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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读地带

2 0 2 3年2月6日，土耳其境

内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连续发生

的、被土耳其人称为“百年不遇

大灾难”的地震，影响波及土耳

其东南部11个省份，造成土耳

其、叙利亚两国逾五万人遇难。

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

援手，然而地缘政治的复杂局面

成为灾区（尤其是叙利亚一侧）

救援工作开展困难的重要原因之

一。历史上，该地区也频发战乱，

其根本原因则需从历史和文化维

度谈起。

划界的地理因素

当代土叙边境线从地中海海

岸一直向东延伸到土耳其、叙利亚

与伊拉克的三国交界点，这条线经

过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向东延伸穿

过幼发拉底河，长达900余公里。

土耳其的领土主要位于安纳

托利亚高原，即小亚细亚半岛。

从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向

东，若要通过陆地到达两河流域

（即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地

区（地中海东岸）和阿拉伯半

岛，就要走安纳托利亚高原。美

索不达米亚加上黎凡特地区组成了

通常所说的“肥沃新月”地带，这

里包括了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

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

旦与土耳其东南部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叙利亚这一名

称所指代范畴比今天的叙利亚领

土更广，也被称作“大叙利亚地

区”，它包括位于托罗斯山脉以

南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美

索不达米亚西部、当代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黎巴嫩、巴勒斯坦、

以色列和约旦，构成了人们通常

所说的“肥沃新月”地带的西半

部。该地区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之

间的分界线就是托罗斯山脉。

托罗斯山脉位于安纳托利

亚高原东南地区，大致为东西走

向，全长约120 0公里，它的形

成是7000万年前非洲板块、印度

洋板块向北移动与亚欧板块碰撞

的结果。该山脉与地中海沿岸间

的区域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在

罗马帝国时期便贸易繁盛。但同

时，该地区地球板块活动也十分

活跃。公元526年，东罗马帝国时

期的重要贸易中心安条克（大致

位于今天土南部的哈塔伊省）发

生地震，导致超过25万人丧生，

这使当地的繁荣被彻底摧毁。

复杂的历史演变

公元前64年，罗马将军庞

培征服了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

流传下来的塞琉古王国，其统治

的核心地区就是大叙利亚地区。

其后该国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

都城便是安条克。直到公元7世

纪，叙利亚地区都处于东罗马帝

国的统治之下，是基督教世界的

一部分。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

阿拉伯穆斯林经过对大叙利亚地

区历时七年的征服运动，最终使

该地区进入了伊斯兰化和阿拉伯

化时期。公元661～750年期间，

大马士革是第一个阿拉伯帝国倭

马亚王朝的都城。在其北面，拜

占庭帝国抵御阿拉伯骑兵的重要

防线就是托罗斯山脉，拜占庭人

在托罗斯山脉两侧修建了大量军

事堡垒。由此，该山脉长期成为

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自然

分界带。

107 1年，源自中亚地区的

塞尔柱人打破了拜占庭帝国的东

部防线。随后，欧洲人发起多次

“十字军运动”，他们曾以安条

克为都城建立安条克公国，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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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1日，来自叙

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的火

箭弹落入土耳其东南部基

利斯省，图为其中一枚火

箭弹遗留下的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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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面临来自拜占庭帝国和不同

穆斯林政权的威胁。1258年，

蒙古人攻陷巴格达，灭亡了第二

个阿拉伯帝国即阿拔斯王朝，安

条克公国也曾参与协助蒙古人。

最终，以埃及为中心的马穆鲁克

王朝将蒙古人驱逐出大叙利亚地

区，并灭亡了安条克公国，马穆

鲁克王朝的统治范畴也从埃及延

伸到托罗斯山脉。

13世纪末，奥斯曼人在小

亚细亚半岛西部崛起。1516年，

奥斯曼人在奥斯曼帝国第九任苏

丹“冷酷者”塞利姆一世的领导

下，在大叙利亚地区北部的达比

克草原击败马穆鲁克王朝军队，

夺取大叙利亚地区，并迅速征服

几乎整个阿拉伯地区。此后直到

20世纪初，大叙利亚地区一直都

是奥斯曼帝国领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

国支持下的阿拉伯大起义获得成

功，从大叙利亚地区和美索不

达米亚驱逐了奥斯曼人。战后的

1920年，叙利亚正式成为法国的

委任统治地，其范畴包括亚历山

大勒塔，即今天土耳其的哈塔伊

地区。在一战中战败的奥斯曼政

府于1920年与协约国签订《色佛

尔条约》，该条约第27条所规定

的土叙边界要比今天的位置更靠

北。但此时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

革命已经势不可挡，成立了大国

民议会，并击败了英国支持的希

腊侵略军。战场上的胜利对土叙

边界划分产生了重要影响。1921

年10月，法国政府与土耳其大国

民议会签订了《安卡拉协定》，

其中规定了更有利于土耳其的新

边界线，不过，亚历山大勒塔

当时仍属于叙利亚一侧。1923

年，协约和参战各国与新生的土

耳其共和国在瑞士签署《洛桑条

约》，确认了《安卡拉协定》中

对土叙边界的规定。

1930年5月，土叙划界协定及

亚历山大勒塔的东部边界得到国

际联盟的确认。上世纪30年代后

期，土耳其和法国又围绕亚历山

大勒塔展开博弈，最终法国迫于

德国纳粹在欧洲发展的形势对土

让步，使土有能力操控亚历山大

勒塔局面，并于1939年将其并入

本国领土。至此，土叙边界的现

状最终形成。

库尔德问题成为焦点

近年来，在土叙边境问题争

端中，库尔德问题是重要焦点。

库尔德人世代居住在安纳托利亚

高原东部地区，总人口达3000

多万，其中超过一半人居住在土

耳其。

192 0年《色佛尔条约》的

签署曾让一些库尔德人对获得

民族独立寄以厚望，但土耳其人

随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的胜

利，改变了这一问题的历史走

向。长期以来，土一直受到来自

其境内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的挑

战。特别是1978年成立的库尔德

工人党（库工党）的跨境存在及

其领导的武装斗争，逐渐成为土

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的最大威胁，

库尔德问题也成为土叙关系中的

核心问题。2003年，库工党在

叙北部建立分支机构民主联盟党

（PYD）。在土看来，叙利亚

的库尔德武装与被土认定为恐怖

组织的库工党是一体的，土官方

一贯主张“没有叙利亚库尔德问

题，只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问

题”。2010年后，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的一度崛起，使叙利亚

库尔德人势力在抵抗该组织的过

程中日益发展壮大，库工党由此

有了新的活动空间。这也是近年

来土多次对叙北部库尔德地区发

起军事行动的原因。

两千余年来，土叙边境地

区已经历了包括罗马帝国、阿拉

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民族国家

时代在内的几大时代。在文化层

面，这里有希腊-罗马文化、基督

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在民族

构成层面，这里是土耳其、阿拉

伯人和库尔德人混居地带；在地

质层面，这里是地壳运动极为活

跃的地带。可以说，该地区地理

位置优越而特殊，既是重要的陆

上通道，也是多文化、多族群混

杂之地，时有边境争端发生。这

些都是我们看待土叙边境地区相

关问题时不能忽视的因素。

（作者为北京大学土耳其研

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

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

研究专项“亚洲文明研究专题”

一般委托项目〈批准号：2 1@

WTA00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