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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哈马斯的斗志！而在以色列北

部，黎巴嫩真主党呼应起哈马斯，

对以色列以及其所控制的叙利亚戈

兰高地进行袭扰。以色列方面于是

反击。寻呼机爆炸、对讲机爆炸等等，

合计已造成 30 多人死亡、约 3000

人受伤，其中不乏黎巴嫩真主党一

些领导人死伤。接着，以色列军方、

特工又通过各种手段，斩首纳斯鲁

拉等多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在纳斯鲁拉被杀以后，伊朗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称，“以色列会为

之后悔”。两个月以后，伊朗终于

发起报复，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

弹袭击。以色列之后也对伊朗进行

了反报复。然而，从以色列国内升

空的战机在飞越一些阿拉伯国家领

空后，对伊朗发射导弹之际，却发

现伊朗的防空能力比如反导系统等

等颇具实力。

伊朗与以色列你报复来，我报

复去，并不频密的互相反击，似乎

有所默契。按照佩泽希齐扬在报复

完以色列后所说，“伊朗不过是为

了让内塔尼亚胡知道，伊朗不是好

战的国家，但坚决反对任何威胁”。

以色列是否“心领神会”，才

同意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定

呢？当然，从美国、法国方面传出

的消息是——此轮停火协定，是在

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

的联合斡旋之下达成。12 月 2 日，

马克龙抵达沙特进行访问时，还表

示要继续寻求在化解中东地区冲突

上与相关方“共同努力”，加沙地

带与黎巴嫩局势都在讨论之列。从

历史与现实的背景去分析，比如美

国是以色列的最大军火供应国，甚

至双方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法国

曾经对黎巴嫩进行过委任统治。由

美、法两国介入，终究使得以色列

与黎巴嫩同意暂时不打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

中民教授则向《新民周刊》记者分析：

“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

的停火协议，我觉得是双方互有需

要。以色列方面要为未来特朗普上

台后的以美关系发展做准备。同时，

以色列方面也自认为已经很大程度

上达到了重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

及其有生力量之目的。同时以色列

基于历史上 1982 年和 2006 年入侵

黎巴嫩并两次陷入困境的教训，甚

至意识到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军造

成伤亡，因此选择适可而止。”至

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选择达成停火

协议，在刘中民看来，也有自身考

虑。“遭到重创的真主党需要重建，

如果与以色列长期冲突，也不利于

黎巴嫩真主党与国内逊尼派、基督

教马龙派争夺国内政治基础。”

刘中民还认为，从矛盾的复杂

程度上看，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

的冲突，其矛盾的复杂程度远低于

巴以冲突。“2006 年达成安理会

1701 号决议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

间维持了长达十几年的相对稳定，

只有低烈度的零星冲突。停火协议

生效后，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

将北撤、黎巴嫩政府将在南部部署

军队，并与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

队共同维护南部秩序，因此停火协

议应基本上得到执行。但由于以色

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积怨甚深，双方

仍将爆发低烈度的冲突。”

换一个地方“打群架”

按下葫芦浮起瓢。正当黎以冲

突表面上渐趋平静之际，当地时间

11 月 27 日，位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东

部的叙利亚局势又突然紧张起来！

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以及极

端组织持续激战。到 11 月 30 日，

叙利亚政府军对外表示反对派武装

已进入该国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市的

大部分地区。这是自 2016 年政府军

夺回该市以来，反对派武装首次攻

入阿勒颇。

刘中民分析：“叙局势突变恰

逢中东局势发生关键变化。其背景

之一应该是支持叙利亚巴沙尔·阿

萨德政府的力量被不断削弱。在支

持叙政权的俄罗斯陷入俄乌冲突，

伊朗、黎巴嫩真主党遭到重创的情

况下，向叙政权发难无疑成为反对

派和极端组织的最佳机遇，同时也

难以排除以色列联合叙反对派对抗

‘抵抗轴心’的可能。”

不过，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

萨德表示，无论袭击多么激烈，叙

利亚政府有能力击败“所有恐怖分

子及其支持者”。巴沙尔·阿萨德

口中所言“恐怖分子”，主要是指

反对派武装的中坚分子“努斯拉阵

线”。公开报道称，“努斯拉阵线”

曾受“基地组织”指导。这当然是

叙利亚乃至俄罗斯方面称之为“恐

怖组织”的一大依据。而“努斯拉

阵线”宣称，自己早已与“基地组织”

分道扬镳。而更有报道显示，“努

斯拉阵线”之后受美国、土耳其等

指导。

比较黎以冲突、巴以冲突与叙

利亚内战，会发现，中东各路人马

大有换一个地方“打群架”的趋势。

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背后，有着

伊朗的影子。而叙利亚政府军背后

也有伊朗的襄助。那么，“努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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