗主政的是伊斯兰世界中受到压制的什叶派，而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政

权又倾向于搞革命输出，弄得中东的什叶派政权无不侧目。说起种族矛盾，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

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 7 世纪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斗争。说到政体，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

了一个空前古怪的政治体制，它既是中东地区选举体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因此和那些酋长国

和君主国们格格不入，但它又是一个教权至上的神权国家，因此和代表阿拉伯世俗主义的复兴党

政权们矛盾重重。一个异端的伊朗不为近邻所喜，又极端反美反犹。所以在上世纪 80 年代，没

谁相信这个与一切敌对的新政权能活下去。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萨达姆下决心要由他充当这个

英雄角色，最后使一场生灵涂炭的两伊战争爆发。 

伊朗人在这场战争中证明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却无力打破被包围的国际政治现状，这

个孤独的国家依然面临着被外部制裁和敌意慢慢绞杀的可能。要不是萨达姆的疯狂和老布什的沙

漠风暴，伊朗的命运仍未可知。被萨达姆苦苦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借乱和伊朗结成了统一战线，

被打得失去了威望的复兴党政权们也纷纷和伊朗开始恢复关系。当时就对伊朗复兴满怀疑虑的老

布什没有直接把萨达姆政权打垮，这种政治智慧勉强维持了对伊朗的地缘包围圈随摇摇晃晃却不

至于骤然崩塌。但是他的儿子却没乃父的那份心机，小布什灭亡萨达姆政权的举动彻底解放了伊

朗。伊拉克的什叶派依靠伊朗的全面援助在伊拉克政坛占据了稳固的优势，包括埃及、叙利亚、

利比亚等前复兴党政权们纷纷担心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噤若寒蝉，再也没有找伊朗麻烦的打算，甚

至不得不开始和伊朗和好来防止美国的打击。那些铁了心和伊朗过不去的逊尼派酋长国们则因为

和美国走得太近惹急了包括基地组织的国内激进派，陷入了国内动荡当中。这个时候如果再和反

美的伊朗过不去，逊尼派酋长国们也要考虑政治影响。小布什政府冒失地替伊朗打碎了四周的高

墙铁栅，伊朗在中东地区显得格格不入的做派在看起来更让人恨的小布什面前，几乎都不再算是

罪过了。 

意识到自己力量来源的伊朗，就此把反美当做进一步争取国际空间的最大本钱，也成为它抵

挡各种近邻敌意的最大盾牌。纵观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在中东所有战略举措的背后都有伊朗

追随的影子。无论伊拉克、黎巴嫩还是利比亚，美国每次出兵都会剿灭或严重削弱原有政权的权

威。伊朗要做的就是一方面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尽可能延迟美国的征服时间，削弱美国的兵

锋，进而强化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则趁机在那些地区扶植或强化代理人政权，加

强伊朗的政治声望，并树立了自己在伊斯兰世界唯一正面反美的形象。但是伊朗牢牢把握了一个

底线，那就是伊朗绝不在任何战场和美军直接交火，伊朗不会给美国机会直接打击伊朗，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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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双方是有默契的：伊朗知道美国也没有决心再陷入一个比伊拉克更艰难的战场。这就是今天伊

朗和美国所面临的处境：他们在中东地区都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他们在战场上无数次面对，但是

他们都明白双方冲突的边界在哪。 

但是现在，这场棋局快走到了结局。美国和伊朗都开始面对真正的风险了。对于美国来讲，

伊朗就像其大中东战略令人不愉快的副作用，只要副作用不至于影响到美国的步伐，那么美国还

是希望不同时开辟两个战场。现在，随着叙利亚战局的长期化，美国真正意识到了伊朗力量越大

越强，它已经能够真正捆住美国的手脚了。但是美国军人在战场上厮杀太久了，美国在伊朗还虚

弱的时候没有能够推翻霍梅尼，今天为了越大越强的伊朗，美国又要付出多少士兵的生命呢？伊

朗现在看起来局面不错，美国和盟友们的厌战已经大召于天下，以色列的任何举措都会引起阿拉

伯世界的同仇敌忾，盟友们对伊朗的依赖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胜利某种程度上还不能说就是百分

百属于伊朗的。伊朗表现出了战乱中火中取栗的本事，却没有让人信服的消化吸收的能耐。无论

伊拉克还是叙利亚、黎巴嫩，大什叶派走廊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伊朗如何让这片燃烧战火的土地

重回和平繁荣？从伊朗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说，它不但未表现出征服后治理的过人本领，

而且被一次次代理人战争弄得民困财穷。此外，什叶派的扩张今天之所以看起来没那么显眼，归

根到底是美国人的存在太不得人心。但是，逊尼派究竟能够忍受到什么地步，现在看来逊尼诸国

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沙特等国在此次叙利亚内战中的表现已经称得上和伊朗公开对垒了。 

今天的伊朗需要表现一个度，它的扩张界限究竟到什么地步才能不再次成为区域内外的公

敌。相信如果伊朗领导层足够明智的话，他们也该明白在中东二十多年的混战中收获已经足够。

伊朗要获得的是一个保证，足以让她不用把战利品吐出来的保证。是美国人的承诺吗？是俄罗斯

的保证吗？已经看起来足够强大的伊朗只能相信自己。核武器，就是看起来最顺理成章的棋子了。

如果核开发成功，那么伊朗就算是成功地下完这盘棋了。美国会接受吗？考验的不是美国的实力

而是意志力。当棋局走到最后关头，两个曾经默契很久的敌人已经无法再次用含糊其辞来对待彼

此的关系。他们都有掀翻棋盘的能力，但都有自己的明显弱点。伊朗会在和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

对垒中走到哪一步，没人能现在做出定论。唯一可以承认的是，能将棋局走到这个地步，伊朗人

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意志已经足够赢得世界的尊重或重视了。 

 
【书  讯】 

《学术与人生——俄罗斯民族学家访谈录》 

（俄罗斯） B. A. 季什科夫 著 

臧颖 译，丁宏 校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年 6月出版 

 

     这本访谈录介绍了俄国著名民族学家 B. A.季什科夫对 7位苏联时期资深民族学家的访谈。

“全书以对话的方式，通过对这 7位著名民族学家人生之路和学术追求的客观记录，描绘了苏联

——俄罗斯民族学的历史境遇”。书中收入的 9 篇附录，涉及到季什科夫教授自己对民族学、民

族研究的观点，特别是他对于“俄罗斯公民民族”这一概念的观点以及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评议，

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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