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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沙姆解放組織（HTS）為首的敘利亞反對派武裝，
上月底開始發動「閃電戰」，迅速奪取西北部的阿

勒頗、中部的哈馬和霍姆斯，以及距離大馬士革以南約
100公里的德拉等主要城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稱，
他們進入大馬士革時，沒發現有軍方部署的跡象。

首都實施宵禁至周三
美聯社駐敘利亞記者報道，在周日早上，大馬士革市

郊沿途可看到不少反對派武裝分子，周圍響起多次密集
槍聲和爆炸聲。大馬士革的警察總部似乎人去樓空，軍
隊哨站也無人看守。反對派武裝相關傳媒播放影片，顯
示市中心廣場有一輛坦克，一小群武裝分子聚集在清真
寺內慶祝。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道，敘反對派武裝已佔領大馬士

革的公共廣播機構，包括敘國家電視台大樓。政府軍已
撤出國防部大樓。另有消息指軍方指揮官已向下屬通報
巴沙爾政權倒台。反對派武裝當日宣布，大馬士革從周
日下午4時至周三清晨5時實施宵禁。

傳巴沙爾計劃赴俄
航班追蹤網站Flightradar數據顯示，一架敘利亞航空

公司的伊爾-76飛機周日清晨從大馬士革機場起飛，最
初飛往敘利亞沿海地區，當地是巴沙爾勢力大本營，但
中途掉頭朝相反方向飛行了數分鐘，最終從地圖上消
失，有消息指其計劃前往俄羅斯，不過敘政府未有證實
該消息，甚至有傳言指飛機已經墜毀。俄方表示，巴沙
爾已經辭職並離開敘利亞，並指示和平移交權力，但未
有表示是否對其去向知情。
賈拉利表示，政府已準備好向反對派武裝「伸出

手」，不排除將政府職能移交給臨時政府。他發布影片
稱自己會如常上班，「我在家中，沒有離開，因我屬於
這個國家。」他亦呼籲敘利亞民眾不要破壞公共財物和
設施，希望國家保持和平、反對派武裝不要傷害敘民
眾。但賈拉利未有提及巴沙爾已離開敘利亞的報道，僅
表示與巴沙爾最後一次見面是上周六晚。敘反政府武裝
領袖朱拉尼其後表示，敘國家機構將由賈拉利管理，直
到完成政權轉移。
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國外長上周六在多哈舉行會

談商討敘利亞局勢，呼籲盡快結束戰事。會後俄羅斯、
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埃及、約旦、沙特阿拉伯和卡
塔爾發表聯合聲明，呼籲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停止軍
事行動，強調敘利亞危機對地區和國際安全構成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 敘利亞局勢動盪，反對派武裝周日（12月8日）閃電攻入首都大

馬士革，宣稱總統巴沙爾的政權倒台。巴沙爾據報已乘坐飛機離開當地。俄羅斯、

伊朗與土耳其等國家呼籲衝突各方透過政治途徑解決分歧。敘利亞總理賈拉利表示

自己仍留在國內，準備支持維持管治。他呼籲各方保留為民眾

服務的公營部門，亦會與任何由民眾選出的新領袖合作。

持續長達 13 年的敘利亞內戰局勢

急劇轉變，反對派武裝宣稱成功攻陷

首都大馬士革，總統巴沙爾兵敗而逃，包括「伊斯蘭

國」在內過去13年間沒有一支反對派勢力做到的事，

如今這支由前「基地」組織敘利亞分支演變而成的

「沙姆解放組織」（HTS），幾天之內就做到了。不

過正因為局勢進展得太快，以至各方勢力都未準備好

迎接這個巨大轉變，中東地緣政局和勢力均衡明顯將

因此陷入未知之中。

自2011年內戰爆發以來，敘利亞一直是中東以至大

國角力場，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勢力介入，導致內戰

持續至今達13年之久。不過事實上，巴沙爾政府近年

在俄羅斯和伊朗（透過黎巴嫩真主黨）的支持下，早

已經站穩陣腳，因此各方勢力大部分都沒有預料到，

俄烏及以色列真主黨衝突會對敘利亞產生這麼大的影

響，缺少了俄羅斯及真主黨的軍事支援後，巴沙爾政

府竟然會兵敗如山倒，在短短幾天內倒台。

不過與當年不同，如今巴沙爾政府倒台對於各方勢

力而言，都未必是最好結果。首先，很多曾經支持反

對派武裝的中東阿拉伯大國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

等，其實過去兩年都開始恢復與巴沙爾政府打交道，

甚至倒過來支持巴沙爾政府，原因就是擔心其他反對

派武裝上台後，反會使區內局勢變得更不穩定。

另一方面，雖然正正是以色列對真主黨及伊朗的持

續攻擊，間接拖垮巴沙爾，但對以色列而言，巴沙爾

政府的威脅遠遠不及伊朗和真主黨，例如過去一年以

色列持續空襲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就始終都沒有反

擊。如今換上了意識形態上可能比巴沙爾更反對以色

列的HTS，對以色列就未必是好事。

美國同樣也被HTS的快速崛起殺個措手不及。美國

長期扶植由庫爾德人主導、控制敘北大片土地的反對

派武裝「敘利亞民主力量」（SDF），但事實上SDF近

期亦在美國首肯下，開始與巴沙爾政府接觸，甚至不

排除加入政府軍陣營，雖然當前HTS與SDF仍未出現

大規模衝突，但如果HTS真的有意進一步擴大勢力甚

至統一全敘利亞，SDF在軍事上必定會受壓，這也不

是美國願意看見的。

提到HTS和SDF的關係，就不得不提HTS的背後支

持者土耳其。土耳其一直視庫爾德人為心腹大患，扶

植 HTS 很大程度也是要與盤踞在土耳其邊境以南的

SDF抗衡，而不是真的要推翻巴沙爾。事實上，過去

幾個月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一直想與巴沙爾進行和

談，目標是送走境內的470萬敘利亞難民。分析普遍相

信，埃爾多安或者想透過HTS的攻勢來作為迫使巴沙

爾走上談判桌的籌碼，但他沒想過巴沙爾政府會如此

不堪一擊。對土耳其而言，一個從「基地」組織分支

演變過來的反對派武裝，未必一定比早已高度世俗化

的巴沙爾政府更好說話。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8日就敘利亞局
勢答記者問題。有記者問：據報道，敘利亞反政府
武裝已攻入敘首都大馬士革，宣布敘政府倒台。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發言人表示，中方密切關注敘利亞局勢發展，希

望敘利亞盡快恢復穩定。中國政府已積極協助有意
願的中國公民安全有序離敘，同在敘留守中國公民
保持聯繫並做好安全指導。我們敦促敘利亞有關方
面採取切實舉措，確保中國在敘機構和人員安全。
當前，中國駐敘利亞使館仍在堅守，我們將繼續為
有需要的中國公民全力提供協助。

中方望敘盡快恢復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敘利亞局勢驟變，許多當地民眾感到
措手不及。英媒《衛報》訪問多名敘利亞當地居民，
他們普遍表示衝突導致物價攀升、緊張局勢加劇，希
望盡量維持正常生活。在第二大城市阿勒頗，當地基
督教社區居民、29歲的阿爾哈拉比表示，「事情變化
得非常快，我們簡直不敢相信正在發生的事情。」

保證不會傷害居民
阿爾哈拉比稱，她最初非常擔心自己成為反對派武
裝的攻擊目標，不過一周時間過去，她發現有反對派
武裝成員向基督教社區居民保證不會傷害他們。阿爾
哈拉比也表示，現時敘利亞物價攀升，不過多數商舖
開始重新營業，她能回到當地咖啡店過上日常生活，
「他們（指反對派武裝）有派發免費麵包，我希望衝
突後局勢能恢復平靜。」
不過阿爾哈拉比也擔憂，總統巴沙爾政權一旦倒
台，她有許多仍在政府軍服役的朋友會被指揮官拋
棄，「我有很多朋友在軍隊服役，我不希望他們受到
傷害。」
在第三大城市霍姆斯，居民艾哈邁德指當地公共設
施缺乏維護，資源供應暫停，留下來的居民每天只能
獲供電數小時，超市內的許多商品價格攀升到令人難
以負擔，「每當我聽到爆炸聲，我和丈夫就會躲在家
中。我們祈禱、等待、保持希望。」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教授格爾格斯形
容，「對於敘利亞及該國的區域盟友而言，今
次衝突是一次軍事和政治地震，我認為我們
並沒有意識到敘利亞國家能力已大幅下降，
軍隊士氣低落，士兵挨餓。」格爾格斯也
稱，巴沙爾沒有向軍隊或民眾發表公開講
話，「他沒有意識到這一刻的嚴重性，他
面臨政權岌岌可危的時刻，卻沒有採取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上周六（12月7
日）表示，美國不應捲入敘利亞的衝突。特朗普在自家
社媒Truth Social 發文形容，「敘利亞的情況非常混
亂，但它不是我們的朋友，美國不應與它有任何關係。
這不是我們的戰爭。讓它自己發生吧，不要捲入這場戰
爭！」
特朗普形容，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盟友俄羅斯正忙於
俄烏衝突，「似乎無法阻止敘利亞的實際軍事行動。多年
來他們一直在保護敘利亞（巴沙爾政府）」。特朗普還稱，
若俄羅斯被迫撤離敘利亞，「實際上可能是對他們最有利
情況，因敘利亞從來沒有給俄帶來太多好處」。
現時約有900名美軍駐紮敘利亞，其中多數位於敘東
北部，宣稱旨在避免伊斯蘭國（ISIS）組織死灰復燃。
2018年，特朗普在其首個總統任期內曾宣布撤離駐敘美
軍，宣稱ISIS「幾乎已經潰敗」。但特朗普的顧問後來
警告如果美軍撤離，伊朗和俄羅斯將填補美軍在當地留
下的真空，行動因此延期。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發言人薩維特周日表示，
「拜登總統和他的團隊正密切關注敘利亞發生的『非同
尋常事件』，並與地區合作夥伴保持持續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圓圖）政權很
可能倒台。美聯社分析指出，巴沙爾上一次面臨
險境是約10年前，當時正值敘內戰最緊張時期，
巴沙爾領導敘政府軍，亦有俄羅斯及長期區域盟
友伊朗相助，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協助奪回主要
城市阿勒頗後，戰情轉向對巴沙爾有利。如今反
對派武裝進入首都大馬士革，巴沙爾的阿薩德家
族近50年統治宣告終結，他迅速逃離敘利亞，似
已變得孤立無援。

分析指出，俄羅斯現時忙於俄烏衝突，真主黨
則在與以色列持續一年多的衝突中受重創。伊朗
在中東地區扶持的多個武裝組織，都受到以色列
空襲造成損失。至於敘利亞內部，內戰持續多
年，國家深陷經濟危機，敘政府軍士氣疲憊不
堪，可以投入戰爭的資源極為有限。
敘內戰過去數年逐漸平息，巴沙爾政府並未真

正贏得內戰，敘利亞內部仍有許多地區並不在他
的掌控範圍內。只是隨着局勢緩和，阿拉伯國家

紛紛重新與敘利亞恢復關
係，允許其再次加入阿拉伯
聯盟，意大利亦重啟關閉10年
之的大使館，最緊張的時刻似乎已過去。
正是在此背景下，反對派武裝組織迅速發起新

一輪衝突，令戰火重燃，其行動規模之大、速度
之快，令國際社會感到驚訝，黎巴嫩和約旦等鄰
國更是憂心忡忡。美聯社指出，外界估計巴沙爾
政府難以維繫。

中東地緣政局陷未知
郭燁

匯眼天下

物價攀升居民難負擔
武裝分子派免費麵包

分析：俄伊朗元氣大傷 巴沙爾孤立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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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攻入敘利亞首都大馬
士革的反對派武裝，由沙姆

解放組織（HTS）領導，HTS是恐怖組織
「基地」在敘利亞的前分支，與伊斯蘭國
（ISIS）有密切聯繫。亦有美媒分析認為，
美方私下已不再認為HTS屬於極端組織，
可以接受該組織上台。
HTS在突襲前，控制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

卜省等地。自稱ISIS首領之一的巴格達迪，
於2011年創建HTS前身努斯拉陣線，旨在
反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統治。該組織2016
年與「基地」決裂，2017年更名HTS。
《紐約時報》引述美政府官員私下分析，

美方認為HTS在伊德利卜省等地治理期
間，展現出所謂「務實態度」，與美軍合
作的敘利亞反對派團體敘利亞緊急特遣
隊，也聲稱HTS佔領敘第二大城市阿勒頗
之後為當地恢復供電，認為「不應再將它

形容為激進聖戰組織」。
HTS現任領導人為42歲的朱拉尼，他出

生於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大馬士革
長大。美國發生911恐襲後，朱拉尼首次
被聖戰思想吸引。以美國為首的聯
軍 2003 年入侵伊拉克後，朱拉
尼離開敘利亞前往伊拉克參
戰，還加入位於伊拉克的「基
地」組織。朱拉尼2016年與
「基地」斷絕關係以來，
一直設法將自己打造成
形象較溫和的領袖，
但至今未能消除分析家
與西方政府的質疑。伊
斯蘭政治專家佩瑞特
形容朱拉尼是「務
實 的 激 進 分
子」。

HTS「基地」前分支 美未視作極端組織
話你知

●多地敘裔人士慶祝巴沙爾倒
台，居於巴黎的少女喜極而

泣。 法新社

●●反對派武裝控制部分反對派武裝控制部分
政府軍人員政府軍人員。。 美聯社美聯社

●●反對派武裝在大馬反對派武裝在大馬
士革街道上向天開槍士革街道上向天開槍
慶祝慶祝。。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