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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 世 纪 中 期 叙利 亚 独 立 以 来 ， 军人政治 主要是军 人干政成

为 影 响叙利 亚政治 发展的 重要 因 素 。 复兴党 执政前 ， 军人集 团 扮 演 的是原

有社会政治秩序的 破坏者 和革命者 ；
随 着复兴党 的 上 台 ， 军 队成 为 既得利

益集 团 ，
其政治 角 色 趋 于 保 守 。 阿 萨 德执 政后 ， 通过 复 兴 党 建立 了 一 支

“

意识 形 态纯粹化
”

的 军队 ，
强化 了 对军队 的控制 和职业化 。 军 队也 由 过去

政治斗争的仲裁者 变成政权 的 守 护 者 ， 军 事政 变 大 为 减 少 。 军人政治 大行

其道与叙利 亚社会的 分裂性与社会权 力 真空 密切相 关 ，
同 时 也是叙利 亚 军

队的构成 、 民族主 义 的 意 识形 态趋 向 ，
以及地 区 政 治综 合作 用 的 结 果 。 尽

管 军人政治使叙利 亚摆脱 了 独 立初期 政 变频仍 、 政局 动 荡 的局 面 ， 使叙利

亚 实 现 了 长期 的稳定 。 但是
，
从 长期 来 看 ， 军人政 治 与 民主政 治 背道而 驰 ，

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 了 叙利 亚 的 政治发展及现代化进 程 ， 同 时也对地 区 军事

产 生 了 一定影 响 。

关键词 叙利 亚 军人政治 复兴 党 阿拉维派 威权主义

军人政治是 ２０ 世纪亚非 国家政治发展中普遍存在的 问题 ， 叙利亚也不

例外 。 独立后
，
军人政治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出现在叙利亚政治舞台 上 ，

进而开启 了军人干预政治的 历史进程 。 叙利亚军队也 由 最初 国 内政治斗争

的
“

仲裁者
”

转变为与复兴党相互倚重 的力量 。 叙利亚军人政治 的兴起既

有复杂的国 内政治 、 经济 、 社会背景 ， 也有地 区 、 国际形势影 响 的外 部因

素 。 军人政治是影响 当代叙利亚政治发展 ，
以及地 区局势 的重要 因素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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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对叙利 亚军人政治 的历史 、 演变 、 兴起的 原 因及 主要特点进行 考察 ，

为进一步认识叙利亚乃至 中东政治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

一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

１ ９４６ 年叙利亚独立后 ， 沿用 了 委任统治 时期 的议会 民 主制 。 当 时沿用

的 １ ９３０ 年宪法 明确规定 ， 军队职责在于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而非介人政治 ，

明确禁止军人进人议会 。
？ 但叙利亚独立后 ，

各种 问题相继产生 ，
文官政府

难以维系政治与社会 的稳定 。 军人 开始干预叙利亚 的政治 ， 从而开启 了军

人政治的先河 。 军人集团扮演 的是原有社会政治秩序 的破坏者 和革命者角

色 。 随着复兴党的上 台
，
军 队成为 既得利益集 团

，
其政 治角 色趋 于保守

，

成为复兴党政权的左膀右臂 。

（

一

） 军 事政变与 军人独裁政权

叙利亚独立后 ， 文官政 府在处理 国 内外 的 问题时缺乏必要 的能力 与经

验 ， 导致政局动荡 。 军人从幕后步入前台 ， 开始频繁干预叙利亚政治 。 １ ９４８

年 ， 叙利亚在巴勒斯坦 战争 中惨败 ， 军事将领和政治家们相互指责对方要

为战争失败负责 ， 战争也使叙利亚经济遭受重创 。
？ 叙利亚领导人在 战争期

间挪用 巴勒斯坦基金曝光后 ， 更是激起了 国 民的 愤怒 。 叙利亚政局开始动

荡 。 １ ９４８ 年 １ １ 月 ２９ 日
， 联合国 巴勒斯坦决议？

—周年纪念 日 当 天 ， 叙利亚

学生罢课 ， 并引 发了 全国性 的罢工 、 示威 和游行 。 叙利亚 国 民党政府被迫

下台 ，
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 。 此时 ， 美 国也 因美资公司 投资的石油管道项

目 迟迟得不到叙政府批准而失去耐心 ，
开始在叙利亚策划政变 。

１ ９４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

？ 扎伊姆上校发 动现代

叙利亚历史上第
一次军事政变 ，

夺取叙利亚最高国家权力 。
？ 扎伊姆政变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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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了叙利亚议会民主 的政治模式 ， 军 队从此走上 了 国家政治 的前 台 。 这次

政变经过细心的策划 ， 除获得美 国人 的 支持外 ， 扎伊姆还许诺进行社会 改

革和与 以色列战斗到底 ， 从而贏得了叙利亚民族主义军官和 阿克拉姆 ？ 胡

拉尼及其追 随者 的 支持 。 政变后 ， 扎伊姆采取 一系 列措施 加强 中 央集权 。

他驱逐库阿特里总统 ，
解散议会 和政 府

，
取缔包括 国民 党 、 人 民 党 、 复兴

党 、 共产党等在内 的诸多政党 ， 实施党禁 。

然而 ，
扎伊姆缺乏统治 的基础 。 首先 ， 他既没有组建 自 己 的 政党 ， 也

未联合其他政治 团体 。 他将权力 掌握在 自 己手 中并 试图扼杀政治活动 ，
这

就使得 民众尤其是新兴社会 团体疏远新政权 。 其次 ，
扎伊姆许诺的社会改

革也未实现 。 他任命来 自 哈马 的大地主穆赫辛 ？ 巴 拉兹 出 任 内阁 总理 。 这

一举动疏远了社会的 中下层 民众 。 再次
， 民众本来就对美 国在 巴勒斯坦 战

争 中的偏袓行为感到愤怒 ，
对土耳其吞并亚历 山大 塔勒 地区 心存不满 。 但

是扎伊姆作为亲美派军官 ， 不但批准美 国公 司石油 管道项 目 ，
支持美 国提

出的 中东军事条约 ，
还和 以 色列签署停火协议并改 善同 土耳其 的关系 。 最

后
，
扎伊姆在军队 中重用库尔德人 和切尔克斯人也激起 了作为主体 民族 的

阿拉伯人的愤怒 ， 削弱 了其执政基础 。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来 自 阿勒颇的军

官穆罕默德 ？ 萨米 ？ 辛纳 维在英 国 的支持下 ， 与德鲁兹派及其他党派军 官

联手发动第二次军事政变 ，
逮捕并处死扎伊姆 。

辛纳维政变成功后 ， 取消党禁 ， 任命人 民党 的 哈西姆 ？ 阿塔西组建新

政府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５ 日
， 叙利亚举行立宪会议选举 ，

准备起草新 宪法。

人民党在议会选举 中取得优 势 ， 在辛纳维授意下 ， 阿塔西 当选新 总统 ， 开

始组建人 民党政府并制定 新宪法 。 辛纳维是亲英派军官 ， 他上 台后意欲使

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 ， 并 准备实施英 国支持的 、 哈西姆家族提 出 的
“

大叙

利亚
”

计划 。
？ 此后 ， 叙利亚开始与伊拉克谈判 ， 推进两 国统

一的 进程。
？

叙伊合并 问题在叙利亚军队 中 引 起了 强烈反响
， 许 多军 官反对该计划 ， 开

始策划政变
， 阻止叙伊合 并。 美 国也担心

一

旦叙利 亚与伊拉 克统一 ， 将 削

弱美 国对阿拉伯 国家的影响力 ， 因此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军官发动政变 。 １９４９

年 １ ２ 月 １ ９ 日
，
阿迪 卜

？ 希沙克里发动
一年内 的第三次政变 ，

推翻阿塔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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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希沙克里称 ， 他的行动是军队 内 部的一次
“

纠正
”

运动 ， 目 的是 反对

叙利亚与伊拉克 的合并 。

１ ９４９ 年爆发的 三次军事政变表 明叙利 亚政治精英 、 军方和社会之 间 ，

以及各 自 内部在亲西方 和反西方 、 反阿拉 伯主义与叙利 亚 国家 民 族主义 、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等关涉政治发展 的关键 问题上皆存在严重 的分歧 。 事

实上 ， 这些问题是叙利亚实现独 立后 ， 构建独立 的 民族 国家必须要 面对 的

问题 。 在 内忧外患 的情况下 ， 叙利亚城市 中 的阿拉伯政治精英并没有 能力

使政局稳定下来 。 １ ９４９ 年的 军事政 变意味着政治精英开始失势 ，
西方式的

议会 民主制度也难 以维系 。 军 队则 登上政治 的前 台 ， 开始积极介入 ， 甚至

是形塑叙利亚的政治发展 。

希沙克里政变后 ， 军 队虽然退居幕后 ， 叙利 亚还颁布 了１９５ ０ 年宪法 ，

但是叙利亚政府争吵不休 ， 政局依 旧动荡 。

一

方面 ，
坚持叙利亚 与伊拉克

统
一的人民党反对军人 干政 ， 要求宪兵应 由 内 政部控制而非军方控制 ， 国

防部长也应由 文官担任 ， 但遭到军队的拒绝 ；
另 一方 面 ，

人 民党及其他保

守政党敌视左派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 ， 对于军方未能镇压左派力量 与农

民运动感到不满 。 １ ９ ５ １ 年秋 ，
人民 党的 马穆鲁夫 ？ 达瓦里 比 （ 实为叙利亚

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 取代哈桑 ？ 哈基姆 出任 内 阁总理 。 不 同 于其前任 ，
达

瓦里 比寻求人 民党 、 国 民党和穆斯林兄弟会 的支持 ，
拒绝 与军方合作 。 他

不理会希沙克里的要求 ，
试 图组 建反对军人集团 的新政府 。 希沙克里对此

忧心忡忡 ， 于 １９５ １ 年 １ １ 月 １ ９ 日发动政变 ，
推翻 了文官政府 。

政变后 ， 希沙克里
一改之前拥护议会 民 主制的 态度 ， 开 始了 长达三年

的军事独裁统治 。 他解散议会 ， 逼迫总统阿塔西 辞职 ， 解散政党 ， 实施党

禁 ， 压制新闻 自 由 ， 曾经支持他 的复兴党 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党也未能幸免 。

此外 ，
他还禁止学生 、 教师 、 工人和公务人 员 参与 政治活动 ， 取 消 最髙法

院并加强警察控制 。 希沙克里通过 这些举措颠 覆了 之前 的议会 民 主制度 ，

将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 中于军人之手 ， 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

希沙克里希望通过摆脱外国 势力 的干涉 和改 善宗 教 、 民族 、 部落 的分

裂状态来建立一个现代化 的统一 国 家 。 希沙克里 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军 队 的

现代化 ， 强化军队对他的支持 。 为此他开始推进军队改革 ， 提拔年轻军官 。

希沙克里的军事改革客观上激发 了 年轻军官参与 政治 的热 情 ， 他们不愿 意

将 自 己 的利益局限在军营之 内 。 同 时 ，
随着叙利 亚军备 的发展 ，

军 队的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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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情感更加强了 ，
消灭 以色列夺 回 巴勒斯坦 的信念更加坚定 。

？ 然而 ，

这些年轻军官并未如希沙克里所想成为其统治 的支柱 ， 反 而在后来 推翻希

沙克里独裁统治的政变 ， 以 及其后 的历次政变 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可以

说 ， 希沙克里的军事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军人政治 。

此外 ， 希沙克里废除部落酋长 的特权 ， 同化少数 民族 ， 但所采取 的 政

策并不得当 。 １９５ １ 年希沙克里公开建立 了 中东地区第一个 由 军 队主导的 政

党
——阿拉伯解放运动 ， 但没有获得社会大众 的支持 。 阿拉伯社会党 和复

兴党虽然被禁止活动 ， 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 ， 并且得到部分军官的支持 。

希沙克里为此逮捕阿拉伯社会党和复兴党党员 ，
胡拉尼等领导人逃往国外 ，

一些军官也被指控 密谋政变 。 为 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 ，
１ ９５３ 年 ７ 月 希沙 克

里操纵公 民投票 ， 通过 了新宪法 ，
确立 了总统制

， 希沙克里当选叙利亚 总

统 。 １９５ 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 ， 选举前取 消党禁 ， 但是大多

数政党抵制此次选举 的事实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 的到来 。 希沙克里的强 硬

手腕激起了 民众的强烈不满 。 早在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 ， 百余名 政治家和工商界领

袖敦促希沙克里结束个人专权 ， 恢复政治 自 由 。 国 民党 、 人 民党 、 复兴党 、

阿拉伯社会党 、 共产党等相互敌对的政党联合起来 ， 签署 《民族宪章 》 ，
宣

称推翻希沙克里政权 。 在胡拉尼 的影响 下 ， 部分军官们参与其 中 。
？
同 时 ，

另一部分军官 自诩为
“

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

， 指责希沙克里及亲信给叙利亚

国家和军队带来了耻辱 。 至此 ， 希沙克里的 民心 已丧失殆尽 。

１９５ ４ 年 １ 月
， 德鲁 兹人率先发难 ，

反抗希沙克 里的 独裁统 治 。 随后 ，

阿勒颇的学生也进行罢课和游行示威 。 社会动荡很 快蔓延 至叙利亚全 国 。

１９ ５４ 年 ２ 月 ２ ５ 日
，
阿勒颇的军官穆斯塔法 ？ 哈姆敦发动军事起义 ， 除大马

士革的卫戍部 队外 ， 其他军 队纷纷 响应 。 希沙 克里被迫 辞职 ，
流 亡 国外 ，

其独裁统治也宣告终结。 希沙克里的 军事独裁是在议会 民 主制难 以 维系 的

背景下建立的 ，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 于叙利亚政治发展道路 的探索 。 但 希

沙克里以个人权威为基础的 军事独裁未能弥合叙利亚社会 的 鸿沟和政治分

歧 。 尽管在 １９５４ 年的政权更迭 中
，
民族资产阶级集团 、 小资产阶级各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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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 青年学生 、 工人和农民等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 但是给予希沙

克里致命一击的仍然是军队 。 可 以说 ， 希沙克里的成败皆源于军队 。 因此
，

希沙克里将军人进
一

步 引 人叙利 亚的政治发展 当中 ， 使叙利亚军队成为
一

种公开的政治工具 。
？

（
二

） 军人干政与 泛 阿拉伯 主义 实践

希沙克里独裁统治被 推翻后 ， 叙 利亚又 回归议会 民主制度 。 哈西姆 ＿

阿塔西 出任总统 ，
国民党领导人萨布里 ？ 阿萨里出 任内 阁 总理 ， 准备进行

新的议会选举 。 临时军事委员会宣布 ：

“

军 队返回 军营 … …接受共和 国总统

和合法政府的管理 。

”③
１９ ５４ 年 ９ 月 ， 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 ， 虽然只 有 ４０％

的选 民参加投票 ， 但此次选举仍然被认 为是阿拉伯世界第
一

次 自 由 选举 。

选举结果表明叙利亚 的政治力量平衡发生 了 重大变化 ： 首先 ， 传 统政治势

力开始衰落 ， 人民党和 国 民党影响力 大幅下降 ；
其 次 ， 新兴左翼 政党和 中

间独立派力量增强并在议会选举 中获得较多席位 ， 如复兴党和阿拉伯社会

党合并后力量大为增强 ， 在选举中贏得 ２２ 个议会席位 ，
哈立德 ？ 阿兹姆领

导的中 间派获得 ３ ８ 个席位 。 １ ９５５ 年 ８ 月
， 叙利亚举行总统选举 ， 舒克里 －

库阿特利当选 。 库阿特利在埃及流亡期 间 与埃及军方建立 了紧密关系 ， 他

能够贏得总统大选在
一

定程度上也 因 为他得到 了埃及的 支持 。 特别是 ， 埃

及总统纳赛尔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军火协议 ， 打破了西方的武器禁运 。 １ ９５６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 战绩又使纳赛尔成为阿拉伯世界 的 民族英雄 。 叙利亚

国 内 的泛阿拉伯主义也迅速发展 ， 阿拉伯 国家的 联合似乎成 为解决叙利亚

政治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 。 与此 同时 ， 叙利亚疏远英美等西方 国家 ，
拒绝

加人美国组织的
“

巴格达条约组织
”

。
？ 在这种情况下 ， 叙利亚试 图 与埃及

实现合并 ， 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梦想 。

埃及起初对叙埃两 国 的合并持保 留态 度
，
纳赛 尔

一度拒绝复兴 党关于

① 〔 苏 〕 Ｈ． Ａ ． 穆希基诺夫 ： 《现代叙 利亚 》 ， 祝诚等译 ， 北京出版社 ，
１９ ８ １

， 第 ７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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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国合并的提议 ， 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
？ 复兴党把 目 光转 向军队

， 寄希望于

通过军队的力量实现两国 合并 。 复兴党成员 、 叙利亚外交部部长萨拉赫 ？

比塔尔认为 ， 只有军方有所行动才能迫使纳赛尔接受与埃及的合并 ， 于是

鼓动军队中 的 复兴党成员 对此予 以推动 。 叙利亚军 队成为推动叙利亚与埃

及统
一的主导力量 。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１ ２ 日
， 在没有告 知叙利亚政府 的情况下 ，

叙军队总参谋长比兹里率领 １４ 人组成的 军事代表团 访问埃及开罗 ， 就叙埃

统一问题与埃及进行谈判 。 比塔尔为复兴党成员 ， 极力推动阿拉伯统
一

。
？

埃及总统纳赛尔在谈判 中提 出苛刻 的统一条件 ， 即两 国完全统
一

，
包括解

散叙利亚所有政党 ， 叙利亚军队完全退 出政治活动 。 比塔尔对于埃及的 主

张不完全赞同 ， 他希望以 邦联的 形式实 现两 国统一 。 但叙利亚军方其他代

表支持纳赛尔的主张 。 叙埃谈判在叙利 亚国 内 引发 了激烈 的争论 。 叙利亚

总统库阿特利和总理 阿萨里对军方绕开政府的行动 十分 不满 ，
认为与军事

政变无异 。 叙利亚议会则支持叙埃统
一

。 国 内舆论使库阿特利感到他们别

无选择 ， 于是被 迫同 意军方 的行动 ， 否则 国 家将有 陷人动乱 的危 险 。 １９ ５８

年 ２ 月 １ 日
， 叙埃两 国共 同宣 布

“

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
”

（ 下称
“

阿联
”

）

成立 。

不难发现 ， 军人在
“

阿联
”

建立的 过程中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 文

官政府形同虚设 。 就深层而言 ，
这表 明阿拉伯主义 ， 尤其是 主张 阿拉伯统

一的复兴党已对叙利亚军队产生了重大 的影 响 。 前 者试 图 通过 阿拉伯世界

的联合寻求解决叙利亚乃至 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的 问 题 。 然而 ， 这种尝试

同样未能成功 。

“

阿联
”

建立后 ， 叙利亚军队退出政治领域 。 但埃及却开始

排挤叙利亚人 ，
打压叙利亚政治领导人 和军官 ， 政府要害部门 也都被埃及

人控制 。 从 １ ９５８ 年 ３ 月 开始 ， 埃及人首先清洗 了军中有威望的 军官 、 共产

党人
， 接着是进步人士 ， 然后是复兴党及其支持者 ，

最终任何反对
“

埃及

化
”

的军人都被清洗 出军队 ， 甚至连叙利亚为巴勒斯坦培训 的 ７５ 名 巴 勒斯

坦军人也被清洗 。 此外 ， 埃及还废除 了叙利亚的 征兵制度 ，
解散 了叙利亚

空军 ， 并将叙利亚军事学院与空军学院转移至埃及 。 据统计 ，
叙利亚 与埃

① 李 聪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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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并期间 ， 约 ２８００ 名 现役和非现役军官被解职 、 调离 ， 军官人数减少
一

半 。
① 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埃及军官被任命为叙利亚军队的领导人。

埃及的这些举措严重伤害 了叙利亚军人 的感情 。 叙利亚军人地位一落

千丈
， 他们认为在叙利亚的埃及军官事实上 就是秘密警察 ， 其任务是监督

叙利亚的同僚 。

一

名叙利亚将军抱怨道 ：

“

在合并期间 ，
埃及军官几乎都行

事傲慢 ，
觉得他 自 己就是贾马 尔 ？ 阿 卜 杜拉 ？ 纳赛尔 ，

叙利亚军官士气如

此低沉 ， 他们
一直寻求脱离埃及的 控制 。

”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些复兴党军

官建立秘密组织 ， 策划发动政变以 脱离埃及 。 与 此 同时 ，
埃及在叙利亚推

行 的土地改革和 国有 化运 动也严重侵害 了叙利亚 大地主与 大商人 的利 益 。

他们对埃及的统治十分不满 。 １９６ 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在叙利亚地方集团 的支持

下
，
大马士革的逊尼派陆军 中校 阿 卜 杜勒 ？ 卡里姆 ？ 纳赫拉 维发动政变 ，

驱逐埃及官员 ， 废除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 相关政策 ，

“

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
”

宣告解体 。
？ 政变后 ， 纳赫拉维将

“

阿联
”

时期担任大马士革工会总书记的

库兹 巴里扶上了总统 之位 ， 组建 了 由 国 民党 、 人 民党 、 商 人 、 律师组成 的

临时政府 。 纳赫拉 维表面上退 出 政坛 ， 但 是很快组建 了 国 家安 全委员会 ，

在幕后监督临 时政府 。 纳赫拉维军人集团保 留 《紧急状态 法 》 ， 取缔政党 ，

主张建立人民阵线 以支持
“

革命 的原则
”

， 取消 出版等 自 由 ， 并拒绝数以 千

计的被
“

阿联
”

政府清洗的官员 复职 。

（
三

） 复兴党 与
“

军政合
一

”

体制 的 构建

１９６ １ 年 ， 叙利亚爆发军事政变 ， 脱离
“

阿联
”

之后 ， 叙利亚又 回 到 了

独立后政治发展的原点 。 １ ９６ １ 年 １２ 月 ， 在叙利亚举行 的议会选举 中
， 人 民

党成为议会中最大 的党派
，
通过联合其他政党组建新政府 。 传统 的城市商

人和 大地主再次回到了权力 的 中心 ， 新兴的左翼力量遭到排 除 。
？ 但这仍然

未能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 的根本问 题 ， 左翼与右翼政治力量 、

“

统 与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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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与文官政府 的关系错综复杂 ， 各派的冲突十分严重 ， 叙利亚政局动荡 。

１９６ ２ 年 ， 叙利亚相继爆 发了 三次军事政变 ， 其 目 标 十分复杂 ， 大致包括 ：

实行土地改革和 国有化 ， 效仿希沙克里建立军人独裁政权 ，
继续 与埃及合

并
， 等等 。 这些 目 标都与大商人和大地 主的利益格 格不人 。 这表明 无论是

军事独裁 、 阿拉伯统一 ，
还是议会民主制度都难以使叙利亚政局稳定下来 。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 中 ， 复兴党 开始与军 队结成联盟 ， 逐渐形成 了

军政
一

体的制度 ，
最终使叙利亚摆脱 了政局的动荡 。 在

“

阿联
”

时期
， 叙

利亚复兴党解散 了在军队 中 的组织机构 ， 许多军官被解职或调往埃及 。 部

分驻埃及的复兴党军官不满 自 己 的处境 ， 相互之 间秘密保持联系 ， 希望把

握时机恢复 自 己 在军队 中 的权力和地位 。 在此背景下 ，

１ ９５９ 年复兴党军事

委员 在埃及秘密成立 。 复兴党军事委员 会成立之初 只有五名 成员 ， 他 们全

部来 自少数教派 ， 其中有 三人是阿拉维派 ， 两人是伊斯 玛仪派 。 起初 ，
军

事委员会处于秘密状态 ， 为 了免受复兴党 文职领导人干预和控制 ， 保持 自

身独立 自 主 ，
它甚至没有通知复兴党领导人 。 军事委员 会这种少数教派 的

属性
， 以及对复兴党政治领导人 的疏离 ， 成 为后来复兴党 内部分裂 的重要

ｐ因 。

与复兴党政治领导 人不 同 ，
军事委员会主张叙利亚脱离

“

阿联
”

。 当

“

阿联
”

解体 ，
军事委员 会成员 回到叙利亚后 ， 他们又因其复兴党 的身份而

遭到传统政治势力 的 排挤 ，
大部分复兴党军官被清洗 出军 队 。 于是 ， 复 兴

党军事委员会选择与纳赛尔主义者合作 ，
于 １９６２ 年成立 政变领导 委员 会 ，

包括三名 军事委员 会成员 、 两名纳赛尔主义者军官和一名 独立派军官 。
① 该

委员会的 目 标是推翻叙利亚政府 。 与此 同时 ，
１９６３ 年 ， 伊拉克复兴党通过

发动军事政变上台 执政极大地激励 了叙利亚复兴党 。 此时 ， 叙利亚总理阿

兹姆病重 ， 多名 部长离开 内 阁
，
叙利亚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 复兴党夺

取叙利亚政权的 时机成熟 。 １９ ６３ 年 ３ 月 ８ 日 ， 齐亚德
？ 哈里里上校发动不

流血政变 ， 接管叙利亚政权 。 政变成功后 ， 由 军人组成 的 革命指挥委员 会

成为 国家权力 的 中心 。 该委员会 由 ２０ 人组成 ，
包括 １ ２ 名 复兴党军官 、

８ 名

① 孙杉 ： 《叙利 亚阿拉伯复兴 党军亊委员会研究 ＞ ，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 院硕士论 文 ， ２０ １ １
，

第 １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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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派及独立派军官 。
？ 复兴党通过与军人联合夺取了叙利亚政权 。

复兴党在经历
“

阿联
”

时期 的打击后 ， 其组织基 础较 为薄弱 ，
成员 不

到 ５ ００ 名 。 复兴党政治领导人与军人之间也存在芥蒂 ， 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在

军队 中也缺乏独立 的组织机构 。 故此 ， 当复兴党军人掌控 政权后 ，
着力扩

大 自 身的统 治基础 。

一

方面 ， 复兴党军人开始 与复兴党 政治领导 人合作 ，

在保 留军事委员 会一定独立性 的 同时 ， 将之纳人复兴党 的 体制 中 ；
另一方

面 ，
军事委员会也开始在军 队 中大肆扩张 ， 清洗异 己力量 ，

以便加强对军

队的控制 。 军队中关键职位 基本 由 军 事委员 会成员 占据 ， 贾迪德 出任军 官

事务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 ， 哈菲兹 ？ 阿萨德成为 空军 司令 。 他们利用 自 身

的权力建立了一支复兴党控制下的军队 。
？

与此 同时 ， 复兴党成 功地把 其他军人集 团 从政府 和军队 中 清除 出 去 ，

实现了对叙利亚政权 的 完全控制 。 军队 中 首先被清洗 的 是 纳赛尔 主义者 。

纳赛尔主义者政变第三天就要求尽快实现 与埃及的再次合并 ， 并着手进行

谈判 。 此举遭到复兴党军官的反对 ，
并成功地将公投延期 ２５ 个月 。

１９ ６３ 年

４ 月 下旬当纳赛尔主义者在阿勒颇发动叛乱抗议公投延期时 ， 复兴党 清洗 了

军队中 ４７ 名 纳赛尔军官 ， 其中包括国 防部长 、 总参谋 长 。 复兴党政权借 内

阁 中纳赛尔主义者辞职之机重组政府 ， 同 时抓捕纳赛尔主义者的领袖 此

后 ，
以哈里里为代表的独立派军官成 为清洗对象 ， 哈里 里在出 访阿尔及 利

亚的途 中被 解职 ， 派往叙利亚 驻美 国使 馆担 任武 官 。 亲复 兴党军官的 阿

明
？ 哈菲兹成为总参谋长 和 ＿

国 防部长 。 自 此 ， 复兴党成功清洗 了 革命指挥

委员会和政府 中的异己力量 。

１９ ６３ 年 ， 叙利亚爆发的
“

三 ？ 八革命
”

， 使脆弱 的议会 民主制退 出 了历

史舞 台 ， 复兴党通过与军人 的联合最终掌控 了叙利亚政权 。 这成 为叙利亚

政治发展的分水岭 ，

？ 叙利亚 由此建立 了军政
一

体 的威权 主义 的政治制 度 。

这最终也使叙利亚逐渐摆脱 了政局动荡 、 军事政变频发 的 局面 。 然 而 ，
复

兴党 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 以 阿弗拉克 、 比 塔尔等为代表的元老派领 导人 出

①Ｊ ｏｈｎＦ．Ｄｅ ｖｌ
ｉｎ

，７％ ｅＰａｒｔｙ ：／！／ｈｉｓ ｔｏ ｒ

ｙ ／ｒｏｍ介
’

５Ｏ ｒ ｉ
ｇ ｉ

／ｗ ｔｏ ７９６６
，
Ｈ ｏｏ ｖｅ ｒ Ｉ 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Ｐ ｒｅ ｓｓ
，

１９７６ ，ｐ
． ２３ ８ ．

② ＪｏｈｎＧａ ｌ
ｖａｎ ｉ

，
“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ｔｈｅＢ ａ ａｔｈＰａｒ ｔｙ ，

”

ＭＥ／
？
／／

３

Ｒｅｐｏ
ｒｔｓ

，Ｎｏ．

２５ ， １ ９７４ ， ｐ
．

６ ．

③Ｔａ ｂ ｉｔｈａＰｅ ｔｒａｎ
，
Ｓｙｒｉａ

，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 ｌ ｉｓｈｅｒ ｓ
，

１９７２
，ｐ

．１ ６９ ．

④ 哈全安 ： 《 中东史 》 下册 ， 天津人民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０
， 第 ６５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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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城市的中产阶级 ，
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 。 他们 反对军 队干预政治 ，

认为

军队应该成为复兴党进行统治的 工具 ， 军官应该辞去在党和政府 中 的相应

职务 。 这意味着军 队应当 由 复兴党的 政治领导人控制 。 元老派还 主张阿拉

伯统一高于
一切 。 以贾迪 德和阿萨德为代表 的少壮派军官大 多属 于阿拉维

派 、 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等少数教派 ，
出 身农村 。 他们 的思想更为激进 ，

强调社会主义尤其是土地改革和 国有化 。
？
同时 ，

少壮派反对将 阿拉伯统
一

放到优先地位 ， 特别是反对 元老派对 于军 队 的控 制 。 故此 ， 由 于所属 的 教

派和社会阶层不 同 ， 复兴党两派在政治主张上存在 巨大差异 。 在夺取政权

的过程中 ，
两派 尚能团 结

一

致 ， 但 当 复兴党剪除政敌 、 独揽政权之 时 ， 两

者的联盟很快瓦解 。 １ ９６ 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少壮派军官萨拉赫 ？ 贾迪德 、 穆罕

＇

默德 ． 乌姆兰 、 哈菲兹 ． 阿萨德发动政变 ， 囚禁 阿明 ． 哈菲兹 以及阿弗拉

克 、 比塔尔等元老派成员 ， 并将他们从复兴党中 开除 。
？ 至此 ， 叙利亚政权

完全控制在复兴党军人手 中 。

（
四

） 阿 萨德 与
“

军政合
一

”

体制 的 巩 固

１９６ ６ 年
， 复兴党少壮派驱逐 元老派之后 ， 少壮 派内部 的矛盾又 凸显 出

来 。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０ 年 ，
复兴党 内形成 了贾迪德和阿萨德两派力量 。 前者 主张

推行社会主义制度 ，
对外 支持 巴勒斯坦 民族运 动 ；

？ 后者 的 立场则相对温

和 ， 主张 以叙利亚国 内建设为主 。 贾迪德政府的激进政策造成 了严重影 响 。

叙利亚在 １９６７ 年的第三次 中东战争中惨 败 ， 激化 了两者 的矛盾 。 １９７０ 年
，

阿萨德发动不流血政变 ，
派军 队 占领党政机构 ，

监 禁贾迪德 等髙级政治领

导人 。 叙利亚由 此进人长达 ３０ 年的哈菲兹 ？ 阿萨德时代 。

阿萨德上台后首要任务是如何解决叙利亚独立 以来政变频发 、 政局持

续动荡的 问题 。 他严格控制 复兴党在军 队 中 的政治活动 ， 确保 自 己在军 队

中的绝对权威 。 阿萨德通过各种手段安抚军官集 团及军 队 ， 防止军事政变

的发生 。 正如一位叙利亚学者所言 ：

“

如果军队决意发动一场政变 ，
那是 因

①Ｒ ＿Ｈ ｉｎｎｅｂｕ ａｃｈ ，
＜Ｓ
ｙｒ ｉａｒａ ：ｉＲｅｖｏ／ ｗｔｉ

ｏｎ 力
？

ｏｍＲｕ ｔｌ 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 ， ｐ
．

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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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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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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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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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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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的需求被忽视 了 。

”
？ 阿萨德提高军人 的待遇 并给予他们许多特权 。

军官享有丰厚 的薪水 、 免费 医 疗 、 旅游 津贴 ，
以及 各种各样 的额外 福利 。

阿萨德执政后 ， 军 队规模逐渐膨胀 ，
国 防预算逐年增加 。 １９ ７９ 年

， 叙利 亚

的 国防预算已超过 １ ０ 亿美元 ， 为预算总额的 ２５％ 以上
，
军队的规模 达到 ２３

万 。 军人是阿萨德政权下 的既得利益者 ， 成为叙利亚政治 、 社会 中 的特权

阶层 ， 因 而发动军事政变 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 另 外 ， 阿萨德为加强对军 队

的控制 ， 巩固统治 ， 组建 了 ２ 万人的完全由 阿拉维派构成的特种部队 。 这支

部队与其他部队互不统属 ，
装备最先进 的武器 ， 直属 阿萨德 统辖 。 这支部

队成为阿萨德维护个人及 其统 治集 团 人身安全 、 镇压反对 派的 中坚力 量 。

１ ９８２ 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哈 马发动叛乱 ， 阿萨德出 动 的就是特种部队 ，
仅用

两周就平息 了叛乱 。

尽管阿萨德出身军旅 ， 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权 ， 但其统治却非
一

般 意

义上的军人独裁统 治 。 他 巧妙地将叙利亚的 政治制度 、 复兴党 以及军队结

合起来 ， 构建了一套独特 的政治制度 。 在阿萨德治下 ，
总统处 于权力 的 中

心
， 军事安全机构 、 复兴党组 织和行政官僚机构成为阿 萨德统治 的三大支

柱 。 三者相互独立 ， 并相互协调 、 彼此联系
，
成为调节社会 内部 冲突 ， 进

行政治控制 和社 会整合的 最主要 的工具， 军事 安全机构主要 由 军 队 、 聱

察 、 情报部 门构成 ， 该机构是阿萨德政权最忠诚 的捍卫者 ，
同时也是阿萨

德争取支持 、 进行政治控制 的 重要工具 。 １ ９７０ 年叙利亚 武装部 队只 有 ８ 万

人
，
到 ２０ １ １ 年现役人数达 ２９

．
５ 万人 。

③ 军事实力在 阿拉伯世界位 列第 三 。

安全机构及下属部 门规模 巨大 、 人数众多 ，
人员 主要来 自 社会各阶层的 青

年 ， 从而客观上扩大 了阿萨德政权 的社会基础 。 阿拉维高级军 官是 军事安

全机构 的核心 。 他们皆为阿萨德 的亲 信 ， 把持着最为重要 的军事战略部门 。

逊尼派军官不足军官总数 的 １ ／４
， 而阿拉 维派军 官却超过军官总数 的 １ ／２

，

内务警察和情报人员也大多来 自 阿拉维派 。
？ 阿萨德胞弟里法特 ？ 阿萨德曾

经是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 ， 长期领导特防卫 队 。 阿萨德 的女婿阿德南
？

①ＲｏｂｅｒｔＯ ｌｓｏｎ ，ＡｅＢａａｔＡａｍ／ 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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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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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政治体制简析 》 ， 《西亚非洲 》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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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鲁夫控制着 总统卫 队 。 另 外 ， 特种部 队司 令 、 情报局局 长 、 第一 师 、

第三师师长等全都是阿拉维派军人 。 除阿拉维派外 ， 复兴党 中非阿拉维派

军官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 他们 的权力来 自 于对阿萨德本人 的效 忠 ，
并无独

立的社会基础 。
① 例如 ， 前总理阿 卜杜勒

？ 拉乌夫 ？ 卡塞姆和前国 防部长穆

斯塔法
．

塔拉斯等 。 此外 ，
阿萨德将复兴党改造为 驯 服的 统治工具 ， 其组

织机构延伸到各 种社会组织之 中 ， 从而扩大 了 阿萨德政 权对社会 的 控制 。

同时 ， 许多军界要员往往兼任复兴党 的高级职务 ，
军人在 复兴党党员 中 的

比例高达 １０％
，
这就保证了军队对复兴党的有力影响 。

阿萨德通过军队的
“

复兴党化
”

， 军队和复兴党的
“

阿拉维化
”

， 使他

成为军 队 、 政党和政府的 核心 ， 从而解决 了叙利亚独立 以 来一 直存 在的军

队与文官政府 、 军队 内部 、 不同 党派之间 的严重 冲 突 。 这在客观上使叙利

亚摆脱 了军事政变频发 、 政局动荡 的局面 ， 政治局势渐趋稳定 。 阿萨德成

为
“

叙利亚历史 上第一位有 效控制军 队 ， 但却 又不被军 队控制 的政治领

袖
”

。
② 然而 ， 阿萨德构建的 复杂的统治模式本质上是威权主义的制度 ， 他

依赖 自 身的权威 ， 以及对复兴党和军 队 的控制 。 ２０ 世纪末 ， 阿萨德通过清

洗军事安全部门 以及政府中 的元老为其子 巴沙尔接管政权扫清了道路 。 ２０００

年 ，
阿萨德去世后 ，

巴沙尔不仅继承了 其父的 职位 ，
而且也继承 了阿萨德

构建的整套军政体系 。

２０ １ １ 年 ３ 月 ， 当阿拉伯剧变波及叙利亚后 ， 叙利亚迅速陷 人政治冲 突

和 内战之中 。 可 以说 ， 叙利亚危机 的爆发与 阿萨德建立 的威权主义的 军政

体系 有着深层的关联 。 它使权力髙度集 中于复兴党尤其是阿拉维派和 巴沙

尔家族手中 ， 但却使叙利亚的主体教派逊尼派 阿拉伯人缺乏政治参与机会 。

当社会经济问题 、 政治参与及外部 因素相互叠加时 ， 叙利亚冲突便不可避

免 。 因此 ，

２０ 世纪后期 ，
阿萨德构建 的

“

军政合
一

”

的威权制度使叙利亚

摆脱了政局动荡 ， 但并未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的 根本性 的 问题 ， 即如何在

多元社会 中构建民族 国家 的 问题 。 可 以说 ， 当前叙利亚危机与 内 战在某种

意义上是源于叙利亚军政关系 的 长期积弊 。 另 外
，
巴沙尔政权之所 以 能够

在危机中坚持至今也与叙利亚这种军政合
一 的体制有关 。 这种制度将党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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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与教派 、 家族命运 同
一化 ， 从而使 巴沙尔 政权具有很 强 的 内 聚力 。

复兴党和军队成为维系 巴沙尔政权最重要 的力量 。
？ 总之

， 叙利亚冲突使复

兴党
“

军政合
一

”

的体制难以为继 ， 叙利亚 似乎 又 回到 了 独立之初政治发

展 的原点 。

二 叙利亚军人政治兴起的原 因

叙利亚军人政治兴起 的原 因既有发展 中 国家的
一

般特征 ，
也有 自 身 的

独特性
， 可以说军人政治是叙利亚 国 内 政 治 、 经济 、 社 会危机 的产 物 ， 还

是社会变革 、 民族主义诉求相互作用的结果 。 正如亨廷顿所说 ：

“

军队干预

政治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来 自 军事方 面 ， 而是来 自 政治方面 ，
它反映 的不是

军队体制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 特点 ，
而是社会在政治上 和制 度上 的 结构 问

题… …这些原因并不存在 于这些 团体 的性质上 ， 而寓于社会 的结构 中
，
特

别寓于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或软弱之 中 。

”
？

（

一

） 多 元分裂社会的 政治权威真 空

二战后叙利亚仍是一个典型 的多元而缺乏凝 聚力 的 传统社会 。
③ 经济 、

社会 、 阶级
、
宗教 、 地 区矛盾等相互交织 ，

贯穿 于叙利 亚社会独特 的 城乡

二元社会结构中 。 在这种支离破碎 的 社会结构 中 ， 传统 的政治权威 日 益瓦

解 ， 新兴政治权威的 力量 尚不 足以夺 取统 治地位 ， 叙利亚 国 家政 治生活处

于权威缺失或者真空状态 。 传统权威 的式 微使得政治秩序
一片混乱 ， 各种

政治力量为夺取最髙统治权展开了激 烈的权力 斗争 ， 政治局势 的 不稳定和

军队 的内讧成为叙利亚政治生活 的常态 。 叙利亚分裂的 传统社会 、 政治结

构为军人介入政治提供了 契机 。 军人集团 成为动荡社会 中最有能力 收拾残

局 、 改变社会现状的力量之一 。

１
． 复杂的社会矛盾

早在奥斯曼帝国 时期 ， 叙利亚社会就 已经被分割成许多相对封闭 的 阶

① 田文林 ： 《军队干政 ： 中东非典型政治 中 的典型现象 》 ， 《世界知识 》
２０１ ２ 年第 ３ 期 。

② 〔 美 〕 塞缪 尔 ？Ｐ． 亨廷 顿 ： 《 变化 社会 中 的政 治秩 序 》 ， 刘 为 等译 ， 上海 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８
， 第 １６２ 

￣
１ ６３页 。

③ 王彤 ： 《当 代中 东政治制度 》 ，
中 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第 ４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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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它们之间还存在严重的 政治 、 经济 、 宗教 以及地区分歧和矛盾 。 占据

统治地位的逊尼派阿拉伯地 主控制着叙利亚 的政 治与经济 ， 掌握着对农村

人 口 的绝对统治权 ， 后者则是整个社会 中最贫穷 、 无地少地的佃农 。 两大

阶级集团间矛盾相当尖锐 。 逊尼派大地主大多居住在城市 ，
拥有 大量土地 ，

普遍通过分成制 的租佃方式剥削 依赖土地 的农 民 。 绝大 多数农民 沦为佃农 。

地主有时拥有高达几百个村庄的 土地 ， 村庄居 民则像 中世 纪农奴
一样依 附

于地主 ，
地主对农 民具有事实上 的控制权 。

① 地主和农 民具有契约关 系 。 如

果农 民使用 自 己 的种子 、 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 ， 他 们能够获得

收成的 ５０％
； 如果农 民只进行生产的话 ，

只 能获得 收成的 ２５％ 。 在某些劳

动力充足的地区 ， 农民 的分成甚至只有 １６％ 。
② 此外 ， 农 民还需要为地主提

供家务劳动 。 法 国委任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剧 了叙 利亚社会 的分化 。 委任统

治当局将大量国有土地和部族土地赠予城市商人 、 部族谢赫作为私人地产 ，

农 民丧失传统的土地公用权 ，
城乡 社会的 贫富差距随之 明显扩大 。

③ 独立初

期 ， 叙利亚绝大多数土地集 中在大地主手中 ， 他们垄断 国家权力 ，
维护 旧

的土地制度 ， 农 民依 旧处于贫 困状态
， 游离在经济政治生活的 边缘 ， 阶级

矛盾进一步激化 。 除大城市外 ， 广大农村偏远地 区仍处 于封 闭或半封 闭状

态
，
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为军人崛起和军人干政提供 了土壤 。

④ 由 于大

地主和城市精英阶层不屑 于参军入伍 ，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农 民 为维持生

计 ， 改变经济困顿的状况 纷纷参军 。 例 如 ， 阿拉维人和德鲁兹人等少数族

群就有很多人为改变贫困 落后 、 地位低 下的 现状 而加 入军 队 。 这也使军队

对于叙利亚的社会经济制度 ， 乃至 由传 统商人 、 地主主导 的政治体系 极为

不满 ，
从而成为军队干政和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层动因 。

另 一方面 ， 尽管逊尼派穆斯林人 口构成总人 口７ ２ ．
２％ 的多数 ， 但 民族 、

宗教的分裂现象在叙利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 政治意义 。 叙利亚社会 由 相

互独立 的家族 、 氏族 、 部族 、 宗派和 村庄等传统社会组织 构成 。 严酷 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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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环境使宗族部落之外 的个人不具有社会存在的功能 。
一个人 的 地位取决

于他在所属特殊群体 中 的社会关系 。 因此 ， 叙利亚人不得不参加所属群体

与竞争对手争夺水源 、 土地 、 房屋等必要资源 的斗争 。 另 外 ， 内婚制 、 商

品市场的缺乏 ， 以及道路 、 电 话 、 电报等的 私人所有进
一

步增加 了社会群

体的独立性 。 民族 、 教派认 同 上升 为排他性 的政 治认 同 ，
成为叙利亚政 治

发展面临 的尖锐问题 。 即 便阿拉伯 民族 主义也未 能弥合这种社会分裂 。 阿

拉维派 、 德鲁兹派 、 伊斯玛仪派等教派与逊尼派的 冲突 已 十分严重 。
？ 逊尼

派阿拉伯人不仅用怀疑的 眼光看待不 同宗教信仰 的基督徒 ， 还歧视和迫 害

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 、 德鲁兹派 以及其他什 叶派。 这

些宗教少数派聚居于农村和偏远山 区 ， 过着贫穷落后 的生活 ，
遭受逊尼派

地主和商人的盘剥 。 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 ， 经常举行武装起义。

委任统治时期 ， 法 国委任统治 当局采取
“

分而治之
”

的政策 ，
阻止叙

利亚各民族群体 、 伊 斯兰教派的 团 结 ， 利用叙利亚在宗教 、 地域上 的分裂

局面维护其既得利益 ， 从而进一步加深 了叙利亚不 同派别 的 隔阂 。 在委任

统治的 ２０ 余年里 ，
法国殖民者组建所谓的大黎巴嫩 ， 随后又设立阿拉维区 、

大马士革区 、 阿勒颇 区 、 德鲁兹区 和亚历 山大勒塔特别 区 ， 并将这些地 区

命名 为
“

国 家
”

， 后 来又 将大 马士革 区 和 阿勒颇 区 合并 成 为
“

叙利亚 国

家
”

，

？ 试 图以此削弱叙利亚的 国家认 同 。 正如一 位西方学者所言 ， 独立之

初 ， 叙利亚在很多方面还不 是一个 民 族国 家和政治共同体 ，
只是一个政治

实体 。
？ 叙利亚社会的分裂为军人干政提供 了机会 。

２ ． 激烈的政治斗争

叙利亚的社会结构亦在政 治领域有所反 映 ，
即混乱的 政治生态 和政府

管理 。 叙利亚社会的 异质性 和分裂 导致政 治形 势的 动荡 。 政治领导人属于

一个 由 大地主 、 商人 、 个体 经营者组成的 上层 阶级 。
一个世 纪以 来 ，

他 们

构成 了叙利亚社会中 传统的城市精英 。 他们 在法 国人撤 出后没有能够建立

起统一的政治秩序 ，
主要是 因为他们所获得 的政治支持 的 区域性 限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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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的特殊利益 。 他们 的权力基 础更多决定 于其能否 利用家族 、 血亲 、

种族 、 宗派和地 区 的支 持 ， 而 不是来 自 于全 国性 的政党 或政治 意识形态 。

叙利亚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个人政治 、 家族政治和教派政治 ， 政治领导人因

地区 、 个人因素发生分裂 ， 议会和 内 阁 沦为家族精英集团 的俱乐部 。 政党

沦为这些势力集团 的 私人附属 物 ，
而不是制度化 的组织机构 。 每个势力集

团都建立 了 自 己的 区域政治基础 。 例如 ， 人 民 党的社会基础是北方的 阿勒

颇 ，
国民党则是南方大马士革政治精英 的代表 。 两大党代表的是地方利益 ，

二者斗争结果就是 国家政治中 心虚弱不堪 ， 政治精英严重 分裂 ， 传统政治

权威 日 益瓦解 。

旧的政治结构随着叙利亚 现代化进程 的加速逐 渐瓦解 。 叙利亚独立后

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 发展激发了叙利亚人 的 政治参与意识 。 由 现代化催

生的新的社会群 体 ， 如知识分子 、 律师 、 医 生 、 工程师 、 记者 、 教师 和学

生等 ，
要求扩大政治参与 、 改革传统 的寡头 政治 、 进行社会改革 。 但 是传

统政治精英们并不愿意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要求 ， 因 为那 样做必定会对他

们的地位形成冲击 。 同时 ， 在传统 政治 系统 中也 缺乏能够扩大政治参与 的

制度化程序和机构 。 在既没有有效的 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

机构的社会里 ，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

① 当青年人谋

求改革 的愿望以及争取政治参与受挫时 ， 他们转 向宪法及体制外寻找发泄

不满情绪的途径 ， 求助于激进的在野政治精英和政治组织。
② 他们纷纷加人

那些主张社会改革 ， 倡导社会主义 、 民 族主义的新兴激进政党 ， 例 如复兴

党 、 阿拉伯社会党等 。 这些新兴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 尤其是 １ ９５ ３ 年复

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后政治影响力迅 速扩大 ， 成 为重要 的 政治力量 。

于是 ， 当激进团 体不断汲取这种不断增长的重要资源挑战传统秩序时 ， 那

些老旧政党——人民党和 国民 党因 其狭隘性 、 相互 对抗和组织不 善而 曰 益

衰落 。

总之
，
独立初期 ， 在叙利亚缺乏有效政治制度 的多元分裂社会里 ， 权

力是支离破碎的 ， 政治权威不复存在 。 政治化 、 现代化 了 的社会 团体为争

① 〔 美 〕 塞缪 尔 ？

Ｐ． 亨廷顿 ：
《变化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 ＞ ，

王 冠华 、 刘为等译 ， 上海人 民 出 版

社 ， ２００８ ， 第 １６５ 页 。

②Ｆａｋ ｓｈＭａｈｍｕｄＡ ．
“

ＴｈｅＭ ｉｌ ｉ ｔａｒｙａｎ
ｄ Ｐｏ ｌｉｔｙｉ

ｎｔ
ｈｅＭ ｉｄｄｌ ｅＥａｓｔ

，ｗ ｉｔｈＳｐｅｃ 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Ｓｙｒｉａ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 ｒａｂ Ａｆｆａｉ
ｒ ｓ


ｔＶｏ ｌ．

 ６
，
Ｎｏ． ２

，１ ９８ ７ ．



２ ０ 丨 中东 问题研 究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２ 期 （ 总 第 ２ 期
）

夺权力各显神通 ，
但是不管哪一种政治组织都无法 单凭 自 身 的力 量 获得社

会公认 的权威 。 由 于和其他政治 团 体组织相 比 ， 军队 干预政治的手段具有

直接性和有效性。 因 此
，

一些政治 团体开始从军 队 中寻找突破 口 ， 在军队

中宣传 自 己 的 主张 ， 发展 自 己 的组织 ， 争取军 队 的支持 ， 军 队逐渐 随之政

治化了 。

３
． 叙利亚政府软弱无力

１９４６ 年独立后的叙利亚和许多发展中 国家
一样处于社会转型 期 ， 面临

诸如经济贫困 、 政治混乱 、 社会动荡等一系 列社会问 题 。 叙利亚急切需要

一个强有力的 中央政府解决殖 民统治遗留 的 问题 ，
进行社会整合 、 推行经

济改革 、 稳定社会秩序 。 然而 ， 议会 民主制度作 为叙利亚继承 的
“

殖 民遗

产
”

在叙利亚存在
“

水土不服
”

的现象 。

“

西方式 民主政体或其他现代化政

体作为上层建筑 ， 与落后 的 经济基础 和文化传承不相适 应 ， 也与现代化初

期阶段的要求不相符合 ， 这是导致军人政变改变政体的重要 因素 。

”
？

与其他阿拉伯 国家相 比 ， 叙利 亚独立后的 政治制度 比较特殊 。 许多阿

拉伯 国家
一般都是经过与帝 国主义或者封建统治者长期 复杂 的 斗 争后 ，

才

逐步确立起了适合本 国 国情 的政治制 度 。 由 于 民族 主义者的 努力 争取和法

国人 的刻意移植 ， 叙利亚在独立之前就 已经拥有一套不算完备 的西方式议

会制 民主共和政体 。 因 此 ， 不仅叙利亚 民族主义及党派在政治上具有超前

性 ， 而且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也具有超前性， 这种超前性与叙利亚的 经济发

展水平脱节 ， 必然与其落后 的经济形态产生碰撞和 冲 突 ， 更重要 的是这种

制度扩大了叙利亚社会的 分裂 。 传统 民族 主义党派继续在 国家政治 中发挥

主导作用 。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 叙 利亚举行独立后 的首次大选并组成 了 以 国 民党

为首 的政府 。 选举前夕 民族 同盟分裂为 国 民党和人 民党 ， 两党 的政治纲领

并无明 显区别 ， 分裂 的 主要原因 是部族 、 家族和 地域利益的 冲 突 。 其他新

兴政党也都带有地 区 、 家族 以及宗派色彩 。 除复兴党外 ， 叙利亚各政党基

本都是传统势力集 团结成的松散政治组织 ， 没有统
一完善的 纲领和组织系

统 。 统治者贪污腐败 、 任人唯亲 、 滥用职权 ，
议会 民主政治制度名不 副实 。

议会民主制造就了
一个软弱 的 中央政府 ，

对 内既不能为 国家发展建设

① 王彤 ： 《当代 中东政治制度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第 ４４ 页 。

② 王新 刚 ：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 索分析 》 ， 《西北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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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强有力 的领导力量 ， 对外又不 能很好地消除帝 国主义和犹太复 国主义

对叙利亚的威胁 。 政 治活动 中充斥着无原则的权力斗争 。 在这种政治氛 围

中 ，
很多重大的方针 政策 尚 未形成就 已夭折 ， 有 的 即使 已经形成决议最后

也没有得到执行 。 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政府难 以运作 ， 内阁更迭频繁 。 据

统计 ，
从独立到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末 ， 内 阁更迭 ２ ０ 多次 。

？ 以 １ ９４９ 年政变前

叙利亚国内形势为例 ，
民族党政府 上台 以后

一直无力解决独立后持续恶化

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 问题 。 １９４８ 年 ， 叙利亚军在第一次 中东战争中 的惨

败在国 内 引起 了轩然大波 ， 杰米勒
？ 马尔丹政府在人 民 党 的指 责下倒 台 。

随后哈西姆 ． 阿塔西 出面组织政府 ， 同样难 以协调各政治派别的 利益冲突 ，

无法弥合它们之间 的分歧 ， 分别在几天后宣告组阁 失败 。 临危受命的 阿兹

姆虽然组阁成功 ， 但 由 于 和支持以 色列 的美 国协商美 资石油公 司 的管道工

程项 目 ，
招致民众和议会 的 强烈反对 。 叙利亚政治局势在各种矛盾 中艰难

前行 。

软弱和无能的政府为军人干政提供 了 口实 。 尽 管政治家不接受 军人统

治 ， 但他们也赞同军队 的政治活动 ， 鼓励军官参与政治 。 这并不是 因 为他

们认为军人能够进行 良好的 统治 ，
而是因 为他们觉得军官集 团 能够提供一

个能力 出众 、 忠诚果断以 及强有力 的领导者 。 脆弱 的议会 民 主政 治以及强

烈的地域 、 种族和教派关 系不利于具有国家视野的政治领导人 出现 。 于是 ，

他们期望军队 中可 以产生这样的人 。
？ 叙利亚军队正是在这种政治衰朽 、 外

患加重 、 社会分化的 大背景下逐步激进化并走上政治舞台 的 。

（
二

）
叙利 亚 军 队 固 有 的属性

在西方政治实践中 ， 军队是
一

个职业化 的 团体 ， 军人在政治上应该保

持中立 。 首先 ， 军队要非党化 ， 军 队不能被个别政客 、 政党或者权力机构

把持 ， 从而成为其进行权力斗争 的工具和筹码 。 其次 ， 军队要专 注于 自 身

的专业技能而不介入政治活动 。 最后 ， 军队 只 能听命于合法选举产生的政

府首脑或 国家元首 。 这已 经成为西方政治制度 中
一种根深蒂固 的观念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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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 。 然而
， 叙利亚继承了西方 的

‘ ‘

殖 民遗产
”

， 却没有

得到西方制度的精髓 。 由 于叙利亚 社会 、 政治具有的 独特性 以及外部 因 素

的影 响 ， 叙利亚军 队在社会分裂和政治混乱 的 大环 境下不可能 独善其身 。

叙利亚军队对于政治 、 政党活动 的参与便不可避免 。

１ ． 军队 的激进化与政治化

叙利亚军人的激进化与政治化 ， 经历 了一个曲折反复 的 过程 。
？ 独立 以

来 ， 叙利亚政府对建设和强化军 队十分重视 ，
不仅改组 了军队 的组织结构 ，

装备几乎全部更新 ，
军官的遴选和培养体系 也发生重大变化 。

？ 可以说叙利

亚军队 已 经成为
一

支组织严密 、 纪律性较强 的 现代化职业军 队 。 亨廷顿认

为
， 在一个普遍政治化了 的社会 中 ， 军人 干政只 是众多社会现象 中 的

一个

表现形式 。
？ 叙利亚军人干政是对叙利亚 国 内社会的变动 ， 以及政治动荡的

回 应 。 叙利亚独立后 ，
随着现代化与 民族主义的 推动 ， 中 产阶级以及社会

中 下层 民众 的政治意识开始萌发 。 与之相应 的是 ， 整个社会 的政治化 。 叙

利亚军 队征兵以及霍姆斯军事学院等军事 院 校向全社会开放 ， 将更广泛 的

社会群体纳人军队 。 这些新军人大多来 自 农 民 、 商人 、 手 工业者家庭 ， 受

过 良好 的教育 。 这些军官 团 中的新 兵完全不 同于传统政治精英 ， 与 现存 的

政治系统没有利益关联 ， 被排斥在 权力集 团之外 ， 没有合适 的途径表 达 自

己 、 群体的 愿望和利益诉求 。 中产 阶级 的社会背景与职业化军事教育 ，
赋

予军人的并不是传统 的保守观点 ， 而是某种程度 上现代化 的集体主义 的思

想倾 向 。 在社会变革愿望 的激励下 ， 官兵们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 ， 政治观

点 日 益激进。

另外 ， 叙利亚是在取得 民族独立之后才着手建设军 队 ， 没有其他 国 家

那种较长的 军事传统 ， 军人极易 受到各种激进意识形态和政治团 体的吸引 ，

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改革 主义思潮 。 这一时期叙利亚政党政治 比较活跃 ， 尤

其是代表中产阶级 利益 的激进 政党 ， 如复 兴党 、 社会 民主党 、 社会党 等 。

它们在军队中的 活动频繁 ， 很多青年军官深受影响 。 复兴党激进 的政治主

张对那些试图以现代 民族主义构建政治体 系 的年轻军官具有非常大 的吸引

力 。 阿拉伯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 就非常重视发展与 军队 的 关系 ， 并贏得很

① 王彤 ： 《 当代中 东政治制度 》
，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

２００５
，
第 ３ １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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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军官的拥护 。 １９４ ５ 年 ５ 月 ， 他 曾和一些叙利亚特种部 队军官
一起发动反

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行动 ， 并成功 占领和守卫哈马要塞 。
？ 各政党在军队 中 的

活动促使军队逐步地激进化和政治化 。

２ ． 少数派族群 占据军队的主导地位

叙利亚军队的
一个显著特点是 ： 少数族群在 军队 中 占 主导 地位 。 叙利

亚军队的 主体由 阿拉维人、 德鲁兹 人、 伊斯玛仪人 、 库尔德人等构成 。 在

叙利亚传统社会 中 ， 精英 阶层并不把入伍从军看作获取权力和社会地位 的

职业
， 大马士革 以及阿勒颇 的逊尼派上层社会

一

般不会把 自 己 的 子女送人

军事学院 。 很多穆斯林家庭认为军事 院校是 二流 学校 ，
因此上层社会的子

弟多从事文职工作 。 这一方面源于上层社会崇文 重商的社会传统 ，
另 一方

面也体现了传统精英阶层 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领域 的优势地位 。 军队主要

来 自 社会的 中下层 。 法国 委任统治时期 ， 为镇压叙利亚 的 阿拉伯 民族主义

运动 ，
委任 当局有意从阿拉维派 、 德鲁兹派等宗教少数派及库尔德人 、 亚

美尼亚人等少数族群 中招募军人 ，
组成

“

特种部队
”

。 法国殖 民者组建 了８

个营的叙利亚新军 ， 其 中竟有 ３ 个是阿拉维营 ， 其他部队中也大量充斥着为

主人服兵役 的 阿拉 维人 ， 叙利亚军 队在
一定 程度 上变 成 了 阿拉维 派 的军

队 。
？ 当叙利亚独立后 ， 作为少数派 的社会群体在 军队 中却 占据 主导地位 。

此外 ， 叙利亚独立后 ， 霍姆斯军事学 院 向所有 民众开放 ，
没有 阶级 、 阶层 、

族群等差别 ， 不收任何 费用 ， 每月 还 向每个学生提供一定津贴 。 这些举措

为那些缺少社会晋升机会的寒 门子弟提供 了机遇 。 许多中 下层子弟特别是

农村青年进入军事学 院学 习 ， 谋求改变 自 己 的 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 虽然

也有逊尼派子弟加人 军队 ， 使军队 中 的宗 派 比例有所变化 。 但 总 的来说 ，

一

般士兵和低级军官仍 以 出 身农村 的少 数派青年 为主 。 阿拉维派 、 德鲁兹

派 、 伊斯玛仪派等其他少数派别在军 队 中 的 比例远远超过其在总人 口 中所

占 的 比例 。
？

由此可见
， 叙利亚军队在构成上具有两个突 出 特点

：

一是官兵 多为农

村 出身 ，

二是主要来 自 宗 教少数派 。 叙利 亚军 队这种特殊 的阶级 、 宗派 、

族群背景 ， 使它 比其他政治 团体更 了解人 民 的疾苦
，
更能反映中 下层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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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诉求 ， 具有较强的 革命性 。 他们 出 身农村 ， 但是在军事 院校 和军 营

中接受教育又使他们构成城市新兴 中产 阶级 的一部分 。 军 队因此成为联 系

农 民和 中产阶级的纽带 ， 它与农 民阶层的 天然联 系在 中产 阶级发动农村力

量进行社会变革 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少数派军官能够

成功夺取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 。

３ ． 巴勒斯坦战争对军队 的影响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第一次中 东 战争爆 发 ， 包括埃及 、 伊 拉克 、 叙利

亚 、 约旦等国的 阿拉伯军 队相继参 战 ， 并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 。 由 于美 国

等国家的干预 ， 阿拉伯 军队 先胜后败 ，
被迫签订停 战协议 。 叙利亚军队成

为唯一没有在此次战争 中 被击败的 阿拉伯军队 ， 并 占领和控制 了 呼勒湖和

太巴列湖之间的三小块区域 。 但是局部 的胜利无法改变战争最 终惨 败的 结

局 。 战争的失败对阿拉伯 国家造成了极为广泛的影 响 ，

“

甚至是最细微的政

治经济问题都渗透着这
一

事件 的影响
”

。
？ 对年轻的 阿拉伯官兵来说 ， 战败

是一种耻辱 ， 它标志着埃及和叙利亚 的原有政治体制开始走 向终结 。
？ 在埃

及
， 自 由军官们用 四年时间筹划和实施政变 ， 扫荡 了 国 内 旧 秩序 。 叙利亚

军队 中 的 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髙涨 ，
军队将领们带着屈辱 回到 国 内 ， 抨击 国

内腐败的政治制度 ，
指责政治家们要对 战争 的失败负 责 ， 并要求就失败 的

原因展开调查 。 巴勒斯坦 战争彻底改变 了 阿拉伯 军 队的 性质 。 他们像其他

地方 的军官
一样开始认为 ， 只 有他 们才能体现政权 的合法性和 国家 的荣誉

感 ， 为此他们不得不进入政治领域 ， 通过军队 的 力量来反对政 治集 团 。 叙

利亚军队特别是军官集团迅速转变为一个政治意识空前强化的政治团体 。

（
三

） 国 际及地 区政 治 的 冲 击

叙利亚西邻地中海 ， 位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流域 和 阿拉伯半

岛之间 ， 地处肥沃新月 地带的 中部 ， 是阿拉伯世界 的核心地 区 ， 被称为阿

拉伯 民族主义跳动 的心脏 。 这种特殊地位使叙利亚成为地区 乃至世界大 国

争夺和控制 的重点 目 标 。 叙利亚 国 内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军队 不可避免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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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国际 、 地区形势的影响和渗透 。

１
． 大国对叙利亚的争夺

二战结束后叙利亚虽然获得独立 ， 但 仍然没有彻底 摆脱帝 国 主义国家

的争夺和控制 。 战后 ， 英 、 法实力受到 严重 削 弱 ， 逐渐退 出 中东 ， 但仍 以

各种方式最大可能地保持在叙利亚 地区 的 既得利益 。 在美苏对峙格局下 ，

叙利亚在美苏冷战 以 及伊拉克 、 沙特阿拉伯 、 埃及、 土耳其 等周边强 国 角

逐的夹缝 中挣扎 。

叙利亚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长期动荡不符合美 国在中东地区 的利益。
？ 美

国为谋求全球霸权 ，

一方面向 中 东渗透 以填补英法撤退后 留下的 空 白
；
另

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削 弱和阻止苏联在 中东影响 的扩大 ， 打击地 区强权和激

进的 民族主义势力 。 为此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美国政府相继 出 台 了
“

第四点

计划
”

、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１２９ 号 决议 ， 第 ５４２８ 号决议 、

“

艾森豪威尔主

义
”

等有关中东的政策 。 虽然这些政策并不是专 门针对叙利亚 ， 但其基本

内容也同样适用 于包 括叙利亚在 内 的 中东 国 家 。 为 防止叙利亚倒 向 苏联 ，

美国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人叙利亚政治 。 由 于美 国在 巴勒斯坦战争 中偏袓

以色列 ， 叙利亚国 内反美情绪髙涨 ， 美国
“

阿美石油公 司
”

管道工程项 目

迟迟得不到叙政府 的批准 。 经过多次谈判无果后 ， 美 国 政府失去耐心 ， 授

权中情局以经济援助 为诱饵在叙利亚策划军 事政变 ， 建 立亲美 的新政府 。

美国中情局在大马士革的 站长迈尔斯 ？ 科普兰和驻叙武官斯蒂芬
？ 米德开

始接触叙利亚军队 中的 右翼军官 ， 叙 总参谋长扎伊姆成为他们争取 的主要

目 标 。 此后
，
米德与扎伊姆先后进行了

６ 次秘密会晤 ， 商讨？：变问题 。 科普

兰 曾在 《 国家游戏》
一书 中称 ， 美国人组建了一个

“

政治行动小组
”

， 帮助

扎伊姆策划政变 。 这个小组还将扎伊姆称为他们的
“

美国男孩
”

。
？

最终 ， 美国中情局的 秘密行动促 成了１ ９４９ 年 ３ 月 的 扎伊姆军事政 变 ，

打开了叙利亚军人政变之门 。 为围堵苏联 ， 美国又在 １９５ ０ 年和 １９ ５２ 年筹组
“

中东司令部
”

和
“

中东防务组织
”

，
并计划把叙利亚纳人其 中 ， 但两计划

相继夭折 。 艾森豪威尔上台 后
，
重新拼凑 围堵苏联 的 中东军事联盟

“

北层

联盟
”

， 并最终于 １ ９５５ 年建立 了
“

巴格达条约组织
”

。 这一举动遭到 了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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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的强烈反 对 。 为迫使叙利 亚改变立场 ， 美 国联合土耳 其进行武 力威胁。

然而这些行动却激起 了阿拉伯人更加强烈的 反美情绪 ， 驱使叙利亚进一 步

左转 ， 更加亲近克里姆林宫 。
？ 为遏制这

一趋势 ，

１ ９５６ 年美 国决定对叙利 亚

实施
“

散乱行动
”

，
基本内容是利用土耳其 、 伊拉克在外部进行武力威胁 ，

美国 中情局则诱导叙利亚 国 内 的 亲西方军队发动政变 。 但是随着苏伊士运

河危机的爆发 ，

“

散乱行动
”

随之夭折 。 美 国秘密干预叙利亚政治的活动事

实上加强 了复兴党和左翼军官中 的反西方和反美力 量 。
１９５７ 年 ， 艾森豪威

尔主义出 台后 ，
遭到叙 利亚 的公开反对 ，

为迫使叙利亚改 变立 场 ，
美 国又

开始策划新的 阴谋 。 在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后 ， 美 国开始策划
“

徽章行 动
”

。

美 国官员斯通试图用金钱收买叙利亚军 官发 动军事政变 ， 但 是佯装被收买

的叙军官密报政府 。 阴谋暴露后 ， 叙政府驱逐了 ３ 名 美国外交官 ， 叙美关系

恶化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美 国 的 中东战略直接影响 冷战背景下的 苏联 中东

政策 。
？ 杜鲁门

“

第 四点计划
”

及
“

艾 森豪威尔主义
”

出 台 后 ，
由美 国导

演的 反苏反共浪潮反而加速了苏联对中东 的渗透 。 苏联力 图通过扶植盟 友 、

慷慨的援助
，
挑拨 、 破坏美 国 与 中 东 国 家关系 ， 以 达到美 苏均势 的 目 的 。

外部因素诱导叙利亚军人干预政治 的情况 ，
直到 １９６３ 年复兴党掌握政权后

才有所缓解 。 在此之前 ， 叙利亚军事 政变虽然说是 国 内外各种 因 素综合作

用 的结果 ， 但总 的来说外部 因素不可忽视 。 １ ９６３ 年复兴党上 台后 ，
军人集

团干预政治的原因多源于复兴党及军队 内部 的派系斗争和发展道路之争 。

２． 地区政治 的影响

英国叙利亚问题专家 、 著名 记者帕特里克 ？ 希 尔 曾在其著作 《对叙利

亚的 争夺 》 中讲述了１９４５ 年至 １ ９５８ 年的 阿拉伯政治 。 正如题 目所暗示的那

样 ， 他认为任何试图支配 中东 的 当地大 国或者域外大 国 ， 都必须控制 中 东

的核心叙利亚 。
？

一

方面 ， 叙利亚面临 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 队在 国家政治生活 中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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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重要角 色 。 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 前线 国家之
一

， 叙利亚直接面临 以

色列的军事威胁 ，
军事上长期与之处于对抗状态 ， 随时都 有受到 以 色列进

攻的危险 。 险恶的外部生存环境使叙利亚认识到必须拥有
一

支强大实力 的

武装部队来抵御以 色列 ，
因此将军 队现代化 、 提 高其战斗 力视为保证 国 家

安全的头等大事 。 这种一定意义上 的
“

先军政治
”

使叙利 亚军队具有较强

的政治能量 ， 其在 国家政治生活 中 的地位 自 然有所提高 。
一旦对外战争失

利 ， 军队中 的 民族主义情绪就会髙涨 ，
对现有政体形成 冲击 。 巴勒斯坦战

争的失败就是叙利亚 １９４９ 年第
一

次军事政变的主要原 因之一 。

另
一方面

， 在 阿拉伯世界 内部 ，
埃及 、 伊拉克等 国为 争夺阿拉伯世界

霸权都将叙利亚视 为重点争 取的对象 。 叙利亚 时常陷 人两者的 斗争之 中
，

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 军队中也相应 出 现 了亲伊拉克派和纳赛尔 的追随者 ，

两派斗争也增加 了军 队 的 不稳 定性 ，

一旦 斗争激 化很容易 造成军事政 变 。

地理 因素决定 了伊拉克对叙利亚的兴趣 。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以来 ， 为争夺 中东

霸权 ， 伊拉克就
一

直试图把叙利 亚纳入一个 由 自 己 主导 的
“

肥 沃新月
”

联

盟中 。
？ 另外 ， 叙利亚是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石油管道 的必经之地 ， 鉴 于伊拉

克南部出海 口十分狭小 ， 这条输油管道 的安全关乎伊拉克 的经 济命脉 。 因

此
， 伊拉克

一直希望 在叙利亚建立
一个 亲伊政权为 自 己 的地区 利益服 务 。

但是由 于伊拉克的亲西方立 场 ， 叙利亚和它 的关系并不友好 ， 伊拉克多次

参与颠覆叙利亚政府的政变 。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 ， 纳赛尔 的 声望在阿拉伯世界 如 日 中天 ， 成 为阿拉

伯 民族主义的代表 。 因此 ， 纳赛尔也 十分重 视叙利亚 。 长期 以来
， 纳赛尔

努力将叙利亚控制在 西方影响之外 ， 并在叙利 亚军政部门 培植亲纳赛尔 的

复兴党人和军官 。 １９５７ 年 ， 叙利亚 面 临 国 内外 困境 ， 迫使其 日 益加强与苏

联 的关系 ， 这也是纳赛尔不愿看到 的 。 在复兴党 和军方代 表的 劝说下纳赛

尔 同意埃叙两国合并 ， 建立
“

阿联
”

。

“

阿联
”

解体后 ，
纳赛尔又号召叙利

亚国 内 的亲纳赛尔军 官推 翻政府 ，
建立埃及式 的革命政权 。 叙利亚 国 内纳

赛尔派军官一直具有较强的实力 。

① 王红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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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主要特点

比较政治学认为 ， 发展 中 国 家中 的 军 队不仅仅是作为
一

个单纯 的军事

组织存在 ， 军队的发展变化对国 家的现代 化产生 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
在某

些 国家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 。 土耳其和埃及的 经历就很好地说明 了这一点 。

由 于发展 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 活具有过渡性 、 非制度性 、
对抗性和不 稳

定性等特点 ，
军人政治在不 同国 家所呈现 的特点与作用也不尽 相同 。 就叙

利亚而言 ， 军人政治反映了 叙利亚现代化发展过程 中复杂 多变的社会 、
经

济 、 政治形态及其变迁历程 。

（

一

） 军 队派 系 斗争激烈 、 政变 频繁

叙利亚军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不 同于埃及军人政治精英 ， 叙利亚 军

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 团 体 ， 容纳 了来 自 叙利 亚各个 民族 、 宗派 、 地区 、 阶

级 、 部落的成员 ， 来 自 社会底层的 穷 困子弟 与富有 而有权势的 家族子弟拥

有相 同的升迁机会 。 军 队在
一定程度上缩 小 了城市与农村 、 贫 困 阶层与 富

裕阶层之间的差距 。 然而 ，
这也使叙利亚社会 的多样性 与分裂型 内化为军

队 内部的派 系 。 叙利亚军 队从建立之初就 因 民族 、 教派 、 部族 、 地 区 、 个

人因素等分裂为许多派系小集 团 。 各军人集 团为 了所代表 的利益 群体不断

争权夺利 。 在不同 历史 时期 ， 各派系 也不 断地分化 组合 ，
它们之 间激 烈 的

政治斗争成为叙利亚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重要原因 。

在错综复杂的派系 斗争 中 ， 少数 派军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 的斗争 最为

激烈 。 复兴党军官于 １９６３ 年夺取权力前 ， 少数派宗教和族群在军 队 中 占据

主导地位 。
？ 阿拉维派 、 德鲁兹派等在军队 中所 占 比重远远超 出其在总人 口

中 的 比重 。 这种不对称性 成为少数 派群体与逊尼派军人之 间长期矛盾 冲突

的根源 。 少数派构成军队普通士兵的 绝大多数 ， 在军队 中所担任 的职务
一

般为 中下级军官 。 相反 ，
逊尼派军人虽然人数不多 ， 但一般都是身居高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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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持关键的 岗位 。 少数派军官被排斥在高层权力集 团之外 ， 没有军事决策

权 。 宗教少数派官兵也 因此
一

直受到逊尼派军官 的打压 。 因 此 ，
叙利亚前

三次军事政变领导人胡斯 尼 ？ 扎伊姆 、 萨姆 ？ 辛纳维和阿迪 卜
？ 希沙克里

全部都是逊尼派军人 。
？ 为了维持统治 ， 扎伊姆和希沙克里 皆依靠具有相 同

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军官 。 在希沙克里 的统治下 ， 许多来 自 其 出生地 哈马 的

军官迅速进人军队髙层 。 逊尼派军官贾西姆 ？ 阿尔万 曾 回忆 ， 希沙克里 曾

敦促他优先接收逊尼派穆斯林青年进人霍姆斯军事学 院学 习 ， 并尽可能地

限制少数派所 占 的 比重
，
阿尔万拒绝 了这

一要求 。 在
“

阿联
”

之前 ， 叙利

亚军官集团分裂为多个派系 ， 这些派系 主要 由逊尼派领导 。

宗教少数派军官则利用对基层 官兵的 控制及其与他们 的密切联 系暗 中

积蓄力量 。

一

旦获得升迁 ，
这些军官就开始任用 亲属和 同

一

宗派 的 亲信 ，

帮助他们升迁 ， 或进人 陆军 、 海军或空军学 院学 习 ， 少数派军官的势力逐

步增强 。
１９ ６２ 年后 ， 少数派军官的不利地位才得以扭转 ，

主要原因 是霍姆

斯会议后以纳赫拉维为首的大马士革逊尼派军人集团骨干力量被驱逐 。 １９ ６３

年 ３ 月 ８ 日 政变后 ， 阿拉维派军 官在军队领导 岗 位中 的 比重发生了 重大改

变 ， 尽管叙利亚军官团仍以逊尼派出身为主 ， 但非逊尼派成员 如阿拉维派 、

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军官在军官集 团 、 军 队精英 以及 高层 中的 地位大大

增强 。 １９ ６５ 年以后 以及 １９６ ６ 年政变 中 ， 阿拉维派军官已经控制 了军队高层

和复兴党左翼 ， 逊尼派军官在政治权力斗争 中多次遭到清洗 。 复兴党政权

建立后 ，
因对逊尼派军官不信任 ， 大 多数 重要 职位都控制在阿拉维派等少

数派军官手 中 。

一

些 逊尼派军官即 使 占 据某些重要 职位 ， 也无实权可言 。

阿萨德政权建立后 ， 除极少数绝对忠于阿萨德 的逊尼派军官外 ，
大多数逊

尼派军人都被排除在权力核心 之外 。 ２０ １ １ 年 以来 的叙利亚危机 中 ， 叛逃的

叙军高级军官之所 以 以逊尼派为主 ， 也是 因为他们 对在以 阿拉维派为主体

的军队 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感到不满 。

除宗教少数派和逊尼派之间 的派 系斗 争外 ，
在不 同历史阶段 ， 叙利亚

军队中还存在着不 同派系分化且各派力量此 消彼 长的现象 。 独立初期 ， 英

美等国为控制叙利亚纷纷在叙利 亚扶植代 理人 ， 叙利亚军队出现 亲美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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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英派 ，
最终引发 了１９４９ 年的三次军事政变 。 １９６ １ 年

“

阿联
”

解体后 ， 叙

利亚军队至少分裂 为复兴党左派 、 主流温 和派 、 纳赛尔主义者 以 及逊尼派

军官集团 等不同 的政治派别 。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８ 日

， 复兴党军官联合纳赛尔主

义军官 、 部分独立派军官发动 了军事政变 。 复兴党执政后 ，
复兴党军官又

先后把纳赛尔主义军官和独立派军 官清洗 出 军 队 ， 实现 了 对军 队的控 制 。

此后
， 复兴党军官内部又因 政治 观点不 同发生权力 之争 ， 分裂 为激进派和

温和务实派 ，
两派分别以地 区委员 会副总书记贾迪德和国 防部 长阿萨德为

首 。 最终阿萨德通过军事政变击败贾迪德夺取了叙利亚国家 的最高权力 。

叙利亚军队中激烈的 派系 斗争 导致军事政变 频繁发生 ，
叙利亚也成为

发展 中国家 中军事政变最 为频繁 的 国家之
一

， 其烈 度堪称 中东 之最 ， 以至

于被称为
“

政变国家
”

。 据统计 ，
从 １ ９４９ 年扎伊姆首次政变到 １９７ ０ 年阿萨

德通过政变推翻贾迪德政权 ，
叙利亚共发生了 ９ 次成功的军事政变 。 这些军

事政变彻底改写了叙利亚独立后 的政治发展进程 。
？

（
二

） 军人政治与 政党政治 的 结合

军人政治与政党政治相互结合是叙利亚军人 政治的 又
一突 出 特点 。 在

现代民主制度下 ，
军人政治和 政党政治是

一对 天敌 。 但是在叙利亚独特 的

社会 、 政治秩序下 ，
出 于各 自 的需要

，
军 人集团 和政党 ， 特别 是被排斥在

权力之外的新兴政党 ，
很早就建立起密切联系 。 最终军 队和复兴党形成 了

“

军政合
一

”

的 特殊的军政关系 。

在发展 中 国 家 ， 政治参与 的 扩大往往激化社会矛盾 ， 引 发社会 动荡 。

在这种情况下 ， 掌握暴力工具 的军人具有短时期 内建立社会秩序 ，
稳定政

局 的能力 。 但是 ， 军人高度 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
使得职业军人在 自 己 的领

域 内成为具备特殊技能的 专家 ， 而在 自 己 的领域之外却成 为十足 的外行 。
？

职业化 、 责任感 、 团体性这三大特征强化 了军人作 为一个相对封 闭 而 自 主

的职业化团体的性质 ，
也决定 了其在军 队外部具有 十分有 限的 影 响力 。 因

此 ， 叙利亚军人虽然能依靠暴力推翻文人政府 ， 却不具备 民众动员 、 社会

整合 、 行使政府职能 的能力 ，
只好借助政党的 力量 。 另 外 ，

为 了增加 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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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 ， 军人也不得不把某个政党推向 前 台 ，
披着 民主的 外衣躲在幕后

进行政治操控 。
１ ９４９ 年 ， 辛 纳维和希沙克里政变后 ， 都做 出还政于 民的姿

态 ， 组成了人民党主导下 的文官政府 。 １９５ １ 年 ， 希沙克里甚至组建 了 由 军

人主导的政治党派
“

阿拉伯解放运动
”

， 企图 以此来扩大 自 己 的统治基础 。

脱离
“

阿联
”

后 ， 军事政变的领导人纳赫拉维 同样组织 了 以 人民党为主的

政府
，
而 自 己则另 组一个国 家安全委员会监督政府。 事 实证 明军人与政党

的结合是非 常脆弱 的 ， 由 于缺乏组织 ， 以及意识形态 和政治理念的不 同 ，

两者的合作关系很快就会因权力争夺而崩溃 。

另
一方面 ，

由 于传统政治势力垄 断政权 ， 许多新兴政党被排斥 在权力

集 团之外 。 军队强大的 实力也引起 了 这些新兴党派 的注意 ，
于是开始对军

队进行拉拢和渗透 ， 将军队作为实现 自 己政治 目标的工具 。 阿拉伯社会民

主党是第
一个通过争取军官支持 以及将该党成员送到霍姆斯军事 学院等方

式 向军队渗透的政党 。 独立前 ， 叙利亚著名 的政党领袖胡拉尼便与叙利亚

青年军官保持紧密的联 系
，
鼓动他们投身 民族独立运动 。 １ ９３６ 年 ， 胡拉尼

加入了阿拉伯社会 民主党 。 尽管他在 两年后 离开 ， 他在多大程度 上参与并

受益于该党与军 队的 联系 不得而知 ， 但是这
一段 经历无疑非常有价值 。 在

随后的时间里 ，
不论何 时军 官们玩弄政治 阴谋诡计 ， 胡拉尼都没有 远离这

一群体 。
？１ ９４５ 年 ， 胡拉尼创建阿拉伯社会党 ， 该党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
，
主张铲 除封建 主义 和改善农 民境况 ， 倡导激进 的社

会经济改革 ， 因此得 到 了广大农民 和青年军官们 的 热烈拥护 。 叙利 亚独立

后 ，
胡拉尼又成功促使霍姆斯军事学 院 向所有 阶层 的 开放 ， 并 由政府 向学

生提供补贴 。 得益于在农 民运动 中 的领导地位 ， 胡拉尼成为在年轻军 官中

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
？

叙利亚军人政治和政 党政治相 结合最重要 的 表现 就是复兴党 的 崛起 。

复兴党政权源于军事政变 ， 军人与政党的密切结合是复兴党 的突 出特征 。
？

军队与复兴党 的合作是 因 为双方共同 的政治利益需求 ，
即争夺最高政治权

力 。 要实现这个 目标 ， 复兴党需要具有强大实力 的军队的支 持 ， 以改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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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角逐 中的软弱地位 ， 军队则 需要借 助复兴党的组织 机构 、 意识形态 和

领导能力 。

首先
， 复杂的派系斗争使军 队 四分五 裂 ， 各派系 中 的 分歧 和个人主义

刺激 了军官们 的个 人野心 。 他们试图 利用政党力 量整合军 队 ， 加强军 队 的

团结 ， 进而扩大军队的 群众 基础 ，
增强其 干预政治的 合法性 。 其次 ，

复兴

党拥有军队所欠缺 的政治优势 。 复兴党创 立于 １ ９４７ 年 ，
以 统

一

、 自 由 、 社

会主义三大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纲领 ，
主张超越教派之间 的狭 隘界线 ，

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政治联合 和建立 自 由 民 主 的政治制 度 ， 强调发展 国

有经济和改善 民众的 物质生活 ， 提倡土地改革和 社会公正 。 因 此
， 它在农

村人 口
、 城市 中下 阶层 、 宗 教少 数派 、 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 中 间具有广泛

影响力 ，
拥有很强 的社会号召 力和动员 能力 。 除完善 的指 导思想 外 ， 复兴

党还有严密的组织体系 ， 其 中复兴党 民族委员 会是复兴党在阿拉伯世界 的

最高领导机构 ， 下设若干地区委员会作为复兴党在 阿拉伯各国 的执行机构 。

１９５８ 年 ， 复兴党已经发 展成为阿拉伯诸多国 家和地 区 的重要政治组织 ， 在

伊拉克 、 约旦和黎 巴嫩等国建立了分支机构 。

复兴党虽然是叙利亚最早 的 现代 民族主义政党之
一

， 但是起初却很难

吸引 民众和赢得议会选举 。 领导人阿弗拉克在 １９４９ 年担任辛纳维政府 的教

育部部长 ， 但这并没有增强该党在选举中 的影响力 。 在 １９ ４９ 年 １ １ 月 的选举

中 ， 阿弗拉克又丢掉 了在议会 中的唯一席位 。 １ 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希沙克里政权崩

溃后 的首次 自 由 选举 中 ， 复 兴党 获得 了１ ５％ 的选 票 和 ２２ 个议会 席 位 。
？

１９ ５９ 年 ７ 月
“

阿联
”

的民族联盟选举期间 ， 在 ９４４ ５ 名候选人中 只有 ２５０ 名

复兴党党员 当选 。
？ 因此 ， 复兴党为增强影响力不得不选择与 军队合作 。 事

实上 ，
１９４ ５ 年到 １９５ ８ 年 ， 胡拉尼和阿弗拉克就试图利用军队作为复兴党的

政治工具 。
１ ９５４ 年阿德南 ？ 马 勒基及其同僚达成 了军 队与复兴党之间 的 第

一次联盟 。 随着 国 内斗争 的 日 益激烈 ，
复兴党和军 队 的 联 系也 日 益密切 。

１９ ６３ 年 ，
复兴党利用军队夺权上台 后 ，

与 军队形成了
一 种

“

军政合
一

”

的

关系 ： 军队通过复 兴党干预政治 ，
维护军方利益 ，

在 国 内外政治事务 中拥

有很大发言权 ；
复兴党依靠军 队巩固政权 ，

维护社会稳定
， 保证各项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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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的实施 。 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因此具有浓重 的军人政治色彩 。

（
三

） 军人政治与 文官政治交替 出现

１９４９ 年后 ， 叙利亚文官政府丧失 了对政权 的控制 ， 野心勃勃的 军事 强

人开始介人叙利亚政治 。 叙利亚政权 因 此在军人集 团和文官势 力激 烈的 角

逐 中几易其手 ， 军人政治与弱势民主交替出现 。 在 １９７０ 年阿萨德上台之前 ，

叙利亚共经历 ８ 年议会民 主制 （
１ ９４５－ １ ９４９

， １９５４－ １ ９５８
） 和 ５ 年的半议会

民主制 （ １９６ １￣ １９６ ６
） 。 长期的军人干政和短期 的议会制 、 半议会制交替主

导叙利亚政局 ， 其间文官政府始终处于军人政变的威胁之下

叙利亚议会民主制的 超前性决定 了其文 官政 治的 虚弱不堪 ，
它既无力

解决叙利亚面临的各种 问题 ， 又无法在与军人集 团 的竞 争 中 占据优势 。 但

是文官势力也不可能将权力拱手相让 ， 必 定会抓住一切 时机对军人进行 反

击 。 同时 ，
军人因其 自 身职业特 点和迫于舆论的压力也无法彻底取 代文官

政府 。 军人虽能依靠暴力颠覆文官政府 ， 但其所建立 的政权却 缺乏合法性

基础 ， 因此无法获得 民众的广泛支持 ， 很容 易被新的政变所推 翻 。 军事 独

裁统治被推翻后 ，
文官集团 则会利用 国 内 民 主呼声 高涨、 政治 氛围 相对宽

松的有利时机增强 自 己 的实力 ， 要求军人返 回军营 ， 退 出政坛 ， 恢 复文官

统治 。 军人迫于压力可 能会做 出
一些让步 ， 但随着斗争的加剧 ， 特别是认

为 自 己 的利益受到威 胁时 ， 军人就会发动新的 政变取代 文官 政府 。 于是 ，

叙利亚就陷人了军人政治与弱势文官政府交替统 治的 恶性循环 ， 这 种状况

直到阿萨德执政后才得 以扭转 。 在与文官集 团 的政治斗争 中 ， 军人可以 说

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 叙利亚发生的 ９ 次成功政变中 ， 只有 ３ 次军人在政变成

功后将权柄交还文官集 团 ， 并号召 军人返 回军营 。 １ ９６３ 年 ，

“

三 ？ 八革命
”

宣告 了叙利亚议会 民主制的终结 ，
表面上军人在推翻议会 民 主制后 将政府

交给了复兴党的文官 ， 但是军人却是实际上 的王者 。 阿弗拉克 、 比塔尔等

复兴党元老派文官领导人最终被掌握实权的 复兴党年轻军官所取代 。

贾迪德和阿萨德的 冲突成 为叙利亚文官政治家与军人政治家斗争的转

折点 。 １９６ ６ 年 ， 贾迪德发动 军事政变推翻复兴党元老派后 ，
把主要 精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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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复兴党党务工作上 ， 成为文官政治主张 的代表 。 他重组复 兴党 领导机

构
，
以复兴党地区委员会 副总书记身份在幕后操纵党政大权 。 阿萨德则增

强 了在军队 中的威望和影响 。 两人 围绕 国 内外政策展开新
一

轮角 逐 。 在 国

内政策上 ， 贾迪德优先注重发展经济 ， 认为只有经济发展 才能 为解放 被 占

领土做好充分准备 。 另 外 ， 贾迪德集团 在 国 内 大谈 阶级斗争 ， 并 向其他阿

拉伯地 区输 出革命 。 他认为通过阶级斗 争 ，
社会主义将被传播到 各地 ，

到

那时阿拉伯地区 的统一 才有可能实现 。 贾迪德政府将其他 阿拉伯 国 家分为

革命的和反动的两个类 型 ，
并宣称 只和前者合作 。 贾迪德政府 在向其他阿

拉伯国家宣传阶级斗争 的 同时
，
拒绝和 国 内 的民 族主义力量妥协合作 ， 例

如纳赛尔主义者 、 共产党和 阿拉伯社会主义者 。

阿萨德及其盟友穆斯 塔法
？

塔拉斯认为 ， 贾迪德政 府的政策有失误 。

在 阿萨德的计划 中 ， 军 队发展要优 于经济的 发展 ， 尽管他最后宣称这两方

面应给予同 等的关注 。 他不反对贾 迪德 的 阶级斗争理论 ， 但是希望与其他

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合作 。 他还通过 寻求城市 中 产 阶级 的支 持 ，
以扩大复兴

党 的统治基础 。 阿萨德支持一些有利于 中小商人和投资者 的 经济 自 由 化政

策 。 在对外关系上 ， 阿萨德则希望 与其他 阿拉伯 国家合作 ， 尤 其是与埃及

的合作 。 唯有如此 ， 才能收复被 占领的 阿拉伯 领土 。 因此 ，
他反对贾迪 德

的
“

革命一反动
”

的 标准 。 在军事 战 略上 ， 阿萨德 反对人 民 战争的 口号 ，

支持塔拉斯 的常规战理论 ， 将 民兵组织作为
一种辅助力量 置于军 队之下 。

？

在 １ ９６ ８ 年复兴党地区委员 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
阿萨德提出叙利亚应该放

弃激进的外交政策
，
缓 和 与相对保守 的阿拉伯产油 国之间 的关 系 ，

以换 取

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 ，
缓和 与伊拉克 、 约旦之间 的关系 ，

组成 反对 以 色列

的
“

东方阵线
”

等主张 。 但他的提议遭到大会拒绝 。 １９ ６９ 年 ２ 月 ２ ５ 日
，
阿

萨德策动 了一次有 限 的政 变
，
抓住 以色 列空袭大 马 士革附近村 庄的 时机 ，

占领 了报社和广播电 台 ， 释放 了
一批政治犯 。 这迫使复兴党地 区委员 会 向

阿萨德妥协 ， 国际上叙利亚开始缓和 与其他阿拉伯 国家的关系
；
在 国 内 则

与其他进步政治 团体开展合作 ；
颁 布临 时宪法 ；

选举新的 地区 委员会
，
给

予贾迪德派和阿萨德派相 同 的代表权 。 同 时 ， 满足了 阿萨德的愿望 ， 筹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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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立了 由叙利亚 、 埃及 、 伊拉克和约旦部 队组成的东方指挥部 。
？

贾迪德和阿萨德之间 的权力斗争在 １９７０ 年达到顶峰 。 贾迪德借巴勒斯

坦游击队与约旦政府军交战之机 ，
试 图利用复兴党地 区 委员会 紧急 大会将

阿萨德调离军事岗位 。 贾迪德操纵大会指责阿萨德 等两位军事领导人违背

党的原则 ， 制造双重权力结 构 ， 妨碍党的 决议 的执行 ， 拘禁党员 ， 审査党

的信件 。 特别 是指控 阿萨德 寻求并 执行
一 条

“

失败 主义 的 反动 路线
”

。
？

１ ９７０ 年 １ １ 月 １ ３ 日
，
以 阿萨德为首的军人集 团发动政变 ， 推翻 了 以 贾迪 德

为首的文官政府 ， 结束了 自 １ ９６６ 年 以来两驾 马车 的 国家权力模式 。
？ 随着

阿萨德总统权威体制 的确立 ， 军 队和复兴党文官主导的 党政机构之 间实现

了互相依存 、 制约 的关 系 ，
二者都没有独立 的权力分配和控制 的实力 。 叙

利亚军人政权与文官政府交替上台执政的局面得以终结 。

（
四

） 军人政治与 民主化的 复杂 关 系

叙利亚军人政治对民 主化进程的影 响是多方面的 ， 对于军人政 治的认

识不能简单地只是就该术语的 含义而论 ， 而必须着眼于军人政治在具体实

践 中对 民主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 。

首先 ，
军人干政阻碍了叙利亚 既有 的议会 民 主制 的 发展进程 ， 并使之

最终消亡 。 现代议会 民主制政体虽然十分脆弱 ， 与叙利 亚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不相适应
， 但它毕竟代表

一

种先进 的 民主制度 ，
军人干政有悖于 民主政

治的原则 ， 军人政治的 产生本身就是对 民主 的 嘲讽 。 军人当 政期 间许多措

施也都严重违背 民主精神 ， 有时甚 至带有军事独裁色彩 。 １９４９ 年 ， 扎伊姆

政变后就解散 了议会和政府 ， 对内 实行严格 的军事监察
，
压制各种社会 民

主运动 ，
甚至取缔所有 的政 治党派 。 希沙克里军事独裁 时期甚至取消 了最

髙法院 。 复兴党在
“

三
？ 八革命

”

后 ， 实行紧急状 态法并 长期 不予取消
，

压制 国内的 民主运动 ， 因此受 到 国 内 民主势力 的指责 。 阿萨德家族依靠军

队的支持长期控制叙利亚政权 ， 将其他政治势力和党派排斥在权力体系之

外 ， 必要时还采取暴力方式镇压其他党派 。 美 国等
一些西方 国家 因为阿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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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权的军人政治色彩而将其视为最专制 独裁的政 权之一 ， 并希望用西方

式的 民主制度对其进行外部改造 。

其次 ， 军人政治表现出
一

定 的 民主改革 性质 ， 扩大 了叙利 亚社会 的 民

主政治参与程度 。 在叙利亚议会 民 主制下 ， 民主仅限于上层社会的传统政

治精英 ， 是少数人 的 民主 。 普通 民众被排 除在 民主政治之外 ， 毫无权力可

言 。 军人集 团代表的 是广大 中产 阶级和 中下层社会 民众 的利益
，
他们 向寡

头政治挑战 ，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了叙利亚社会的政治参与 。 １ ９４９ 年
， 军事

政变推翻 了代表传统政治精英利益 的议会政权 ， 使政治参与 由 原来人数相

对较少的上层集 团扩大到 中 间 阶层 。 值得
一

提的 是 ，
扎伊姆还首次 给予妇

女选举权 ，
这是妇女政治权力 的一次革命性突破 。 代表 中下层人 民群众利

益的 复兴党军人执政后 ，
更是在各方面扩大 了人 民 的 民主权利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阿萨德上 台后 ，
进一步完善复兴党 的 组织体 系 ， 将复兴党 的活动 范围

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 和城 乡基层群众 ，
强化与城市 下层 民众 、 农村居 民 之

间 的政治联盟 ， 体现了农民 、 工人 、 官僚和军人之间 的广泛政治联合 。 １９７２

年 ， 阿萨德建立起驾驭社会和控制 民众 的政治组织——
“

民 族进步阵线
”

。

该组织是复兴党主导下 的政党联盟 ， 是叙利亚 民众参与政治 、 行使 民主权

利 的重要渠道 。

最后
，

一

个稳定的政权不一定产生 民 主 ， 但 是 民主 的推行却 需要
一

个

稳定的政权和安定的局势 。
？ 叙利亚独立后动荡的政治局面宣告 了西方式 民

主制度 的失败 ， 迫切需要强有力 的政治权威来结束混乱状态 ， 军人适时地

充当 了这一角 色 。 军人统治者通过放弃
一定程度 的政治 自 由 和 民 主 ， 打破

了旧有 的传统社会秩序 ， 推动 了叙利亚 由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 的转型 。 军

事强人所代表的现代威权 主义政治体制是叙利亚 由 传 统政治制度 向 现代 民

主政治制度迈进 的过渡阶段 ，
军人政治带来相对稳定 的政治秩序 ，

为叙利

亚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 的 民主化道路创造 了条件 。
１ ９９２ 年 ３ 月 ， 阿萨德就 曾

发表讲话 ，
声称 民主制不是随意进 口 和 出 口 的商品 ， 每个 国家都 有 自 己 的

历史 和文化传统 ，
亦有 自 己 的政治制度 。 他强调叙利亚 的政治制 度是 建立

在叙利亚历史和文化基础上的 民主制 ，
尚有进一步改善 的空 间 ， 西方 式 民

主政治制度不符合叙利亚 的具体国情 。

① 王林聪 ： 《 中东国 家民主化问 题研究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 第 ３６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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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军人政治 与地 区局 势相互影响

叙利亚军人政治 的兴起与发展深受 中东地 区形势 的影 响 。 同时
，
叙利

亚军人的政治活动又对 中东政治局势 ， 特别是对 巴勒斯坦 问题 、 阿以 和平

进程 、 黎巴嫩问题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

军人作为最早接触 现代化并从 中受益 的社会集 团之
一

，
具有高度的 历

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 在 现代化过程 中 ， 他们 容易受到现代 民族主义思

潮 的熏 陶和感染 ， 泛阿拉伯 民族 主义思想在 军队 中广泛流行 。 第一次 中东

战争惨败彻底激发 了叙利亚军人 的 民族主义 情绪 和政治 意识 。 战败 的屈辱

强化了军人集 团积蓄力量打败以 色列 、 解放被 占 领 的 巴勒斯坦领土 的复仇

愿望 。 巴勒斯坦历来被具有阿拉伯 民族主义思想 的叙利亚统治者视为
“

大

叙利亚
”

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 因此叙利亚在巴勒斯坦 问题上长期与 以色

列对抗且态度强硬 ，
这必然要以 军队 的 强力支持为后盾 。 叙利亚参加 了多

次中东战争 ， 虽屡遭失败但从没有放弃追求阿拉伯统一的 努力 。 叙利亚泛

阿拉伯 民族主义政策包括 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种形式 ： 防御型是指 和其他 阿

拉伯 国家联合和合并来实现 阿拉伯 的统
一

， 进攻 型是指利用战争达成统
一

目 的 。
？１９５ ８ 年叙埃合并 ， 以及 １ ９７６ 年后叙军在黎 巴嫩 的长期 驻军是上述

两种方法的运用 ，
而这两次实践正是在叙利亚军方支持和主导下进行的 。

１ ９７６ 年 ， 阿萨德利用黎 巴嫩 内 战之机 ， 派遣 ３
．
５ 万名 军人 以

４
‘

阿拉伯

威慑部队
”

的名 义进驻黎巴嫩 ，
同 时进 人的还有大量 的安全机构人员 。 在

之后长达 ３０ 年的时间里 ， 叙利亚军队长期驻扎黎 巴嫩 。 叙利亚军队和安全

机构人员利用黎巴嫩各派之 间 的矛盾左右黎 巴嫩局势 ， 保持叙利亚对黎巴

嫩的控制以及在 黎的 战略利益 。 例如 ， 维护其在黎境 内 的经济利益 ， 将 黎

巴嫩纳人大叙利亚计划和实现阿拉伯统一 的 目标 ， 将 黎巴嫩作 为一个缓冲

地带以防范 以色列的进攻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在 国际社会和美 国 的压力下

撤 回所有驻军和安全机构 ， 叙利 亚多年苦 心经营的叙黎
“

特殊关系
”

遭到

巨大挫折。 但这并不 意味着叙利亚在黎 巴嫩 的彻底失败 ，
黎国 内仍有亲叙

的政治派别和叙利亚安全机构的 情报人员 ， 仍可 以对黎 巴嫩施加影 响 。 正

① 韩志斌 ： 《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及 其影 响评估 ＞ ，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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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巴沙尔所说 ，
即使叙利亚不在黎巴嫩驻军也可以在黎发挥影响 。

？

自 埃及和 以 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 ， 维持阿 以战略平衡 的任 务落到叙利

亚头上 。 叙利亚一直 战斗在对抗 以 色列的第一线 ， 拥有 阿拉伯世界仅次于

埃及 和伊拉克的武装 力量。

一

定 的军事实力在维护 自 身安全 的 同 时也增加

了叙利亚在地区事务中 的发言权 ，
对 以 色列保持有效 的军事威慑 ， 并在叙

以和谈 中按照 自 己 的 意愿决定谈判进程 。 巴沙尔认 为强大 的军事 实力将是

谈判桌上讨价还价 的最佳筹码 ， 至少可 以促 使以 色列归还侵 占 已久 的戈兰

髙地 。
？ 叙 以和谈是 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

一

环 ，
没有叙以 和平 中东就不可能

实现全面持久的和平 。
？

结 语

叙利亚军人 自 １ ９４９ 年扎伊姆军事政变开始 ，
军队不断卷入 国 家政治生

活 ， 通过一次次军事 政变彻底扭转 了叙利亚政治发 展的 方 向 。 １ ９４９￣１ ９５４

年 ， 军 队成为军事强人实现政治野心的 强大工具 ， 扎伊姆 、 希沙克里 的军

事独裁统治严重冲击 了脆弱 的议会 民主制政体 。 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 的兴衰

成败与军人 的政治活动也有莫大 的关联。 １ ９６３ 年 ， 复兴党 和军 队联合发动

政变 ， 夺取 国家政权 ，
叙利亚政治制度朝着

“

军政合一
”

的政治体制转变 。

１ ９７０ 年 ， 阿萨德执政后 ， 通过对军队 、 复兴党组织 和官僚机构 的巧妙控制

实现了对国家的稳定统治 ， 在一定程度上遏 制 了军人干政 ， 但阿萨德政权

对军事安全机构的严重依赖使其带有浓重的军人政权色彩 。

叙利亚军人政治 的兴起既有复杂的 国 内 政治 、 经济 、 社会背景
，
也有

地区 、 国际形势影 响 的外部 因素 。 在现代化 的历史背景下 ， 军人政治作 为

国家权力 的更替形式 ，
既是叙利亚社会动 员 和 民众政治参 与严重滞后的 逻

辑结果 ， 也是新兴政治精英挑战传统政治精英垄断权力 和推动经济社会改

革进程 的必要环节 。 叙利 亚社会独特 的二元政治 、 经济和社会结构 ，
导致

① 转 引 自ＯＡ ｊｅｒｕｅ
，
Ｍａｒｃ ｈ２ ， ２００５ 。

② 程松
：

《重建可靠 国防力量 的里 程 ： 锻造大 马士革 弯刀——西方军 事观察 家眼 中的叙利亚

国防力量报告 ＞ ， 《 国 际展望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４ 期 。

③ 王新刚 ： 《 中 东和平进程中 的 另一环 ： 叙利亚的 困境与争衡 》
，

《郑州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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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氛围异常紧张 。 西方式的议会 民主制与叙利亚政治发展水平不相符合 ，

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冲突与动乱 。 文官政府 的无能决定 了叙利亚 只能依靠军

队来压制冲突 、 稳定秩序 ， 从而为军人政治的 兴起开辟 了现实的道路 。 巴

勒斯坦战争改变了叙利亚军队的 性质 ， 军 队 由 单纯 的 军事组织 转变为 曰益

政治化 、 激进化 ， 具有革命性质 的 团体 。 冷战格局下 ， 美苏争夺世界霸权

以及埃及 、 伊拉克等中 东强国 角 逐地区 霸权 的 斗争促使他们通过军事 、 经

济 、 技术甚至阴谋等手段来笼络地处 中东核心地区 的叙利亚 ，
具有强大政

治能量 的军队 自 然成为他们重点拉拢的 对象 。 叙利亚 军队 内部 复杂的 派系

斗争也使得各派系军人极易接受外部力量 的诱导 。

亨廷顿认为在变化的 社会 中 ， 军人 的政治角 色是随着社会 的 变化而变

化的 。 社会越落后 ，
军队承担 的政治 角 色就越进步 ；

社会越进步 ， 军队可

能就会越来越保守甚至反动 。 军人集 团 的政治化 程度 与文官政治系 统解决

国 家所面临 的重大问题 的能力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

当传统文官集团 无法解决变化 的社会所积累 的各种矛盾时 ， 军队确实

具有在较短时期内恢复社会秩序的 能力 。 军人政 治也就成为重建政治权威

的 潜在手段 。 复兴党执政之前 ， 军人集 团作为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者

和革命者出 现在叙利亚政 治舞 台上 。 复兴党执政后 ，
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

和政治参与基础 的扩 大 ， 复兴党政权 日 益 巩 固 ， 军队成为 既得利益集 团 ，

军队的政治角 色趋于保守 。 特别是阿萨德政权建立后 ， 致力 于通过复兴党

建立一支
“

意识形态纯粹化
”

的军队 ， 加强 了对军队的控制和职业化建设 。

军队 由过去政治斗争 的仲裁者变成政权的 守护者 ，
军事政变的 可能性大为

降低 。 由 于军人政治角色的 两面性和多变性 ， 其对叙利亚的影 响也是多方

面的 。

首先 ， 军人政治是现代化政治 力 量的 代表 ， 其统治政策反 映出 强烈的

世俗化 、 现代化倾向 。

一方面 ， 叙利亚 复兴党上 台执政后 ，
由 于 大多数军

人具有 乡村背景和宗教少数派色彩 ， 军人执政时期推行 的各项 经济和社会

改革政策 ， 例如土地 改革和 国有 化运动具有 明 显的 激进色彩 ， 造成了 叙利

亚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 的剧烈变动 ， 推动了 叙利亚现代化 的历程 。 另

一方面 ， 军人刻板僵硬 的统治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逐渐成 为社会经济进

步 的障碍 ， 甚至引 发社会经济危机 。 其次 ， 军人通过军事政变夺权与 民 主

政治的基本原则 背道 而驰 ，
破坏 了原本脆弱 的议会 民 主制 。

一方面 ，
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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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些压制 社会民主的措施表现出其政治独裁 的
一

面 ；

另 一方面 ， 叙利亚军队代表了社会 中下 阶层 的利益 ， 军人政治无疑扩大 了

社会民主 的适用范围和 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 。 军人政权通过牺牲
一些 民主

和 自 由 换取社会秩序 的稳定 ， 为 民 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 了和平的 政治

环境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 中东政治 民主化趋势逐步加快 ， 军人政治面临 的处

境 日 益不利 。 中东一些军人政权有 的被 国 内 的 民 主运 动推 翻 ， 有的 被迫实

行多党制 ，
军人放弃 了 权力 。 在 中东 民 主化浪潮 的 冲击 下 ， 特别 是 随着

２０ １ １ 年新
一

轮政治危机 的爆发 ， 叙利亚军人的 政治角 色重新敏感 起来 。 在

社会 民众民主化的压力下 ， 叙利亚统治 当局可能会 向 民主势力 做出 某 些让

步 。 但无论局势朝哪个方向 发展 ， 就叙利亚政治发展水平而言 ，
军人政治

都将产生不可忽视 的影响 。 如 同埃及
一

样 ， 叙利亚军人集 团仍是
一

支 可以

改变时局的关键力量 。

［责任编 辑 ： 闫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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