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来自草根

他们活跃网络

他们曾是军人

他们能团结吗？
在这次动荡发生之前，

叙利亚反对派一直存在，只
是在现政权打压下，很多反
对派都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2011 年 3 月以后，众多
反对派“借机新生”，几十
个反对团体相继成立。“全
国委员会”和“全国民主变
革协调委员会”就是其中最
重要的两个组织。

2011 年 9 月，“全国委
员会”在土耳其正式成立，
巴黎大学政治学教授加利
昂任主席。该组织主张在
叙利亚实现政权更迭。

“全国民主变革协调委
员会”总部位于大马士革，由
13 个左翼政党和独立政治
活动家组成，与“全国委员
会”不同的是，该组织呼吁反
对派应与政府对话，和平实

现“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变”。
在中东问题专家李绍

先看来，叙利亚反对派过于
庞杂，内部倾轧严重，观念
也不尽相同。这让他们在
短期内难以形成对抗政权
的统一力量。

李绍先认为，叙利亚最
大的反对派“全国委员会”
内部斗争已经很严重。而
叙利亚自由军、青年组织、
协调机构等在政治上的诉
求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希望
与政府对话，有的则希望实
现政权更迭。此外，外部力
量的介入和推动，也让他们
很难团结一致。

“近期内，叙利亚各个
地区的反对势力应该很难
形成团结力量，与政府相抗
衡。”李绍先说。（冯中豪）

自从去年 3 月叙利亚爆
发大规模示威活动以来，聚
集在霍姆斯、哈马、德拉等城
市的反对派势力一直与政府
军处于冲突状态。这使得叙
利亚反对派成为中东北非动
荡国家坚持最久的反政权力
量。据联合国估计，持续近
一年的冲突已经造成至少
5000人死亡。

与埃及和突尼斯一样，
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最早也
由“草根阶层”组成。

2011 年 3 月 15 日，叙利
亚南部城市德拉最先爆发大
规模反政府示威。事情的起
因是，15 名少年因为在墙壁
上用涂鸦写下口号“人民想
要推翻这个政权”遭到当局
逮捕。有传言称，政府机构
对孩子们使用了酷刑，并让
前来寻找孩子的父母“忘掉
自己的孩子”。

这激起了民众对巴沙尔
政权的积怨，数千名抗议者
聚集在哈塞克、德拉、代尔祖

尔和哈马。一些示威者还与
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在首都
大马士革，200 名男性组成
的抗议集会很快就发展到
1500人。

同月，一个由十多人组
成的小团体开始在大马士革
郊区通过社区和清真寺与民
众联系，并成立了第一个地
方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支
持公民示威，反对武装对抗
和外国军事干预，主要活跃
于 霍 姆 斯 地 区 。 截 止 到
2012 年 2 月，这一组织已经
在叙全国成立了 14 个地方
委员会，遍及德拉、霍姆斯、
巴尼亚斯、哈马等地。

作为反政府活动最初的
“领导机构”，这一委员会主
要由社会 活 动 人 士 、法 学
家、作家、记者、年轻的学者
以及有家人被关押在监狱
中的家族人士组成。他们
发动草根民众参加示威
活动，但拒绝与传统
的反对势力结盟，

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巴沙尔流
亡海外的叔叔里法特所领导
的反对阵营。

到4月，反政府示威得到
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当月
1 日，示威者举行“烈士星期
五”大规模抗议活动，25万名
示威者在全国各大城市抗
议。在大马士革郊区，政府
军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多人
伤亡，暴力和流血由此发端。

在接下来的 11 个月里，
反对者相继在霍姆斯、哈马、
德拉等城市举行“反抗星期
五”、“决心星期五”、“伟大星
期五”、“尊严星期五”、“儿童
星期五”等示威活动。示威
者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诉
求也从反失业、反腐败，要自
由演变为要求政权更迭、总
统下台。

随着政府军与反政府
势力的冲突日益激烈，反对
派开始拿起武器与政府军
对抗，同时，也有不少政府军
士兵倒戈，加入反对派阵营。

2011 年 7 月 29 日，一
名军人在 YouTube 上宣布
成立了一支名为“叙利亚自
由军”的武装力量，大本营
位于土叙边境靠近土耳其
一侧的难民营中。

据称，“叙利亚自由军”
主要由脱离政府军的变节官
兵组成，军队总指挥官利雅
得就曾是叙利亚空军上校。
最初，这支武装只有1000多
名成员，但截止到2011年11
月，人数已经超过 2 万人。
今年2月，还有报道称，“叙利

亚自由军”人数已经超过 4
万。利雅得曾对媒体称，叙
利亚22万政府军中已有1.5
万士兵“归顺”自由军。

如今，“叙利亚自由军”
已经成为叙利亚最主要的
反对派军事力量，他们在网
络上打出行动口号——“不
胜则亡”。

“叙利亚自由军”经费
缺乏，只配备有一些轻武
器，有些武器还要从黑市购
买，军队间的联络也很困
难。去年 9 月，另一支反对
派武装“自由军官运动”与

“叙利亚自由军”合并，这
使得反对派武装实力大增。

目前，叙利亚自由军已
将霍姆斯作为大本营。

霍姆斯、哈马、德拉……自从去
年3月，中东北非的民众示威浪潮蔓
延叙利亚以来，这些原本并不知名的
城市，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主流媒体
的热点报道中。霍姆斯等地，一直是
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活动的中心，以及
该国持续动荡的“风暴眼”。近一年
以来，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何以能在
这些城市持续对抗强大的政府军？
这些矢志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杂牌
军”，到底有何背景？

叙利亚反对派 最坚忍的“杂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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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力量的壮大，除
了草根组织的发动外，还有
得益于互联网的“助推”。
2011 年 4 月 18 日，在社交网
站“ 推 特 ”上 ，一 个 名 为

“@SyRevoSlogans”的账号开
始向外界提供示威游行的口
号，吸引了众多的粉丝。

随后，另一个账号开始
“微直播”德拉的示威实况，
还有一个账号也开始跟踪
播报大马士革的学生示威
者以及政府“镇压示威”的
情况。

在“facebook”上，一个名
为“叙利亚革命 2011”团体
创办了自己的网页，吸引了
超过 12 万名粉丝。他们号
召叙利亚反对者走上街头。
由于叙利亚几乎不允许外国
记者进入，该网页呼吁民众
将照片和视频上传到一个邮
箱，用以向外传播发生在叙
利亚的真实情况。

28 岁的纳克勒就是网
上反对派中的一名积极分
子。2006 年，他试图举行示
威，遭到打压后逃到了黎巴
嫩。随后，他和一群朋友开

办电子报，呼吁民
众关注叙利亚腐败
问题。

在叙利亚动荡
期间，纳克勒不仅
通过网络传播信息，还教会
不少民众使用“翻墙软件”，
与外界进行沟通。

另一名反对派阿玛尔
说，活跃在网络上的反对派
大都奉行自由主义，他们
原本计划在 2011 年夏季举
行反政府示威。但没想到
民众抗议活动从去年 3 月就
开始了。

“现在，虽然互联网上
的抗议者只占整个反对派
的 1%，但众多反对派的出
现确实得益于网络。”阿玛
尔说。

目前，纳克勒仍在互联
网上帮助叙利亚反对派进行
示威活动。他表示，现在已
经有大量的网络积极分子
加入反对派，他们每天都要
通过网络会议确定“地面活
动”，包括通报反对派被捕、
死亡以及示威活动进程等
信息。

4

日
，叙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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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举
行
集
会
。

8 日，叙利
亚伊德利卜，一
名反对派武装
成员在战斗中
躲在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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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叙利亚伊德利卜，一名反对派成员正在街头守卫。8日，卡塔尔，叙反对派举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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