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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成反对派武装 的 联 盟 构建

与 甴 部 冲 史

以叙利 亚 内 成 为 例
＂

周 亦奇

【 内 容提要 】 在 内战进程 中 ， 不 同 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 时会构建起联盟共 同

反抗政府军 ，
而有时 则会相互袭击 引 发 内部 冲 突 。 对 于此现 象 的 解释 已是 当前 内

战研究理论的 重点 。 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 问题提 出 的物质 因 素和理念 因 素解释 ，

文章认为单纯 的理念 因 素和物质 因素均 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 的形 式与 瓦解 。 因 此 ，

文章提 出 了
一

个将物质 因 素和理念 因 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 ，
分析理念 因 素与 物

质 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 内 部 冲 突 。 在政府 军 实 力较强 的情 况下 ，
理念

因 素无法起作用 ，
而反对派 内部 实 力 均衡与 否也将使得理念 因 素对联盟构 建产 生

不 同 的影响 ， 并且 外部支持则 会加强 理念在反对 派联盟形成 中 的 影响作用 。 文章

以叙利 亚 内 战作为 阐 释性案例 ， 采取案例 内 比较的 方式
， 对提 出 的逻辑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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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 成反对派武装的 联盟构建与 甴 部冲 臾

在冲突研究理论中 ， 内战理论长期以来是研究的热点 。 而伴随此领域的发展 ，

分析层级多层化 、 分析单位微观化 、 分析过程机制化已成为当前内 战研究的重要

趋势 。 受研究趋势影响 ， 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联盟构建问题渐成研究重点 。 与传

统内战研究相比 ， 对反政府武装联盟的研究把传统上被视为铁板
一

块的反对派武

装进行分解 ， 将分析单位下移至反对派组织 内各个派别武装 。 在充斥着多支反对

派武装的内战进程中 ，

一个反对派武装究竟是选择与其他武装合作抗敌 、 还是与

其他反对派武装兵戎相见 ？ 这是反对派联盟问题的关键 ，
也是本文希望有所贡献

之所在 。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批判性继承和总结 ， 本文尝试将既有研究 中的物质 因

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 ， 提 出
一个综合的分析理论框架 ， 对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

建提出
一些推断假设 。 同时 ，

为了 更好地体现本研究提出 的假设与现实政治的结

合程度 ， 笔者以 目前广受关注的叙利亚内战为切人点 ，
对叙利亚内战进程 中的反

对派联盟实际行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 并为 日 后更完

善 的验证打下基础 。

一内 战 中 的联盟机制 ： 既有研究 回顾

自古 以来 ， 联盟一直是人类战争 中 的重要战略手段 。 自二战结束 以来
，
随

着国际战争数量的减少 ， 内 战成为 当前世界主要 的 战争形式 。 内 战反对派联盟

构建也成为其 中的重要现象 ，
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顺势而上成为热点 。 此类研

究扬弃了此前将内 战视为 由政府和反对派二元对立 的观点 ， 认为政府和反对派

不应被视为统
一

（ ｕｎｉ ｔａｒｙ ） 的行为体 ，
还应关注两者 内部的情况 。

？ 因此 ， 当前

内战研究主要理论范式已从单纯 的政府
－ 反对派分析模式 ， 转为 由宏观层面和微

观层面构成的跨层分析模式 。 这类研究除了探讨宏观层次上的政府军与反政府武

装的对抗 ，
还分析反对派 内部政治进程 ， 从而实现 了从微观机制 到宏观结构的

互动 。
②

对于反对派武装联盟的研究 ， 主要可分为分析反对派联盟的影响和探究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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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形成的原因两类 。 就第一类研究而言 ，

一

部分学者分析反对派 内部的竞争与

合作对内战发展和结果的影响 。 有研究讨论了抗争运动组织 内部的碎片化的影响 ，

认为反抗组织内部分裂会导致其采取激进和暴力 的抵抗策略 在 由 多个反抗组

织发起的抗争运动 中 ， 不 同组织会在谋求集体共同 利益的 同时追求个体利益 。
？

还有研究认为 ， 内战中反对派组成联盟后将增强反对派武装 的势力 ， 延长内战的

持续时间 ， 增大和平解决的难度 。
？

在本文中 ， 笔者关注的是反对派武装联盟构建与 内部冲突爆发 ，
也即反对派

武装在构建联盟与内部冲突的选择问题 。 根据既有研究 ，
影响反对派联盟构建和

内部冲突的因素主要有理念因素和物质 因素两类 。 理念因 素派认为 ， 观念因 素决

定 了反对派在合作联盟与内斗对抗之间 的选择 。 而物质因素派则遵循现实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 ， 认为反对派武装 自 身实力和 由此引 发的均势 （
Ｂａｌ ａｎｃｅｏｆ

Ｐｏｗｅｒ
） 是决定反对派是否进行联盟的根本因素 。 具体而言 ，

理念 因素派和物质因

素派具有如下观点 。

（

＿

）
理念因素

理念因素派认为 ，
理念 （族群认同 、 意识形态 ） 将对反对派武装组织产生重

要影响 。 这
一

观点认为 ，
组织之间 的 团结与否取决于它们能否形成共同身份 ， 而

共同身份的建立往往需要以共同的理念为基础 。 故而 ， 在缺乏共同理念的情况下 ，

反对派武装构成的联盟将面临严重 的
“

承诺困境
”

， 即联盟中 的成员都将恐惧彼此

可能发生 的背叛行为 ， 因此联盟难以维持 。 而共同的 意识形态可以 帮助反对派联

盟化解这
一承诺困境 ， 从而实现联盟的长久维持 。 具体而言 ， 理念因素对反政府

武装联盟构建和内部冲突的影响可分为如下两种 ：

第一 ， 理念的差异性增加反对派之间 的协调难度 ，
导致联盟难产 、 内斗丛生 。

既有研究认为 ， 反对派武装 的理念主要 由其意识形态和民族身份决定 ， 相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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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成反对派武装的 联盟 构建 与 内 部 冲臾

会降低不同武装之间的协调成本 ， 从而促进集体行动 。

① 而不同理念的反对派武

装之间则会因缺乏互信而难以合作 。
② 例如 ， 有学者认为 ， 伊拉克战争之后 ，

逊

尼派反美武装和什叶派反美武装之间之所以无法联盟 ， 其原因就是不同 宗教信仰

带来的理念差异 。
？ 还有研究认为 ， 因战前社会结构形成的理念差异会对反叛联

盟团结与否产生重大影响 。 战前互动较多 、 理念较一致的反对派武装在战时也可

构建起整合型较高的联盟 ， 而战前互动较少 、 理念差异较大的组织 ， 战时联盟构

建也较为困难 。
④

第二 ， 拥有极端理念的反对派武装将增加反对派武装之间的联盟难度 。 这
一观点

认为 ，
ａ念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同则相合 、 异则相斗 。 要在理念之中进

一

步具体区分极

端理念和温和理念的作用 。 温和理念的反对派即便是不同理念也可协作 ，
而极端理念

的反对派即便是拥有相同理念也会斗争 。
⑤ 例如 ， 有学者认为 ， 在伊拉克的基地组

织与其他反美武装之间 的 内部冲突
，

主要是由于基地组织的极端理念所导致 。
？

（

二
） 物质 因素

物质因素派认为 ，
理念因素并非是一个影响反对派联盟建构 的主要 因素 ， 物

质因素才是决定反对派联盟行为的主要因 素 。 此派观点不顾反对派武装理念的差

异性 ， 将内战中反对派武装视为相 同的理性行为体 ， 假定其诉求都是物质利益

（权力或胜利 ） 。 故而 ， 物质因素理论遵循了现实主义理论中对于
“

最小化胜利联

盟理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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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的逻辑 。 反对派联盟的成员
一

方面要考虑

从政府军手里夺取权力的 问题 ， 另
一

方面也需考虑在胜利后权力分配的问题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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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反对派武装往往先要构建
一

个确保能够战胜政府军的联盟 （ 即胜利联盟 ） ， 但

在此后还要对联盟内部进行
“

瘦身
”

，
通过排斥 内部成员来确保 自身在权力分配 中

获得最大的份额 （ 即最小化过程 ） 。 因此 ，
即便具有相 同意识形态的反对派组织 ，

也将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排挤。

具体而言 ， 物质因素派主要观点如下 ：

首先 ， 政府军实力是导致反对派是否联盟的关键 因素 。 这一理论遵循经典现

实主义联盟理论的逻辑 ， 认为联盟会随着对手实力的强大而 日 益 团结 。 作为反对

派在 内战中的 主要对手 ， 政府军实力越强 ， 反对派武装单独生存的难度就越高 ，

其构建联盟的可能性随之提升 。
① 反之 ， 在政府军实力较弱 的 国家 ， 反政府武装

合作而求互保的动力也越小 ， 其内部因争权夺利而 内讧的可能性也会上升 。

其次 ， 在反对派之间相对实力均衡的情况下 ， 反对派联盟将会维持 ，
而在失

衡的情况下则会出现反对派武装之间 的内部冲突 。 这一观点也继承 了现实主义 国

际关系理论中均势和平论的思路 ， 认为稳定均势将带来和平 ，
而均势失效则带来

战争 。 在反对派内部相对实力对 比不均衡的情况下 ， 较强 的反对派武装就会有动

机剿灭较弱的反对派武装 ，
而较弱的反对派武装为防止 自 身被消灭 ， 也会采取相

应 的反制措施 ，
因此

， 反对派之间 的 内部冲突就会爆发 。
②

最后 ， 反对派武装会 因物质利益 的考虑 ，
对其他反对派武装进行打击 。 既有

研究通过分析族群战争中 同族反叛武装 的相互对抗 ，

③ 认为反对派 自 相残杀 的主

要原因就是对物质利益的考虑 。 通过剿灭 内部竞争者 ， 反对派武装 可以接管对方

曾经掌握的人员 、 获得对方的领土和经济资源 ， 故而 ， 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 ， 反

对派武装会出现 内部冲突 。
④ 在此过程中 ，

理念的作用只是在内部冲突爆发后为

反对派提供
一些可作为借 口 的话语 ， 以标榜其行为的正当性 。 例如 ， 有研究认为 ，

塞尔维亚 内战中反对派之间 的 内部对抗 ， 只是为了争夺领土 ，
与任何理念均无关

系 。 但是 ， 这些反政府武装都喜好宗教 、 民族等理念性的 因素来为其行为提供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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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成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走 与 甴 部冲 臾

口
， 掩盖其背后的真实用心 。

①

综上所述 ， 既有研究从物质性因素和理念性因素两方面为我们理解反对派武

装的联盟问题提供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思想 ，
但既有研究普遍存在着过度强调理念

因素和物质因素之间的矛盾 ， 而忽视其结合可能性的不足之处 。

第一 ， 单独强调理念因素存在本体论上先验决定和认识论上循环论证的问题 ，

且不符合实际情况 。 在本体论上 ， 单纯强调理念因素会陷人观念决定论的错误归

因之中 ， 认为一切行为都由一个先天的观念所决定 ， 但却忽视了行为体后天 的主

观能动性 ； 在认识论上 ，
观念往往是无法直接观测的 ， 故而此理论往往倾向于用

行为来回溯背后的理念 。 例如 ， 当观察到一个组织在战场中滥杀无辜 、 采取暴力

的行为 ， 就推定该组织是 由某种极端理念驱动的 ， 这样 的认识论看似符合常识 ，

但却陷人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中 。 同 时 ， 单纯强调理念因素也忽视了实践中大量相

同理念组织 自相残杀的案例 。

第二 ， 虽然本文承认单独强调理念因素的问题 ，
但一味强调物质 因素也并非

正确 。 其实 ， 物质因素将反对派 自身复杂的动机和立场盲 目地简化为所谓 的
“

普

世理性
”

， 看似符合实际 ， 但其实也犯了与单纯强调理念因素
一样的错误 ， 即用

一

种先验形而上的假设来推断行为 。 实际上 ， 若完全按照物质因素派的观点 ， 内 战

中的反对派武装只会像机器人那样 ， 自 动形成联盟对抗一个实力较强 的行为体 ，

但这与现实并不相符 。 即便我们承认反对派联盟 的形成是 由均势的逻辑决定的 ，

但此均势也并非机械地对实力最强 的对手进行制衡 ， 而是将物质与理念结合后 ，

建立联盟以制衡对其威胁最大的对手 。
②

因此
， 为了克服这种物质和理念因素二元对立和整合不够问题 ， 本研究将物

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 ，
提出 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 。

二 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将研究背景设为多个反对派武装参与的内战 ， 将研究对象设为

这些反对派武装在联盟和内斗中的选择 （下文简称
“

反对派联盟与否
”

） 。 在研究机

制上 ， 本文遵循既有研究的观点 ， 以
“

承诺困境
”

作为影响反对派武装联盟与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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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机制 。 在 自变量上 ， 本文在理念因素上选取理念差异和极端理念两种因素 ， 将

物质因素中的政府军实力和反对派实力对比并进行结合 ， 分析其交互效应 。 此外 ，

本文根据内战实际情况 ， 引入外部支持变量 ， 分析其对反对派联盟建构的影响 。

（

＿

） 研究背景

多行为体内战是本文的总体背景 。 多行为体内战是指 内战中交战方超过两个 ，

呈现出政府军与多个反对派武装进行战斗的 内战 。
？ 这类内 战除了要分析反对派武

装作为一个集体与政府军的对抗 ， 还需分析反对派武装内部各个武装的政治关系 。

（
二

）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反对派武装内部的联盟构建和内部冲突 。 本文所指 的反对派

武装特指拥有武装力量 、 暴力反对政府的组织 ， 没有武装 的反对派不在本文考虑范

围 。 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是指反对政权武装构建起联盟 ，
共同反对现政权 。

？ 内

部冲突则是指反对派武装彼此之 间发生暴力袭击 。 因此 ， 本文试图解释的 问题是 ，

为什么具有共同反政府立场的武装组织有时会联盟抗敌 ， 但有时却会 自 相残杀 。

（
三

） 影响机制

本文认为
“

承诺困境
”

（
ｃ ｏｍｍｉ ｔｍｅｎ ｔ

ｐ
ｒｏｂｌｅｍ

） 是决定反对派联盟与否的关键

机制 。
？“

承诺困境
”

是指当反对派武装存在不同理念或存在相对实力差距时 ，
反

对派武装对联盟承诺的可信性疑问以及对其他组织背叛联盟的担心 。 该机制认为 ，

联盟形成的关键就是反对派武装克服
“

承诺困境
”

， 形成集体行动与合作 。 而反对

派武装 内部冲突爆发则是
“

承诺困境
”

无法克服的结果 。

（ 四 ） 影响因素 （ 自变量 ）

如前文所说 ， 本文试图整合影响反对派联盟与否的物质因素与理念因素 。 具

体而言 ， 本文将理念因素 中 的理念差异性和极端理念与物质层面的政府军实力 、

反对派内部实力对比进行结合 ， 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加人外部支持这
一变量 ， 从而

更加综备地分析内战反对派联盟构成和 内部冲突爆发的逻辑 。

① 关于多行为体内 战的代表作品可参考 ： Ｄａｖ
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

ｇｈａｍ ，Ｋｒ ｉｓｔ ｉａｎＳｋ ｒｅｄｅＧ ｌｅｄｉ ｔｉ ｓｃｈ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ｎＳａｌ
ｅｈｙ

ａｎ
，

ｗ

ＩｔＴａｋ ｅｓ Ｔｗｏ ：ＡＤ
ｙ
ａｄ

ｉ
ｃ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ｆ Ｃ

ｉ
ｖ
ｉ
ｌＷａｒ Ｄｕｒａｔｉ 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 ３

，
Ｎｏ ．４（

Ａｕ
ｇ
ｕ ｓｔ２００９

）
，ｐｐ

．５７０ －

５９７
；Ｌｏｔ ｔａＨａｒｂｏｍ

，ＥｒｉｋＭｅａｎｄｅｒａｎ ｄ

ＰｅｔｅｒＷａｌ ｌｅｎｓ ｔ
ｅｅｎ

，

＾

Ｄ
ｙ
ａｄ ｉ

ｃＤ ｉ
ｍｅｎｓｉ ｏｎ ｓｏｆＡｒｍｅ ｄＣ ｏｎｆｌ ｉ

ｃ ｔ
，１９４６ －

２００７
，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ｅａｃｅ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Ｖｏｌ
．４５

，
Ｎｏ ．５

 （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
， ｐｐ

．６９７ － ７ １０ ｏ

② 这里既包括联盟的形成 ，
也包括 了联盟的维持 。

③Ｊａｍｅ ｓＤ ．Ｆｅａｒｏｎ
，

“

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ｉ ｓ

ｔ
Ｅｘ

ｐ
ｌａｎａｔ

ｉ
ｏｎｓ ｆｏｒＷａｒ

， 

”

Ｊｊｉ ｆｅｎｉａｔｉｏ／ｊ 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ｆｆｏ／ ｊ
，Ｖｏｌ

．４９
，

Ｎｏ．３（
Ｓｕｍｍｅｒ１ ９９５

） ，ｐｐ
．３ ７９ －４ １４

；Ｎａｖ ｉｎＡ ．Ｂａ
ｐ
ａｔａｎｄＫａｎｉｓ ｈａＤ．Ｂｏ ｎｄ ，

＾

Ａｌ ｌ
ｉ ａｎ ｃｅｂ ｅｔｗｅｅｎ

Ｍ ｉｌ ｉ
ｔａｎ ｔＧｒｏｕ

ｐ
ｓ

，
Ｂｒｉ 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Ｖｏｌ ．４２

，
Ｎｏ ．４ （ Ｏｃ ｔ ｏｂｅｒ２０ １２

）
，ｐｐ

．７９ ３
－

８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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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成反对派武装 的联垔构建与 与 部 冲 臾

本文认为 ， 在政府军实力较强 、 对反对派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
理念因素

对反对派联盟构建的影响不大 ；
而在政府军实力较弱 、 反对派生存威胁较轻的情

况下 ， 理念因素对于反对派联盟的构建和 内部冲突爆发是存在影响的 。 而反对派

内部实力均衡与否 ，
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 的影响 ， 并且外部支

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

１ ． 理念 因素

理念因素在本文理论框架 中发挥了 重要 的作用 ， 故而对其定义 、 分类和作用

进行阐释是非常有必要的 。 本文 中的理念主要是指某
一

反对派武装信奉 的 国家建

设原则 ， 并将其分为温和理念组织和极端理念组织 。 这一分类的标准根据某组织

是否认可建立民族国家 、 是否接受现代民主体制等两个维度进行界定 。
① 所谓认

可民族国家 ， 是指反对派组织谋求在某
一

国土范围 内建立
一个拥有主权的政府 ，

而不接受民族国家 ，
则是指某反对派组织谋求建立

一

个超越领土范 围 、 回归古代

政体的国家 。 例如
，

一

些组织宣布建立
“

天国
”

或
“

哈里发国
”

的主张就可认为

是极端理念的 。 其次 ， 接受现代 民 主体制是指某反对派组织谋求建立 以人民主权

为主体 、 多元共存的政治体制 。 而拒绝 民主体制则是指某组织排斥民 主 ， 谋求建

立以某一种思想或者宗教专政的 国家 。 因此 ， 本文认为 ， 倾向 于建立多元民主和

民族国家的组织可被认为是拥有温和的理念反对派组织 ，
而倾向于建立专制 、 复

古 、 非民族国家的组织可被认为是极端组织 。 本文对极端主义 的定义并未从其行

为的残忍性出发 ， 这就避免了可能 出现的循环论证错误 。 同时 ， 在 内战中
， 行为

的残忍性并非单纯是由极端政治理念导致 ， 而更多是互动的产物 。

一

个温和的武

装派别 ， 面对拥有极端主义理念的敌人时 ， 其行为恐怕也是非常残忍暴力的 。

为 了清晰地阐释本文 的逻辑 ， 本文假定在内 战中存在两支反对派武装 （简称

Ａ 武装与 Ｂ 武装 ） ， 结合温和与极端两种理念 ， 总共可出现 ＡＢ 皆温和 、
ＡＢ 皆极

端 、
ＡＢ 理念不同 （

Ａ极端 Ｂ 温和 、 Ａ 温和 Ｂ 极端 ） 等三种情况 （ 见表 １
） 。 根据

既有研究 ，
理念因素 中的理念差异性和极端主义理念是影响反对派联盟与否的重

要变量 。 理念差异性会加大不同反对派武装之间联盟的难度 ， 而极端主义理念则

难与任何其他理念 （包括其 自 身进行兼容 ） 。 由于理念差异和极端理念之间存在
一

定重合性 ， 故而本文将理念差异性和极端主义理念进行整合 ， 认为在不考虑物质

因素影响的前提下 ， 只有当两支武装具备温和派理念时 ， 反对派联盟才可构成 ，

① 这一定义参考 了 当前国 内学者对
“

伊斯兰 国
”

意 识形态 的研究 ， 参见李捷 、 杨恕 ：

《

“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态 ：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第 ４ －

２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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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只要在反对派联盟中有
一方拥有极端主义理念 ， 那么反对派武装之间就会爆

发内部冲突 （见表 ２
） 。

以上对理念的分析建立在不考虑物质变量的影响之上 。 但如前所言 ，
如脱离

物质变量 ， 则无法准确评估理念因素的作用 。 因此 ， 只有把理念变量与有关物质

变量进行结合后 ， 才可观察到在相应的具体物质变量条件下理念因素所起的作用 。

在下文中 ， 笔者将理念因素与政府军实力和反对派武装 内部相对实力差距分别进

行交互 ， 以体现与物质因素结合后 ，
理念 因素的作用会发生何种变化 。



表 １ 反对派中 的武装组织理念分布


极端理念温和理念
Ｂ 武装

极端理念ＡＢ 皆为极端理念ＡＢ 理念不同

温和理念Ａ Ｂ理念不同ＡＢ 皆为温和理念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表 ２ 不考虑物质因素情况下理念对反对派联盟的影响


极端理念 温和理念
Ｂ

武装

极端理念


内部冲突


内部冲突

温和理念


内部冲突


联盟构建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２
？ 政府军实力

政府军实力的强弱是决定理念因素能否作用 的必要条件 。 在政府军实力强大

的情况下 ， 反对派为生存只能采取结盟的策略 ，
在此阶段反对派 自身的理念不会

影响联盟的建立。 正如丘吉尔所言 ：

“

如果希特勒人侵地狱 ， 我会和魔鬼联盟
”

。
？

当生存是反对派武装考虑的第
一要务时 ， 其他顾虑都会让位于这

一

考虑 。

不过在政府军实力逐步削弱 、 反对派生存无忧后 ，
理念对反对派联盟的影 响

就会逐步增强 。 仍以二战为例 ， 在面对共同敌人时 ，
丘吉尔可 以与苏联结盟 ， 但

当希特勒被击溃后 ， 曾经的英苏同盟也伴随着
“

铁幕
”

而彻底割裂 了 。 在反对派

拥有较强 的实力并在战场上取得
一

定优势情况下 ，
不同理念的反对派武装可能会

爆发内部冲突 。 故而根据以上逻辑 ， 我们可做出如下推论 ：

①Ｗｉ ｎｓｔｏｎＣｈ ｕｒｃｈｉｌ ｌ
，

“
ＩｆＨｉ

ｔｌｅｒ ＩｎｖａｄｅｄＨｅｌｌＩＷ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ａｔＬｅａｓ ｔａＦａｖｏｕｒａｂｌ
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ｉ ｌｉ
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

，

，５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ｂｒａｉ ｎｙｑｕｏｔｅ ． ｅｏｍ／ｑｕｏｔ ｅｓ／ｑｕｏｔｅｓ／ｗ／ｗｉｎｓｔｏｎｃｈｕ ｌ ｌ ｌ ２９８ ． ｈｔｍ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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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１
： 在政府军实力较强情况下 ，

可观察到不同理念的反对派形成联盟 。



表 ３ 政府军实力较强情况下反对派理念对联盟结果的影响


极端理念温和理念
Ｂ武装

极端理念联盟构建联盟构建

温和理念


联盟构建


联盟构建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制 。

３ ＿ 反对派相对实力对比

在政府军实力较弱 、 反对派生存安全的情况下 ， 反对派中 的相对实力对比被

认为是导致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 。 此观点认为 ， 在实力均衡的

情况下 ， 反对派可因均势而联盟 ， 否则就会因 实力不均而爆发 内部冲突 。 对此 ，

本文认为 ， 单纯相对实力对 比并不会对反对派联盟产生影响 。 具体原因如下 ：

在实力平衡的情况下 ，
理念将成为影响反对派联盟与否的关键。 根据前文对

于理念作用的分析 ， 我们可发现 ， 所谓
“

实力均势导致联盟稳定
”

其实存在理念

前提 ， 即只有双方都是温和理念的反对派武装时 ， 方可建立联盟 。 传统物质 因素

派之所以认为均势会导致和平 ，
这其实是将部分反对派具有的温和理念盲 目 抽象

为所谓的
“

普世理性
”

， 强加到所有反对派武装之上。 而在其他情况下 ， 只要有
一

方反对派武装拥有极端理念 ， 反对派联盟的 内部冲突就会爆发 。 这是因 为 ，
当极

端理念组织获得 了与其他组织
一

样的实力 ， 并且暂无政府军带来的生存威胁时 ，

其极端性会使其难以受均势制约 ， 更无须说与其他武装合作。 故而 ， 实力均衡在

此时并不能导致温和派武装与极端派武装之间 相互遏制 ， 反而会为发生
一

场剧烈

的反对派内部冲突打下基础 。 本文还认为 ， 即使联盟 内两个组织均为极端主义武

装 ， 当实力平衡时 ， 其也不会进行相互合作 。 这
一

论断根据是极端主义理念往往

具有追求正统的特征 。 故而两个都宣称服从某种共同 的极端理念的组织 ， 也会因

追求正统而视对方为需要清洗的 异端 ， 并 自 相残杀 。 因此在实力均衡的情况下 ，

只有两个均为温和理念的反对派方可实现所谓的
“

均势下的和平
”

。

相对于实力平衡的情况 ， 实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反对派联盟的情况更为复杂 。

这是因为在此处 ， 除了要考虑理念影响 ， 还需考虑实力差距带来的影响 。 根据联

盟管理的原理 拥有更强实力的行为体可利用实力差距带来的强制力来强迫弱

① 苏若林 、 唐世平 ： 《相互制约 ： 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 》 ，
载 《 当代亚太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３ 期 ，

第 ５
－

３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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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跟随其理念 。 在此情况下 ， 笔者认为在实力不均衡情况下 ， 联盟选择主要

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

首先 ， 在反对派内部成员均为温和派武装时 ，
此时将构成稳定的反对派联盟。

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 ， 无论是理念还是强制力都倾向于塑造
一

个更加紧密和更有

组织的反对派联盟 。

其次 ， 在联盟内成员均为极端理念的情况下 ， 实力较弱的极端武装会跟随较

为强大的极端武装 。 虽然其极端理念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特征 ， 但如果此时开展

内部对抗 ，
较弱的极端武装一定会被较强的武装剿灭 ，

故而 ，
实力差距将强迫弱

小的极端武装追随强者 。 不过这种情况下构成的反对派联盟 内部关系并不平等 ，

而是
一

个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式联盟 。
①

较难判断的是当反对派联盟 内部存在
一

个温和武装和
一

个极端武装的情况 。

从理念进行推理 ， 这两类组织理念水火不容 ， 故而 当一方实力强于另
一

方时 ， 与

对方爆发冲突似乎顺理成章 。 但考虑实力差距带来 的强制力 ，
也存在

一

方强迫与

另一方对其 自 身理念进行调整并加人联盟的可能性 。 总之 ， 在反对派联盟 内部理

念不同时 ， 反对派之间 内部对抗和相互联盟的可能性 同时存在 。 本文认为 ， 当温

和派武装获得较强实力时 ， 其与弱小的极端武装之间更可能建立联盟 ， 而 当极端

派武装获得较强实力时 ， 其与弱小的温和派武装更可能爆发冲突 。 此判断依据来

自对
“

承诺问题
”

机制逻辑的考虑 。 不同理念组织如若结成联盟 ， 必然需要其中

的某
一

方 （通常是较弱的
一方 ） 对其理念进行改造 以适应对方的需求 。 这一改造

能否得到对方的认可 ， 弱小反对派组织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 这些顾虑就成 了较

弱的反对派需要考虑的问题 ， 构成了经典的
“

承诺可信性问题
”

。 本文认为 ，
温和

派武装因其理念的包容性 ， 故而具有更多的承诺可信性 ，
而极端派武装则 因其理

念极端 ， 所以承诺可信性较低 。 因此 ， 在极端武装 占上风时 ， 弱小的温和派即使

与极端武装进行合作 ，
也很可能在遭到极端武装的拒绝或在未来遭到极端武装背

叛 。 因此 ， 温和的反对派武装即便面对被歼灭的可能性 ，
也只能与极端武装进行

武力对抗 。 但当温和派占据上风时 ， 如果极端理念反对派同意改变 自身极端的理

念 ， 那么温和的反对派武装更可能会保证其安全 ， 并且接纳其进人联盟 。

总之 ， 在实力不均衡的情况下 ， 相同理念 （无论是温和还是极端 ） 的反对派

武装更可能会出现联盟行为 ， 而不同理念的武装则需要分类讨论 。

①Ｎａｖ ｉｎＡ ．Ｂａｐ ａｔ ａｎｄＫａｎ ｉｓｈａ
Ｄ ．Ｂｏｎ ｄ

，

“

Ａ ｌｌ ｉａｎ ｃ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Ｍｉ ｌｉ ｔａｎｔ Ｇｒｏｕ
ｐ
ｓ

，

”

ＪＴｏ ｔｍ ｉａｉ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Ｖｏｌ ．４２ ，Ｎｏ ． ４（ Ｏｃ ｔｏｂｅｒ ２０ １２

） ，ｐｐ
．７ ９３ －

８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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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２ ． １
： 在温和派与温和派之间 ，

无论是实力是否均衡 ，
反对派联盟都能

形成 。

推论 ２ ．
２

： 温和派与极端派武装之间在实力均衡时 ，
将爆发 内部冲突

；
在实

力不均衡时
，
拥有较强实力 的极端武装会发动对温和派的清洗

；
但在温和派拥有

较强实力 的情况下
，
极端武装可能通过去极端化加入温和派联盟 。

推论 ２ ．３
： 在极端派与极端派之间 ， 在实力 均衡时 ，

将爆发 内 部冲突 。 在实

力不均衡时 ， 将形成两者的联盟 。

表 ４ 实力均衡时反对派武装 之间相对实 力对其理念的影响



ＡＢ武装实力均衡


极端理念温和理念

极端理念相互攻击导致联盟无法维持 相互攻击导致联盟无法维持

温和理念相互攻击导致联盟无法维持联盟保持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表 ５ 实力不均衡时反对派武装之间相对实力对其理念的影响



ＡＢ 武装实力不均衡 （
Ａ 武装实力强于 Ｂ 武装 ）



Ａ武裝

ｂｗ舱獅齡

麵念



武装后 ， 联盟建立
Ｂ胃

￣￣

＾Ｂ 武装

？ｉ
Ａ

上
装清洗 ，^

内部冲突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４ ． 外部支持

在本文中 ， 外部支持被设定为主权国家对内战 中某反对派组织 的支持 。 外部

支持即 可被视为物质性 因素 ，
也可被视为理念性 因素 。

一方面 ， 外部支持国通过

直接军事支援改变 了反对派内部的相对实力对比 ， 从而对反对派联盟产生影响 ；

另一方面 ， 外部支持国也是带有 自身理念的 ， 其支持对象只会是与其理念相符的

反对派武装 。 因此 ， 该因素使得反对派武装在构建联盟时除了要考虑彼此的理念 ，

还需考虑外部支持国的理念 。 本文认为 ， 外部支持国会在内战数量众多的反对派

武装中寻求与 自 身理念较为相近 的组织 。 例如 ， 在叙利亚 内战 中 ， 沙特阿拉伯 、

土耳其等伊斯兰 国家就偏向于支持伊斯兰武装力量 ，
而 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则

．

１ ３６？





絕嵘裘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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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向支持叙利亚 自 由军和库尔德武装等世俗派反政府武装 。 故而 ， 当
一

个组织接

受外部支持时 ， 其选择盟友的空 间就会受到其外部干预力量的控制 ， 限定在一定

范围 内 ， 只有那些外部支持方认可的组织才可纳入其联盟之中 。

推论 ３
： 在外部支持存在的情况下 ，

一个组织联盟构建 中选择与其理念类似

的反对派联盟可能性就越高 ， 其与不同理念反对派武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上升。

综上所述 ，
通过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 因素结合后对反对派联盟的影 响 ， 本文

表明
，
理念 因素只有在满足相应的物质因素前提后 ， 才可产生其对反对派联盟 的

影响 。 在政府军实力强大和反对派 内部存在
一

个拥有较强实力 的温和派武装的情

况下 ，
理念因素无法影响反对派联盟的构建 。 而在政府军实力较弱和反对派内部

相对实力较为均衡的情况下 ，
理念会对反对派联盟与否产生重要影响 。 并且在加

人外部干预的变量后 ， 外部支持国家的理念也对反对派联盟造成影响 。

表 ６ 外部支持对反对派联盟形成的影响

符合外部支持者理念 不符合外部支持者理念

符合外部支持者理念联盟内部冲突

不符合外部支持者理念


内部冲突


同之前的分析①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制 。

三 案例分析 ： 叙利 亚反对派联盟行为介绍

及分析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６ 年初 ）

本文选择叙利亚 内战作为此次研究的案例 ， 主要 因为叙内 战是
一

场典型的多

行为体内战 。 在过去五年的内战进程中 ， 叙利亚 内战中不 同反对派组织分分合合 ，

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案例 。 此外 ， 在既有研究 中 ，
也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

式 ， 分析叙利亚内战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联盟基本情况 。 例如 ， 查尔斯
？ 李斯

特 （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ｉｓｔｅｒ

） 研究揭示 了叙利亚 内战中 自 由派反政府武装 、 伊斯兰武装和极

端武装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敌视的复杂关系 。
？ 而中 国学者龚正的研究则介绍 了

① 这就是指两支武装都没有受到外部支持国的青睐 。 本文在这种情况下 ， 外部支持对此类

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是没有影响 的 ， 故此处同之前的分析 。

？Ｃｈａｒ ｌ
ｅｓＬｉｓｔｅｒ

，
“

Ｄｙｎａｍｉ
ｃＳ ｔａｌｅｍａｔｅ ：Ｓｕｒｖｅ

ｙ
ｉｎ
ｇ

Ｓ
ｙ
ｒ ｉａ

’

ｓＭｉ ｌｉｔ ａｒ
ｙＬ

ａｎｄｓｃａｐ
ｅ

， 

”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

ｔｉｏｎｓ
，
２０ １４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ｂ ｒｏｏｋ ｉｎ

ｇ
ｓ ．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

ｅｒ ｓ／２０ １４／０５／ １９
－ ｓ

ｙ
ｒｉ ａ－ ｍｉｌ ｉｔａｒｙ

－

ｌ
ａｎｄｓ ｃａ

ｐ
ｅ－

ｌ
ｉ ｓｔ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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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 成反对派武装的联盟 构建 与 冷 部冲 臾

在叙利亚内战 中各个主要反对派武装组织 的基本情况 。
？ 这些研究对本文案例分

析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 。

本文采取案例 内变化 （
Ｗｉ ｔｈｉｎＣａｓｅＶａｒｉａｔ ｉｏｎ

） 的方法 ， 该方法强调对单
一案

例中的不同阶段进行比较 ， 从而在控制背景因素的情况下
，

比较不同 阶段因素变

化所产生的影响 ， 这是
一

种观察因 果机制 的有效方法 。
？ 不过

，
由于本案例聚焦

于叙利亚内战本身 ， 故而其在外部有效性的确存在不足 。 但是通过对叙利亚内战

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
可以初步体现出笔者所提出理论的效力和局 限 ，

也可为下
一

步更加正式的实证检验打下基础 。
③

在叙利亚内战中 ， 反对派武装按其理念可分为世俗反对武装 、 伊斯兰反对武

装 、 极端主义反对派武装 、 库尔德反对武装 四类 。
？
出 于篇幅和族群内 战特殊性

的原因 ， 本文主要考虑前三派反对派武装 ， 并在其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武装进行

分析 。 在这其中 ， 世俗派反对武装 以叙利亚 自 由 军为代表 ， 该组织在叙利亚 内战

开始阶段即参与到反对现政府 的军事行动 中 。 伊斯兰反对武装 以
“

利维坦 自 由人

民伊斯兰运动
”

（
Ａｈｒａｒ ａｌ

－

Ｓｈａｍ
） 为代表 。 这

一批组织信奉伊斯兰教 ， 试图建立伊

斯兰政权 ， 但与极端主义武装有所区别 ， 认为伊斯兰 国家应与现代政体的融合 ，

并且反对恐怖主义 。 极端主义武装以
“

胜利阵线
”

（ ＪａｂｈａｔＡ ｌ

－ Ｎｕｒｓａ
）

⑤ 和
“

伊斯

兰国
”

为代表 。 这些组织 主张采取原教 旨主义建立极端的
“

伊斯兰哈里发 国
”

，

与国际圣战运动和其他恐怖组织具有很强的联系 。 以上各派反政府武装实力不 同 ，

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 截至 ２０ １ ６ 年初 ） ， 极端组

织中的
“

伊斯兰国
”

实力最强 ，
而

“

胜利阵线
”

实力与
“

伊斯兰国
”

相 比则相对

较弱 ， 但与其他反对派相比实力则较强 。 伊斯兰阵营中 的
“

利维坦 自 由人民伊斯

兰运动
”

与
“

胜利阵线
”

的实力基本不相上下 ，
而叙利亚 自 由军实力最弱 。

⑥ 这

些组织的理念极端性 、 自身实力和外部支持情况如表 ７ 所示。

① 龚正 ：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 》
，
载 《 国际研究参考》

２ ０ １４ 年第 １ ０ 期
， 第 ２ １ －２７ 页 。

② 关于这
一■方法

，
可参考 ＤａｖｉｄＣｏｌｌ ｉｅｒ

，ＪａｍｅｓＭａｈｏｎｅ
ｙ

ａｎｄＪａｓｏｎＳｅａｒｗｒｉ
ｇ
ｈｔ

，
“
Ｃｌａｉｍｉ ｎ

ｇＴｏｏ

Ｍ ｕｃｈ ：Ｗａｒｎｉ ｎ
ｇ
ｓａｂｏｕｔＳｅｌｅｃ ｔｉ ｏｎＢｉ ａｓ

， 

＂

ｉｎＨｅｎｒ
ｙ
Ｂｒａｄ

ｙ
ａｎｄ Ｄａｖ ｉ ｄＣ ｏｌｌ ｉｅｒ

，
ｅｄｓ ．

，Ｒｅ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ｉｈｇ
ｕｙｉｙ：ＤｊＶｅｒａｅＴｉＷｓ

，
ＳＡａｒｅｄ Ｓｔｅｎｄａｎ／ｓ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ａｎａｎｄＬｉ
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 ｌ

ｉ ｓｈｅｒ
，２００４

，ｐｐ ．９３
－

９４ 。

③ 需要说明的是 ， 本文撰写于 ２０ １ ６ 年上半年
，
使用的材料是根据 ２０ １６ 年前叙利亚 内 战的

反对派联盟情况 。 众所周知 ， 在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７ 年间叙利亚内 战形势发生 巨大变化 ，
这些变化并未

包含在本文之中 ， 笔者将另撰文分析 。

④ 关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基本分类和情况介绍 ，
可参见龚正 ：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 》 ，

载 《 国际研究参考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０ 期

，
第 ２ １

－ ２７ 页 。

⑤ 本文 中 的
“

胜利 阵线
”

与
“

征服阵线
”

两个术语可以完全替代 。

⑥ 以上判断主要基于维基百科和相关资料上对于叙利亚反对派各个武装实力 的评估 。

？１ ３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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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武装情况总结

组织名称理念极端性组织实力外部支持方

“

伊斯兰 国
”

极端强大全球恐怖主义网络

“

征服阵线
”

（ 原
“

胜利较强大 （但没有
“

伊斯兰 全球恐怖主义网络 ，

阵线
”

）国
”

强大 ）基地组织

利维坦自 由人民伊斯兰运动中间强大海湾国家和土耳其

— 士ｅａａ先前美国等西方国家 ，

叙利亚 自 由军温和头力较弱如今外部支持较少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

一

） 斗而不破 ： 叙利亚 自 由军与伊斯兰武装的联盟关系

在叙利亚内 战初期 ， 由于其他武装势力 尚未登场 ， 叙利亚 自 由军一度在叙利

亚各反对派武装中 占据主导地位 。 在叙内 战初期 的几场 战役中 ，

？ 叙利亚 自 由军

都是战斗的主力 。 随着战局 的发展 ， 叙利亚 自 由军逐步整合 ， 在内部谋求建立统

一的指挥体系 ，
使其组织化程度进

一步上升 。 这主要体现在叙利亚最高军事指挥

委员会组织 （ ＳｕｐｒｅｍｅＭ ｉ ｌｉ ｔａｒｙＣｏｕｎ ｃｉ ｌ
） 的成立。 这一组织被视为叙利亚政治反对

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军事分支 ， 其主要 目的在于统
一

叙利亚 内战 中反对派各个

派别 ， 形成统
一的联盟 。 在 ２０１ ３ 年 ， 叙利亚 自 由军构建 了叙利亚革命阵线 （ Ｓｙ

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ｏｎｔ

） ， 将原有内部成员再次整合 。
？ 在此阶段 ， 叙利亚 自 由军曾获

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 ，

一度被视为西方倒阿萨德势力的主要代理人 。 不过 由

于美支持力度不足 ， 叙利亚 自 由军并未获得足够多的外部援助 。
？

在叙利亚 自 由军出现的 同时 ， 叙利亚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者也成立了 自 身的武

装 。 这些武装以在叙利亚内 战前叙利亚本土 的伊斯兰地下反对组织为基础 ， 结合

① 拉斯坦战役 （ Ｂａｔｔｌ ｅｏｆ Ｒａｓｔ ａｎ
） 和萨巴达尼 战役 （

Ｂａｔ ｔ
ｌ
ｅｏｆ Ｚａｂ ａｄａｎｉ

） 都是典型 的案例 ，

参见
“

Ｓｙ
ｒｉａｎｆｏｒｃｅｓｐｏ ｕｎｄｗｅｓｔ ｅｒｎｃｉｔ

ｙ
ｉｎｂａｔｔ

ｌ
ｅａ

ｇ
ａ

ｉ
ｎｓｔ ｄｅｆｅｃ ｔｏｒｓ

，


”

Ｃ ＮＮ
，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

，
２０ １ １

，

ｈｔ ｔ

ｐ
： ／／

ｅｄｉ ｔ ｉ
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２０ １ １／０９／２８／ｗｏｒｌｄ／ ｍｅａｓ ｔ／ｓ

ｙ
ｒｉａ－ ｕｎｒｅｓｔ

；ＲｕｔｈＳｅｒｌｏｃｋ，
＾

Ｒｅｂｅｌｓｈａｉｌ
＊

ｆ
ｉｒ ｓｔｆｒｅｅ ｔｏｗｎｉｎ

Ｓｙ
ｒｉａ

，

ａｓＡｓｓ ａｄｔｒｏ ｏ
ｐｓ
ｆｌｅｅ

，

”

ＴｈｅＳｃｏｔ ｓｍａｎ
，

Ｊａｎｕａｒｙ１ ９
，２０ １ ２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ｓｃｏｔ ｓｍａｎ． ｃｏｍ／ ｎｅｗｓ／

ｗｏｒｌｄ／ｒｅｂｅｌｓ
－

ｈａｉｌ
－

ｆｉｒｓｔ
－

ｆｒｅｅ
－

ｔｏｗｎ
－

ｉｎ －

ｓ
ｙｒｉａ

－

ａｓ －

 ａｓｓａｄ
－

 ｔｒｏｏ
ｐ
ｓ －

ｆｌｅｅ－

１

－ ２０６６６６４
〇

②Ａｒｏｎ Ｌｍｄ
，


‘

Ｔｌ ｉｅＳｙｒｉ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３ ， ２０ １３ ，
ｈｔｔ

ｐ
： ／／ ｃａｍｅ

ｇｉ
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Ｌ ｏｒ

ｇ
／

ｓ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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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９ １ ０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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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成反对派武裝的联盟 构走 与 甴 部 冲臾

叙利亚内 战中从政府监狱释放的政治犯 。 在伊斯兰武装之 中 ，
较有实力 的组织分

别是
“

利维坦 自 由人民伊斯兰运动
”

和
“

伊斯兰军
”

（ Ｊａｙｓｈ
－ ａｌ－ Ｉｓｌａｍ

） 。 叙利亚的

伊斯兰反政府武装也开始构建 自身的联盟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

“

叙利亚伊斯兰阵线
”

（
ＳｙｒｉａｎＩ ｓ ｌａｍｉｃＦｒｏｎｔ

） 宣布建立 ， 标志着第
一

个伊斯兰反政府武装联盟的成立 。 经

过
一

系列吞并和重组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 在叙伊斯兰武装宣布解散

“

叙利亚伊斯兰

阵线
”

， 并将其融入
“

伊斯兰阵线
”

（
Ｉｓｌａｍ ｉｃＦｒｏｎｔ

） 联盟 ，

一

举成为当时叙利亚 内

战中最为强大的反政府武装军事联盟 。 伊斯兰武装受到 了土耳其和海湾国家 的支

持 。

“

伊斯兰阵线
”

的形成就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撮合的结果 。
①

在内战初期 ， 为应对政府军的围剿 ， 叙利亚 自 由军和
“

伊斯兰阵线
”

在战场

层面进行了充分合作 ， 构成了
一

个反对阿萨德政府的联盟 。 不过伴随战局 的发展 ，

叙利亚 自 由军和伊斯兰武装的相对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
２０ １２ 年到 ２０ １３ 年 ４ 月 之

间 ， 叙利亚 自 由军武装在对政府军交战 中取得上风 ， 获得多次胜利 ， 在叙利亚西

北部的伊德利 卜省 、 南部德拉省纷纷取得胜利 。 但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之后 ， 叙利亚战

局出现了
一

定程度的逆转 ， 政府军在多个战线发动反攻 ， 夺回 了之前被反对派攻

占的瓦迪代夫 （Ｗａｄｉ ｄ － Ｄｅ ｉｆ
） 等城市 ， 并且攻下了古塞尔 （

ａｌ
－

Ｑｕｓａｙｒ ） 等战略要

地 。
② 在此阶段 ， 叙利亚 自 由 军遭到重创 ， 实力渐弱 于伊斯兰武装 。 在此阶段 ，

伊斯兰武装与叙利亚 自 由军内部摩擦也开始呈现 。 叙利亚伊斯兰武装表示其虽可

和 自 由军进行军事合作 ， 但并不愿接受其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 同时 ， 自 ２０ １ ３

年
“

伊斯兰阵线
”

建立后 ， 该组织多次试图侵 占叙利亚 自 由 军总部和军火库 。

③

不过此类矛盾都处在可控的范围 ， 双方并未爆发严重的内部冲突 。

根据上文 ， 可见叙利亚 自 由军和
“

伊斯兰阵线
”

之间的联盟关系可谓斗而不

破 ， 在联盟与摩擦中 曲折前行 。 为什么叙利亚 自 由军和伊斯兰武装会形成这一类

型关系 ？ 此问题可用本文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 。

第
一

，
强大的政府军实力是导致叙利亚 自 由军和伊斯兰武装反政府联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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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 。 前文表 明 ， 叙利亚 自 由军与伊斯兰武装主要是 由 于对抗政府军的需

要而进行联盟 。 这体现了本文推断 １ 的逻辑 。

第二 ， 单纯的物质因素无法解释叙利亚 自 由军和伊斯兰武装的联盟关系 。 在

“

伊斯兰阵线
”

建立时 ， 其相对实力 已经超过了叙利亚 自 由军 。 如若按单纯相对实

力对比的推论逻辑 ，
此时

“

伊斯兰阵线
”

就应彻底清洗叙利亚 自 由军 ， 夺取其资

源 。 但现实情况表明 ，

“

伊斯兰阵线
”

虽然与叙利亚 自 由军出现摩擦 ， 但双方没有

采取彻底剿灭对手的行为 。 这种斗而不破的行为只能用双方理念差异来进行解释 。

首先 ， 伊斯兰武装虽然 自 比
“

温和伊斯兰
”

，
但 由于支持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 ，

其

理念与叙利亚 自 由军相 比仍然略显极端 。 根据理论推论 ２ ． ２ 的逻辑 ， 更极端的武

装组织若 占据实力上风 ，
便会打击其他温和派武装 。 其次 ，

“

伊斯兰阵线
”

所秉持

的理念又远比
“

伊斯兰国
”

等极端组织温和 。 根据推论 ２ ． １ 的逻辑 ，
温和武装组

织之间无论实力差异大小都会保持联盟关系 。 将这两个逻辑进行中 和 ，
就可推断

出
“

伊斯兰阵线
”

与叙利亚 自 由军虽有摩擦 ， 但不会上升为严重 冲突的判断 。 而

这也与实际情况相符 。

第三 ， 这一案例也体现了本文关于推断 ３ 的逻辑。 作为伊斯兰武装 的主要外

部支持国 ，
土耳其和海湾 国家在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具有两重性 ： 首先 ， 作为美国

的西方盟国 ， 其在推翻阿萨德政权上与西方国家有共同的诉求 。 其次 ， 因为土耳

其和沙特阿拉伯近年来积极 向外输 出伊斯兰思想 ， 其也希望伊斯兰反对派武装可

在叙内战中占据主导地位 。 因此 ， 这些 国家虽不会让 自 身支持的伊斯兰武装与美

国支持的叙利亚 自 由军为敌 ， 但也不愿坐视叙利亚 自 由军做大 。 故而 ， 让伊斯兰

武装维持与叙利亚 自 由军斗而不破的联盟关系 ， 并时不时对叙利亚 自 由军进行骚

扰以削弱其实力 ，
就成了最符合外部支持国 的选择 。 而这一逻辑也体现在实际情

况之中 Ｄ

（
二

） 与狼共舞 ： 征服军联盟的形成与
“

胜利阵线
”

的改名

“

胜利阵线
”

（现改名 为
“

征服阵线Ｉ 是叙利亚内战中
一支强大的极端主义

武装 。 该组织理念极端 ， 谋求超越民族国家的伊斯兰原教 旨政体 ， 并直接听命于

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赫里的指挥和领导 。

① 在叙利亚内战初期 ，

“

胜利 阵线
”

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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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 成反对派武装 的联盟 构建与 由 部 冲 爽

叙利亚 内战 ， 并在多地采用恐怖主义手段来进行袭击 ， 造成 了叙民众的恐慌 。
①

因此
， 在战争初期 ，

“

胜利阵线
”

武装并未得到叙利亚民众和其他反对派武装的支

持 。 不过 自从 ２０ １２ 年叙形势从社会抗议逐步转向全面内 战后 ，

“

胜利 阵线
”

开始

由恐怖组织 向反政府武装转型 ， 并谋求与叙其他反对派武装结盟 。 之后
，

“

胜利阵

线
”

逐步成为叙利亚反对派联盟的重要伙伴 。 由于叙利亚地理格局的原因 ， 叙利

亚以大马士革 － 阿勒颇为界可分为东西两部分 ，

“

伊斯兰国
”

的活动地区是在叙利

亚东部与伊拉克交界的代尔祖尔 、 拉卡等地区 ，
而

“

胜利 阵线
”

主要在西部伊德

利 卜 、 哈姆和阿勒颇等地 。 由 于叙利亚西部是该国人 口 的聚集 区 ， 故而政府军采

取 了东缓西进的策略 ， 对东面的
“

伊斯兰 国
”

镇压力度较弱 ，
而将主力放在西线

镇压叙利亚反对派 。 因此 ，

“

胜利 阵线
”

和其他反对派组织 （ 包括叙利亚 自 由 军

和伊斯兰武装等势力 ） 始终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 ， 因此必须结盟共 同抗敌 。 而

“

胜利阵线
”

强大的武装力量 ， 使其成为反对派联盟打击叙利亚政府军的关键依

靠 。 根据相关研究 ，

“

胜利阵线
”

因其特种战术优势 ， 在反对派对政府军的作战中

起到出奇制胜的作用 。
？ 此外 ，

“

胜利 阵线
”

也从其长远角度考虑 ， 区分了建立
“

哈里发 国
”

的长远 目标和当前协助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短期 目标 ， 将

其 自身标榜为叙利亚而战 的民族主义组织 ， 从而缓解了与其他反政府武装结盟的

理念障碍 。 并且 ，

“

胜利阵线
”

采取了务实的联盟手段 ， 将联盟重点放在与其具有

相似意识形态的逊尼派穆斯林武装上 ，

③ 从而确保了联盟的可持续性 。

伴随着战事推进 ，

“

胜利阵线
”

逐步成了叙利亚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

“

胜利阵线
” “

利维坦 自 由人民伊斯兰运动
”“

沙姆猎鹰旅
”

（ Ｓｕｑｏｕｒ

ａｌ－ Ｓｈａｍ Ｂｒｉ
ｇａ
ｄｅ ） 与

“

阿克萨战士
”

（
Ｊｕｎｄ ａｌ

－ Ａ
ｑｓａ ） 等组 织组建

“

征服军联盟
”

（
Ａｒｍｙｏ ｆＣ ｏｎｑｕｅ ｓｔ ） 。 随后 ， 该联盟在此地区逐步站稳脚跟 ， 并开始取得 了对政府

军的战场优势 ， 获得 了对伊德利 卜全省的控制权 。
④

由于
“

胜利阵线
”

自身意识形态的极端性 ， 叙利亚反对派与
“

胜利阵线
”

的

同盟
一

直被认为是危险的选择 。 而伴随叙利亚
“

征服军 同盟
”

在伊德利 卜省站稳

①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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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跟后 ，
反对派武装之间 因为战场需要而掩盖的矛盾也逐步浮现 。 这可在

“

胜利

阵线
”

等极端武装与其他反对派之间的摩擦 中体现 。 例如 ， 自 ２０ １ ４ 年下半年来 ，

伴随着
“

胜利阵线
”

在伊德利 卜省逐步站稳脚跟 ， 其开始频频挑起与叙利亚 自 由

军下属哈兹穆运动 （
ＨａｚｚｍＭｏｖｅｍ ｅｎ ｔ ） 的冲突 。 从 ２〇 １４ 年 ７ 月

“

胜利阵线
”

发动

的
“

清除腐败战役
”① 到 １〇 月

“

胜利阵线
”

夺取叙利亚 自 由军 ２０ 个村庄 的控制

权 ，

② “

胜利阵线
”

多次与叙利亚 自 由军发生摩擦 。 不过 ， 这些摩擦都没有升级到

大范围的内部冲突 ，

③
“

胜利阵线
”

与其他反对派武装联盟关系基本维持 。

由 于
“

胜利阵线
”

的极端理念 ， 自 ２０ １４ 年 ７ 月 以来 ，

“

胜利阵线
”

先后成为

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共同 的军事打击的 主要 目标 。 并且 ， 该地区的 国 家进
一

步整合此地区的伊斯兰武装联盟 ，
试图建立

一

个将
“

胜利 阵线
”

排斥在外的联盟 。

例如 ， 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也开始积极在
“

利维坦 自 由人民伊斯兰运动
”

和
“

伊

斯兰军
”

（ Ｊａｙｓｈ ａｌ
－

Ｉｓ ｌａｍ ） 两支队伍之间进行斡旋 ， 谋求双方的合并 。

④ 但此尝试

并不成功 ， 由于抵抗政府军的需要 ， 在叙利亚当地的伊斯兰武装依然难以放弃与

“

胜利阵线
”

的合作关系 。 不过在此阶段
“

胜利阵线
”

对其组织名称和隶属关系

进行 了重大调整 ， 改名为
“

征服阵线
”

（
Ｊａｂｈａｔ Ｆａ ｔｅｈ ａ ｌ

－

Ｓｈａｍ
） ， 宣布断绝与基地

组织关系 。 虽然截至 目 前 ，

“

征服阵线
”

依然被西方 国家列为恐怖主义组织 ，

⑤ 但
“

胜利阵线
”

的改名表明对其极端理念进行了
一

定妥协 ， 并得到 了外部支持者的响

应 。 有消息表明 ，
海湾国家正在斡旋 ， 试图在未来建立

一

个 由
“

征服阵线
” “

利

维坦 自 由人民伊斯兰运动
”

和
“

伊斯兰军
”

三支逊尼派伊斯兰武装组成的联盟 。
？

观察
“

胜利阵线
”

与其他温和派反对派武装构建的联盟 ，
可见该情况在一些

方面与前文理论推论保持
一

致 ， 但另
一

方面却不同 。 就一致性而言 ， 政府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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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成反对派武裝的联盟构走 与 由 部冲 臾


依然是促进不同理念 ， 尤其是含有极端主义理念的反对派联盟成立 的主要动因 。

正如后文所示 ，

“

伊斯兰 国
”

和
“

胜利阵线
”

由 于面临不同 的政府军压力 ， 形成

了不同的联盟行为 。 此对比更加彰显了政府军压力的重要性 。

从差异性而言 ， 在攻下伊德利 卜省后 ，

“

胜利阵线
”

确保了 自 身在此地区的生

存安全 ， 并且在相对实力上也保持了与其他反对派的均衡和
一定程度 的优势 。 在

此情况下 ， 若按照本文理论框架的推断 ，

“

胜利 阵线
”

应与其他组织爆发 内部冲

突 ， 但是这
一情况却在现实中没有出现 。

“

胜利阵线
”

虽然与某些个别反对派武装

产生摩擦 ， 但是还基本维持着与其他反对派武装的联盟关系 ， 并且
“

胜利阵线
”

也对其理念进行妥协和调整 。 这就与理论部分的推断相矛盾 。 对此 ， 本文提出 了

两点解释 ： 首先 ， 前文理论部分提出 的假设是基于一个只有两个武装的理想型反

对派联盟 ， 而在叙利亚 内战中实际存在多个反对派武装 。 因此 ， 虽然从单独的比

较而言
，

“

胜利阵线
”

实力强于其他反对派武装 ， 但如果将温和理念的反对派武装

实力进行加总 ，

“

胜利阵线
”

就是面临着
一个比其实力更强的温和反对派联盟 。 而

这就可依据本文推论 ２
．２ 的逻辑对

“

胜利阵线
”

的行为进行解释 。 由于其面对
一

个 占据强势地位的温和武装联盟 ， 这
一

实力差距的压力导致其对 自身极端理念进

行妥协 ， 并维持了联盟。 其次 ， 本文理论模型假定反对派武装 的理念是较为稳定

的 ， 在长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 。 但由于理念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 故而也不能

排除理念伴随着互动的变化而发生调整 。

“

胜利阵线
”

通过与其他温和派武装长期

合作 ，
可能也受到其他组织理念社会化的影响 ， 从而开始对 自身的理念进行调整 。

最后
，
反对派武装与

“

胜利阵线
”

组织的合作违背 了外部支持者的立场 。 这

表明在本案例 中 ， 外部支持并不能影响反对派联盟的合作 ， 该推论失 效 。 首先 ，

这说明 了外部支持者对反对派联盟产生影响的局限性 。 反对派组织虽然接受外部

支持 ， 但为了战场需要 的考虑 ， 反对派组织也可违背外部支持者 的立场。 因此 ，

推论 ３ 提出的逻辑在此案例中 的失效 ， 其实从侧面彰显 了关于政府军实力的推论

的有效 。 其次 ， 虽然外部支持没有直接影 响到反对派的联盟选择 ，
但从

“

胜利阵

线
”

的改名可看 出 ， 外部势力对反对派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 只是在实 际战场的需

要情况下 ， 改变了影响的模式 。 外部影响除了单纯的 限制反对派与范 围结盟 ，
还

可以通过施加压力改变极端组织与温和组织之间的相对实力对比 ， 从而迫使极端

组织改变 自 身理念 。

（
三

）

一 山不容二虎 ：

“

伊斯兰国
”

与
“

胜利 阵线
”

的分裂与冲突

“

伊斯兰 国
”

与
“

胜利阵线
”

的分裂和冲突是叙利亚 内战中极端主义阵营最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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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问题。 追溯这两个组织 的历史 ， 可发现
“

伊斯兰 国
”

与
“

胜利 阵线
”

同宗同源 。 在叙利亚内战初期 ，

“

伊斯兰国
”

的前身 、 盘跟在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

“

伊拉克伊斯兰国
”

（
Ｉ ｓｌａｍ ｉｃＳ ｔａｔｅｏｆ Ｉｒａｑ ） ， 根据当 时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赫里的指

示 ，
派遣叙利亚籍成员阿布 ？ 穆罕穆德 ？ 戈兰尼 （

ＡｂｕＭｏｈ ａｍｍａｄＧｏｌａｎｉ

） 前往叙

利亚以开辟该组织在当地的分支机构 。
①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 戈兰尼正式将组织名称定

为
“

胜利阵线
”

。 此后 ，

“

胜利阵线
”
一直作为

“

伊拉克伊斯兰国
”

的分支机构在

叙利亚进行活动 ， 并逐步也与其他反对派联盟形成联盟关系 。
？ 据相关资料 ，

直

到 ２０ １ ３ 年初 ，

“

胜利阵线
”

近一半的资金还来 自 于
“

伊拉克伊斯兰国
”

。
③

虽然初期
“

胜利阵线
”

与
“

伊斯兰国
”

紧密联盟 ， 但是伴随着
“

胜利阵线
”

实力的增强 ，

“

伊斯兰国
”

对其的防备越发上升 。 ２０ １ ２ 年末 ，

“

伊斯兰 国
”

领袖 巴

格达迪要求
“

胜利阵线
”

宣誓对其效忠 ， 并且公开其与
“

伊斯兰 国
”

的隶属关

系 ， 但是这
一

要求遭到
“

胜利阵线
”

领袖 戈兰尼的拒绝 。 ２０ １３ 年 ４ 月 ，

“

伊斯兰

国
”

宣布其将与
“

胜利阵线
”

合并 ， 但是 ，

“

胜利阵线
”

随后宣布拒绝与
“

伊斯

兰国
”

合并 。
④ 两个组织正式分裂 。 ２０ １４ 年 １ 月

，
在叙利亚的伊德利 卜省 ，

阿勒

颇市和中部 的拉卡市等五省 ，
包括

“

胜利阵线
” “

伊斯兰阵线
”

、 叙利亚 自 由军在

内的反政府武装对
“

伊斯兰 国
”

发动袭击 。

⑤
２０ １４ 年 ４ 月 到 ７ 月 间 ，

“

伊斯兰 国
”

对代尔祖尔省的进攻 中 ，
包括

“

胜利阵线
” “

伊斯兰阵线
”

等叙利亚反对派组织

共同组建了
“

圣战者舒拉委员会
”

， 试图抵抗
“

伊斯兰国
”

在此省的扩张 。
⑥

“

伊斯兰国
”

与
“

胜利阵线
”

的决裂 ， 首先体现 了本文关于政府军实力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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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时其他反对派组织都与极端组织有较多 的合作 ，

“

利 维坦 自 由人 民伊斯兰运动
”

（
Ａｈｍｒ ａ ｌ

－

Ｓｈａｍ
） 领导哈桑

？ 阿布德 （ Ｈａｓ ｓａｎ Ａｂｏｎｄ ） 在 ２０ １３ 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

“ ‘

伊斯

兰 国
’

、

“

胜利 阵线
”

和他们与 自 由军 目标没有区别 ，
只有手段的区别 ，

并承认在战场上与
‘

伊

斯 兰 国
，

存 在 合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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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成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走 与 今 部冲 臾

的有效性 。 正如前文所言 ， 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主攻西线 ， 东线 的
“

伊斯兰

国
”

并非打击重点 ， 故而 ，

“

伊斯兰 国
”

遭遇的政府军压力较小 ， 因此更加可 以

按照其理念本身行事 ， 而
“

胜利阵线
”

遭遇的政府军威胁较大 ， 故而其只能与其

他反对派武装结盟 ， 并跟随其他武装对
“

伊斯兰 国
”

进行打击 。 其次 ， 本案例体

现了本文关于极端主义势力在势力均衡时将相互对抗 ，
而只有在实力不平衡时才

可联盟的逻辑 。 在
“

胜利阵线
”

建立初期实力远弱于
“

伊斯兰 国
”

， 故而其在当

时紧跟
“

伊斯兰国
”

， 成为其联盟 中的
一

部分 ， 并尊重其领导 。 但随着
“

胜利阵

线
”

的实力 日益加强 ，

“

胜利阵线
”

和
“

伊斯兰 国
”

对世界
“

圣战
”

运动领导权

的争夺 日 益激烈 ，

① 并最终导致 了双方的决裂 。 这充分体现了本文推论 ２
．
３ 的逻

辑 ， 极端理念组织之间的联盟 只能在
一

个相对实力不平衡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

一

旦两支组织实力相近 ， 极端理念之间互斥性便会增强 ， 从而导致 内部冲突 。



表 ８ 叙利亚战场实际情况总结


反
＿对

？

派
组织名称 联盟情况 理念情况 政府军实力假设 外部支持假设

相对头力假设

＆ｓ＾
？外部 支持 国资助

有摩擦但 遭遇较强的政府 伊斯兰武装强于叙利亚 伊斯兰 武装 ， 对

基本维持 军压力自 由军叙利亚 自 由 军不
斯兰武装腳派敌视

， 但不支持

两两比较情况下 ，

“

胜
‘ ‘

胜稱初期遭到较强 的
利阵线

”

保 持实力料部支持酬

线
”

与其 有摩擦但 温和与
ｇ
衡

， 但如将其他温和派 其 他 武 装
，
对

他反对派 基本维持 极端理念反对派武装实力加
“

胜 利 阵 线
”

敌

武装总
，

“

胜利阵线
”

则弱 视

于温和派武装

“

胖刹 陈缚
”■

！曹
“

胜利阵
“

胜利阵线
”

初期 弱于
ｔ－ 先联盟再 极端与 遇 到 较 强 的 压

‘
”，

线 与
冲突极端 力 ， ｆ曰

“

伊炉
伊斯二 国 ， 但随后 未检验②

“

伊斯兰国
”

逐步与之实力均衡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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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所指的外部支持是指主权 国家的支持 ， 就 目 前所知信息而言 ，
没有主权国家会直接

支持极端主义组织 ，
故而在此处这一变量无法进行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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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与 启 示

本文分析了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进行交互后 ， 对反对派联盟构建和 内部冲突

爆发的影响 。 结合叙利亚案例 ，
本文理论部分提出 的逻辑推断在叙利亚 内战的实

际环境中大多数都得以体现 。 不过 ， 在叙利亚温和派反对派与极端组织
“

胜利阵

线
”

的联盟构建上 ，
现实情况与理论部分中相对实力对 比变量和外部支持变量的

预期有所不符 。 这
一不符合的预期表明 ， 本理论框架需要对反对派联盟 内部成员

数量和理念因素 的建构性做出更符合实际的设定 。 当然 ， 此研究只 是
一

个起点 ，

今后的研究还可以在如下方面有所突破 ：

第一 ， 在案例选择上 ， 虽然本文的研究将案例选择为叙利亚 内战的不同阶段 ，

但由 于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具有的推广意义 ， 今后的研究可以将更多国家与案例

放在本文框架内进行跨案例 、 跨区域甚至大样本的案例 比较 。

第二 ， 在理论设计上 ， 在今后 的研究中 可以将重点放在反对派联盟 内部组织

结构上 ， 就平等性联盟和等级制联盟两方面进行分类讨论 。 同时 ，
本研究探讨的

重点是内战进程 中的联盟行为 ， 但是已经有研究发现 ， 内战结束后 的联盟存续也

是对政治转型和内战是否再次爆发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 这一问题也可在今后 的

研究中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第三 ， 本研究除了试图在理论上有所贡献外 ， 还希望能够对相应 的政策讨论

有所贡献 。 伴随着叙利亚问题的深人和阿拉伯世界整体转型的发展 ， 对于该地区

冲突的国 内层面的行为体进行讨论 ， 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出更加精准的政策 ， 从而

帮助中国在此地区更好地实现 自 身的国家利益 。

【收稿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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