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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接受电视采访。在当日的访谈中，马克龙就叙利亚军事行动等问题，与两
位资深媒体人唇枪舌剑辩论两小时，坚称“打击叙利亚合法”。 （视觉中国）

新华社大马士革 4 月 15 日电
14日清晨，美英法三国向叙利亚境
内发射的导弹刚刚落下，叙总统府
便发布了一段视频：身材颀长、西装
笔挺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提着公
文包，走进灯火通明的总统府大厅，
表情平静。此前有消息称，为了躲
避空袭，巴沙尔已在俄方掩护下撤
离首都大马士革。

在内战的硝烟中，巴沙尔挺过
了七年。在叙利亚这个大国博弈场
上，他的命运早已不由自己掌控。

苦战七年，走出大马
士革

巴沙尔的淡定有底气。就在空
袭当天，叙政府军进驻杜马镇，全面
收复反政府武装在首都周边的主要
据点东古塔。

如今的巴沙尔，已不是当年
那个权位岌岌可危的孱弱“幼狮”
（阿 萨 德 在 阿 拉 伯 语 中 意 为 狮
子）。随着执政地位的巩固，他在
镜头前的神态越来越自信，表态
也越来越强硬。

时间回到 2011年 3月，叙利亚
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巴沙尔政
权陷入困境。在美国、沙特阿拉伯
等国资助下，叙利亚各地反对势力
派系林立，叙政府内部高官叛逃，国
防部长等核心成员甚至被炸身亡。
巴沙尔四面楚歌，西方媒体预言他
将步卡扎菲、穆巴拉克等中东强人
的后尘被推翻甚至被打死。

除了内忧，巴沙尔还面临外
患。西方国家企图以经济制裁等手
段迫其下台，阿拉伯兄弟也纷纷弃
他而去，阿拉伯国家联盟甚至将叙
利亚踢出了成员国行列。

数年之内，“叛军”攻城略地，
“伊斯兰国”渗透坐大，库尔德人自
立门户……政府控制的国土被鲸吞

蚕食，巴沙尔也长时间消失于公众
视野。

眼看政权风雨飘摇，巴沙尔
借助俄罗斯稳定了局面。2015 年
9 月，应叙政府邀请，俄罗斯开始
对叙极端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打
击，帮助政府军扭转了战场不利
局面。

两年多来，在俄军强势助攻下，
叙政府军在国内战场捷报频传，并
彻底击溃“伊斯兰国”势力。巴沙尔
逐渐不再囿于总统府，频频现身国
内各地，举止越发显得放松。

2017年6月25日，巴沙尔多年
来首次到访叙中部哈马省，和当地
民众共庆开斋节；两天后，他现身俄
罗斯驻叙空军基地，饶有兴致地登
上一架苏-35战机，笑着摆出驾机
动作；今年3月18日，他驾车穿过首
都闹市，前往市郊东古塔前线慰问
士兵……

意外上台，遭遇政治
动荡

实际上，总统宝座上的一切荣
光和磨难，皆非巴沙尔年少时的追
求。虽然父亲是叙利亚历史上声
名显赫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但
巴沙尔从小立志从医，对政治并不
感兴趣。

巴沙尔生于1965年。1982年，
他进入大马士革大学攻读医学，还
曾担任过军医。四年后，他远赴英
国伦敦攻读眼科硕士。

1994年，巴沙尔遭遇人生重要
转折点。一直被父亲视作接班人的
大哥巴西勒意外因车祸离世，巴沙
尔不得不放弃从医，回国为接任总
统作准备。

2000年6月 10日，统治了叙利
亚近30年的“中东雄狮”老阿萨德
因心脏病发作离世。一个月后，巴

沙尔毫无悬念地以97%的得票率当
选叙利亚总统。

上任后，巴沙尔在经济和政治
领域展示出变革决心。他鼓励私
有化经济改革，吸引外资，支持叙
利亚引入互联网；他下令释放数百
名政治犯，放松媒体管控，打击贪
污腐败。

这场巴沙尔主导的变革被称为
“大马士革之春”，它一度给沉闷守
旧的政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但并
没能持续太久。

此时，受外部经济制裁、体制
僵化等不利因素影响，叙利亚的
发展也陷入迟滞，社会矛盾不断
累积。2011 年，席卷西亚北非的
政治动荡波及叙利亚，叙利亚危
机爆发，反对派和西方国家要求
巴沙尔下台。

艰难执政，头顶“化武
阴云”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西方媒
体频频指责叙政府军的空袭造成无
辜平民殒命，并屡次以政府军使用
化武为由威胁对叙动武。“化武袭
击”罪名阴云不散，如同悬在巴沙尔
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巧合的是，每当政府军战场得
利，化武疑云便聚拢而来。2013年
8月，政府军在进攻大马士革东郊
时被指责使用了化学武器，巴沙尔
政权一度面临西方军事打击的危
险，后在俄罗斯斡旋下，以销毁全部
化武为条件解除了危机。今年4月
7日，就在政府军即将全面收复东
古塔的关键时刻，反对派发布一段

视频，声称政府军用化武袭击平
民。美国等国不等权威调查结果出
炉，就以巴沙尔有“前科”和一些语
焉不详的“证据”为由，发动了对叙
政府的军事打击。

面对美英法的“入侵”，巴沙尔语
气强硬：“殖民者已经失去了对局面
的掌控，他们在叙利亚的图谋随着他
们支持的恐怖分子溃败而溃败！”

如今，所有曾轻视巴沙尔的人
都不得不承认：如果连西方的导弹
也不能摧毁巴沙尔的统治根基，那
么他是真的挺过来了。

不过，巴沙尔的前路依旧挑战
重重。除了尽快结束战争，他还要
解决民族和解、经济重建等诸多难
题。七年战乱令叙利亚山河破碎、
生灵涂炭，如何带领叙利亚人民迈
向重生，考验着巴沙尔。

在内战和大国博弈漩涡中沉浮的阿萨德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在美
英法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之后，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15日说，
华盛顿准备就俄罗斯支持叙利亚
对俄进行新一轮制裁，具体措施16
日将由财政部长姆努钦公布。俄
方则表示，将针锋相对地采取反制
措施。

分析人士指出，美俄对抗加剧
让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有转化
为大国直接冲突的风险，这给中东
局势未来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因
素，甚至可能引发更大危机。

针锋相对

黑莉当天在美国电视台的访
谈节目中宣称，俄罗斯已6次在联
合国安理会“阻挠对叙利亚化武使
用的调查”，美方新的制裁措施将
直指提供“与化学武器相关设备”
的俄企业。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
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16日将召
开紧急会议，审议一份回应美国反
俄政策措施的草案。俄外交部副部
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会在批

准这份草案的问题上拖延。他说：
“从政治角度来看，俄外交部认为，
需要尽快通过这一草案。”

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俄罗
斯在外交层面主动出击，寻求支
持。俄罗斯总统普京 15日与伊朗
总统鲁哈尼通电话。双方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的军事打
击违反国际法，将严重损害叙利
亚问题政治解决前景。土耳其副
总理博兹达 16 日也表示，土方不
排斥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和
伊朗合作。

国际性危机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方不断对
俄施压。这让地区和国际形势日
益紧张，也让叙利亚问题愈加难以
解决。

分析人士指出，如今的美俄
对抗与冷战时期不同之处在于，
双方的实力不再均衡，这使得美
国更倾向于排除对俄罗斯做出战
略性妥协的选项。这或许意味
着，双方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比冷战时更大。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
预计，美国会在多个领域系统性、
持续性地向俄罗斯施压，以期把俄
罗斯压垮，而俄罗斯则会坚持不向
美国屈服。因此，即使叙利亚危机
没有导致美俄对抗失控，双方矛盾
的不断加剧也会在未来引发国际
性危机。

制裁是最大“杀器”

叙利亚堪称目前最典型的大国
博弈场。叙利亚危机爆发7年来，
包括美俄在内的域外大国以及沙
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都牵涉
其中。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覆灭
之后，打着反恐旗号的各方失去了
名义上的共同目标，博弈愈发白热
化。在此背景下，大国之间的“代理
人战争”有转化为大国直接冲突的
风险。

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多重矛盾冲
突中，美俄博弈无疑是最大的一个
变量。俄罗斯自从介入叙利亚战事

以来，保住了一度岌岌可危的叙政
府，极大提升了自身在中东的影响
力，这是以遏制打压俄罗斯为一贯
目标的美国不愿看到的。对于美国
来说，军事打击叙利亚只是遏制俄
罗斯影响力的手段之一，而对俄经
济实施制裁才是最大的“杀器”。

原本，在“伊斯兰国”被击溃后，
叙利亚和平进程终于迎来一线曙
光。但美俄博弈的加剧无疑给叙利
亚局势增添了更多复杂危险因素，
很可能毁掉来之不易的和平希望。
只有大国放下私心，叙利亚危机才
有可能以和平方式画上句号。

背景链接

根据去年12月公布的新版《美
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政府
在中东地区的三大战略诉求之一即
为打压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

在此次美英法对叙利亚实施军
事打击之前，美国已经对俄罗斯实
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明显加大了
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随着叙利亚
化武疑云的进一步发酵，美俄两国
在安理会针锋相对，令两国关系持
续紧张，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美俄之间的大国博弈呈现全方
位、多地域特征。在此次两国围绕
叙利亚进行激烈较量之前，俄乌边
境也一度杀气重重、危机四伏。在
欧洲，美国主要借助北约与俄罗斯
抗衡，通过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战略
空间进行挤压。而俄罗斯对叙利亚
局势进行强力干预，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出于对冲西方在东欧地区对俄
压力的考虑。

美俄斗法升级大国对抗致叙战事难歇

马克龙坚称“打击叙利亚合法”

4月14日，空袭过后，叙利亚官方社交账号发布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走进总统府大厅的图片。（叙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