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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里·哈迪清真寺的象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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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遭毁如同麦加禁寺罹难，开启了中东的潘多拉盒子，灾难与罪恶、丑闻与血腥、

悲愤与绝望弥漫于巴格达的上空，伊拉克重建充满了更多的变数。阿里·哈迪清真寺遭毁所引发的一系列排他性

暴力袭击，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且销蚀了伊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也将伊拉克问题升级为美国

和伊朗之间政治交易的重要筹码，还使伊拉克成为美国反恐的主战场而将伊民众重建家国之梦碾为齑粉，更置美

国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并使伊拉克重建前景令人堪忧。可见，阿里·哈迪清真寺的象征功能发挥了相当的现

实效用。  

关 键 词    阿里·哈迪清真寺；宗教象征功能；现实效用 

作者简介    马丽蓉，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Abstrac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li al-Hadi Mosque has a profound impact, which has opened the container of 
Pandora, causing disaster and evil, scandal and blood, rage and despair, clouding above Iraq. The reconstruction of Iraq is 
full of many uncertainties. The destroying of the Mosque has given rise to a series of riots,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Shia 
and Sunni also have weakened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Iraqi people. Iraqi probl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U.S.-Iranian political dealing. The nation building will doom to be a failure in Iraq, the American anti-terror battle. Hence, 
the U.S. is in an embarrassing dilemma and the prospect of Iraqi reconstruction is still full of troubles. Hence, the 
symbolic functions of the Ali al-Hadi Mosque have taken great practical effects.      
Key Words    Ali al-Hadi Mosque; the Symbolic Functions of Religion; Practical Functions 
 
阿里·哈迪清真寺是什叶派穆斯林对第十二

伊玛目和救世主信仰的最集中体现，在伊拉克战

争爆发三周年之际该寺金顶遭毁且引发暴力冲突

不断，已牵涉到伊拉克教派冲突、伊拉克战后重

建、全球反恐以及美国中东战略的得失等一系列

棘手的现实问题，阿里·哈迪清真寺已凸显出它

在宗教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象征功能。 

（一） 

2006年2月22日，伊拉克什叶派圣地阿里·哈

迪清真寺遭武装分子爆炸袭击，举世闻名的金色

穹顶招致“灭顶之灾”。金顶血案发生后，伊境

内近168座逊尼派清真寺在不到24小时内连遭攻

击，上百名无辜者相继丧生。伊拉克总理贾法里

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哀悼 3 天，希望人们“更

加小心”地维护国家、民族和宗教团结；伊拉克

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

件，告诫伊拉克人应以和平方式进行抗议活动，

什叶派民众不得袭击逊尼派清真寺；联合国秘书

长安南发表声明，谴责在伊拉克发生的什叶派宗

教圣地遭炸弹袭击事件，认为这是蓄意挑动派别

纷争、破坏伊拉克和平与稳定的恐怖行为。尽管

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统塔拉巴尼和总理贾法里一再

呼吁要共同抵制破坏伊拉克民族团结的阴谋，但

伊境内还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和暴力袭击

事件，枪声、炮声、爆炸声混杂着葬礼的祈祷声

充斥其间。分析人士认为，爆炸是在以下背景下

发生的：伊大选三个多月来，组阁事宜一再难产，

美、英不断向什叶派施压，虐囚丑闻的频频传出

以及本·拉登录音讲话的突然播出⋯⋯塔拉巴尼

总统谴责袭击事件是异教徒所为，目的是激起伊

教派的纷争，手足相煎；萨德尔在大马士革发表

声明，指责是异教徒武装分子发动的袭击，但负

责萨迈拉城安全的美军、伊拉克政府军也要承担

重要责任，并称前复兴党也难脱干系，外国军队

应尽早撤离，由伊拉克人自己管理本国的事务。

无论如何，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死敌、逊尼派、

美英联军、基地组织甚至伊朗等都被怀疑为嫌犯！

“虽然究竟是谁发动了这次袭击尚无定论，但武

装分子选择袭击这个目标显然是经过周密策划

的。一方面，在萨达姆时代占据绝对政治优势的

逊尼派现在处于下风，当前政治进程为什叶派主

导，这使教派矛盾不时激化。而伊拉克大选后组

建民族团结政府的谈判进展缓慢。某些对这一进

程中的政治利益分配感到不满的派别利用袭击影

响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反美武装希望借此挑起

伊拉克内战，迫使美国卷入其中，进而激化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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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乃至穆斯林世界的反美情绪。美国竭力想避免

事态恶化，甚至为了说服因此次冲突退出组阁谈

判的逊尼派政党联盟回心转意，美国答应帮助修

复在冲突中受损的逊尼派清真寺。因为，伊拉克

一旦真正爆发内战，美国的伊拉克重建将被教派

冲突化为齑粉，美国在中东的‘民主样板’将被

抛入内战的汪洋大海中。”
①
 

在伊拉克，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渴望

在后萨达姆时代赢得政治地位，而拥有上千年统

治地位的逊尼派穆斯林则不甘于大权旁落，两者

的宗教歧见既被现实矛盾激化，又被宗教极端分

子利用，伊境内的教派冲突就是美国发动的伊拉

克战争及其重建的必然产物：2006 年初，驻伊美

军首席发言人说，扎卡维改变了恐怖袭击战术，

把攻击重点从驻伊美军转移到伊拉克军队和平民

身上，约旦恐怖袭击事件正符合扎卡维的战略思

想：以伊拉克为主战场，向周边各国辐射恐怖，

将战火蔓延到西方。为此，扎卡维不放弃挑起伊

拉克境内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他把什叶

派形容成“潜伏的毒蛇”，声称“他们可能对伊

斯兰世界造成的危害比美国人还大”。在 2006 年

7 月 1 日公布的本·拉登讲话中，他不仅认可了

扎卡维的继任者穆哈吉尔，还谈到了伊拉克什叶

派和逊尼派间的争端，认为逊尼派在遭受种族灭

绝之灾，呼吁继续在伊拉克进行与异教徒和什叶

派的斗争。7 月 2 日伊拉克最大的逊尼派阿拉伯

人政党联盟因逊尼派女议员马什哈达尼遭绑架而

抵制议会。伊拉克新总理马利基近日公布了全国

和解计划，表示愿意和逊尼派抵抗力量举行和谈，

但伊拉克依然暴力不断。英国前驻伊拉克特别代

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判定，伊拉克不断发生的

暴力事件正逐渐把伊民众拉入宗派争斗之中，

“人们几乎可称这种状态为初级内战”，“这个

国家的团结以及政治进程将不复存在”。
②
埃及总

统穆巴拉克 2006年 4月 8日接受阿拉伯卫星电视

台访谈时认为，伊拉克不是有没有内战以及是否

——————— 
①“ 伊发生大规模宗派报复行动，阿里· 哈迪清真寺被炸可
能导致全面内战”，http://www.gsjb.com/Get/shiz/ 
20060224882.htm。 
②“ 伊拉克陷入‘ 初级内战’ ”，http://fzwb.fjsen.com/fzwb 
/20060228/GB/fzwb%5E8977%5E19%5EWba19002.htm。 

濒临内战边缘的问题，而是伊拉克的内战实际上

已经开始，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以及来自

境外的武装人员已经混战了一年多。伊拉克大部

分民众是什叶派穆斯林，而他们大都忠于伊朗，

而不是忠于自己的国家。穆巴拉克的讲话引起了

伊拉克政府的强烈不满，但却发人深省。 

（二）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内部在先知穆罕默德去

世后围绕继承人问题出现分歧而衍生出逊尼和

什叶两派，什叶派约占整个穆斯林人口的 15%，

逊尼派穆斯林约占 85%。“什叶派的基本思想，

首先是哈里发问题，或称为‘伊玛目’问题，即

主张穆罕默德死后阿里应为‘伊玛目’（领袖），

主张阿里以后的领袖正统是安拉所规定的。其次

主张‘承认伊玛目’‘服从伊玛目’是信仰的一

部分。什叶派所谓的‘伊玛目’和逊尼派（正宗

派）所谓的‘伊玛目’，大不相同。逊尼派以为

‘哈里发’或‘伊玛目’是穆罕默德维护宗教的

代理人，督率人们遵循安拉的命令；他虽然是司

法、行政、军事的首领，然而他没有立法权，他

只能解释经训，或在没有经训明文的时候，进行

创制。而什叶派则认为‘伊玛目’是人间最伟大

的导师，第一个‘伊玛目’承继了穆罕默德的一

切学问；他不是凡人，而是超人；他是受安拉保

护的，不会犯任何错误。”③与逊尼派相比，什

叶派还遵循以下的独特教义：“（1）继承权上

的正统主义和马赫迪（救世主）观念。认为阿里

及其后代为合法的哈里发；阿里及其后代为政教

合一的首领伊玛目，他们从不犯错误；末代伊玛

目已经隐遁，并将以马赫迪（救世主）身份再现，

在末日来临前消灭世界上的一切非正义现象；

（2）对统治者态度含糊。逊尼派一般强调秩序，

尊重统治者（即使是独裁者也是如此）。而什叶

派则认为，在伊玛目隐遁的情况下，没有哪位人

间的君主是完全合法的，因而在理论上具备挑战

当权者的可能；（3）独立的经典。什叶派有本

派的圣训（四圣书），并认为《古兰经》有隐意

（删去了关于阿里继位的内容）；（4）完善而

——————— 
③ · ·【埃及】艾哈迈德 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黎

明时期》（纳忠译），商务印书馆 2001年 9月版，第 287～
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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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的教阶制。什叶派有相对严密的教阶制，包

括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霍加特伊斯兰（伊斯

兰权威）、穆巴拉赫（信使）、穆智台希德、塔

利布（在校宗教学生）六级，其中大阿亚图拉宗

教威望最高。由此形成相对严密的组织体系。而

逊尼派以清真寺为单位，各寺之间没有隶属关

系，信众组织性较差；（5）崇拜圣徒和圣陵。

什叶派把阿里、侯赛因及其他伊玛目视为圣徒，

他们的陵墓即为圣陵，什叶派信徒要经常朝拜这

些圣陵；（6）独特的宗教节日。如阿舒拉节；

（7）为应付逊尼派压制，允许隐瞒什叶派身份

（称‘他欺也’）。”①且坚信“未来的伊玛目”

正隐遁世间，这位“救世主”会在适当的时机听

从安拉的召唤而“转世”来除暴安良，使什叶派

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势力，并还世界以公道。 

伊拉克的阿里·哈迪清真寺之所以成为什叶

派最重要的圣地，就是因为寺内不仅有 868年去
世的什叶派第 10 代伊玛目阿里·哈迪和于 873
年亡故的第 11代伊玛目哈桑·阿斯凯里的陵墓，

而且哈桑·阿斯凯里生前没有留下子嗣，“瓦基

菲亚派（al-Wāqifiyyah）认为哈桑·阿斯凯里

隐遁了，将会作为马赫迪返回人间；加法里亚派

（al-Ja‘fariyyah）认为哈桑·阿斯凯里的弟弟

加法尔应当继任伊玛目；穆罕默迪亚派

（al-Muhammadiyyah）认为哈桑·阿斯凯里的兄

弟穆罕默德才是真正的伊玛目；卡特伊亚派

（al-Qat‘iyyah）认为哈桑·阿斯凯里有一个儿

子叫穆罕默德，出生于 869或 870年。在他出生
之后，出于谨防（taqiyyah）原则，哈桑·阿斯

凯里将他隐藏起来。最后一派的意见最终占了上

风，成为十二伊玛目派的正统信仰。”② “第十
二伊玛目开始隐遁，但他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根据伊玛目派教义，世界离开了伊玛目一天

也无法存在。根据传说，穆罕默德是在他父亲房

屋的冰窖里消失的。但早期的什叶派文献里并没

有这个说法。直到 13世纪初（1209年），萨马拉

——————— 
①“ 揭开中东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神秘面纱” ，http://www. 
makuielys.info/modules/newbb/viewtopic.php?viewmode =flat 
&order=ASC&topic_id=1080&forum=1&move=next&topic_t
ime=1128824032。 
②Moojan Momen, An Introduction to Shi‘i Islam：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Twelver Shi‘ism,pp.59~60. 

阿斯凯里因清真寺下面的山洞才成为朝觐的圣

地。朝觐者从‘隐遁之门’进入‘隐遁之屋’，

在屋角有‘隐遁之井’，据说伊玛目就是从那里

消失的。”③几乎所有的什叶派都坚信这位遁世的

阿斯凯里之子穆罕默德将成为马赫迪。对第十二

伊玛目和救世主的信仰正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信

仰核心所在。 
因此，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的一座圣寺，阿

里·哈迪清真寺的遭袭，就是什叶派圣地的被毁、

第 10、11 代伊玛目陵墓的遭辱、第 12 代伊玛目

隐遁处的蒙羞，也是伊拉克绝大多数民众精神寄

托处的遇袭，而且是对伊朗等什叶派穆斯林国家

信仰核心象征处甚至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心之

向往的朝拜圣地的侵犯。难怪在金顶被毁后，巴

格达一位政治学教授就表示：“在什叶派心中，

这次爆炸带给他们的侮辱不亚于袭击麦加。”西

方媒体也将此次袭击比作是“将火箭射向梵蒂冈

的圣彼得教堂，或者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走廊里

设置定时炸弹”。 

（三） 

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遭毁如同麦加禁寺罹难，

其象征功能的实际效用陡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第一，阿里·哈迪清真寺的存在，密切了伊

拉克和伊朗等国什叶派之间的关系，伊拉克什叶

派的政治崛起又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伊拉克是什叶派重要发祥地（在什叶派认可

的 11名伊玛目中，有 6位葬在伊拉克，1位葬在
伊朗），尤其拥有像阿里·哈迪清真寺这样的第

12伊玛目的隐遁之处而使其成为世界什叶派穆斯

林的精神重镇。“从上世纪 20年代初开始，英国
人给了伊拉克逊尼派地位，而在萨达姆倒台后，

美国人给了伊拉克什叶派地位。”④尤其是伊拉克

战争后，长期受压的什叶派跃为伊拉克政坛主导

力量，并对周边国家的什叶派产生辐射性影响：

从什叶派总体分布情况看，海湾地区什叶派人口

最为集中，其中伊朗、伊拉克为什叶派大国。伊

朗较大的什叶派政党主要有：伊斯兰参与阵线党、

——————— 
③Heinz Halm, Shiism, p.35. 
④ ·穆斯塔法 法基：《伊朗和海湾的战略平衡》，载沙特阿拉

伯《生活报》2005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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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目路线追随者协会、德黑兰战斗的毛拉协会、

建设公仆党、保卫伊斯兰革命价值协会等。现任

最高宗教领袖为哈梅内伊；伊拉克什叶派人口虽

占多数，但政治上却长期受压。萨达姆倒台后才

在政坛迅速崛起，影响伊政坛的最大什叶派力量

是由 23个政党组成的伊拉克团结联盟（UIA），
主要有两大政党：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

总部设在伊朗，并长期得到伊朗资助，同叙利亚

等阿拉伯国家关系密切；伊斯兰号召党（又称达

瓦党），同叙利亚、黎巴嫩和利比亚关系密切。

两党均主张建立伊朗式政权。在伊现行体制外，

还有两大力量令人关注：一是大阿亚图拉西斯塔

尼，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属温和派，支

持伊拉克重建，是伊境内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二是萨德尔势力，属激进派，拥有一支 3000多人
的迈赫迪军，反对美军占领和伊拉克政治重建。

事实上，“除伊朗外，目前所有海湾国家均由逊

尼派掌政，当地什叶派政治变革愿望十分强烈。

美‘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的推广，可能使其成为

中东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加之伊拉克什叶派崛

起的示范效应，使中东什叶派出现了明显的政治

躁动迹象。”如巴林什叶派人数虽超过了 70℅，
但长期处于逊尼派哈利法家族统治下，伊拉克什

叶派掌权后，他们希望借机获得更多权益，甚至

有可能通过民主参政方式获得支配性影响；也门

什叶派也因伊拉克什叶派的当政而倍受鼓舞，成

为重要的反政府势力。可见，“伊拉克什叶派崛

起后，一则与伊朗关系进一步走近，二则刺激周

围国家什叶派权利意识，由此使逊尼派政权生存

危机感增加。”①伊拉克什叶派不仅成为美国“大
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的直接受益者，还因其拥

有阿里·哈迪清真寺所赋予的独特文化优势而

成为影响中东政治剧变的重要力量。 

第二，阿里·哈迪的遭毁，是逊尼派和什叶

派之间现实矛盾激化的产物，教派暴力又在一定

程度上销蚀了伊拉克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 

    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的重建主要包括政治、

经济、社会和安全四个方面，即“政治上重新建

——————— 
①以上均引自田文林、李荣：《揭开中东伊斯兰教什叶派神

秘面纱》，http：// www.china.org.cn/chinese/ 
HIAW/890655.htm. 

立起一个合法的有能力的国家；经济重建包括重

新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的基础设施和创立无形的使

市场经济能够运转的规则和制度；社会重建包括

恢复（在某些国家是创建）有利于公民自愿参与

和限制政府权利的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提供广

泛的安全，建立安全和有序的环境。这四个要素

密切互动⋯⋯没有安全，其他一切事情都将被迫

终止。”
②
安全是伊拉克重建的前提与基础，阿

里·哈迪清真寺遭毁所引发的屡禁不止的暴力袭

击已严重干扰了伊拉克重建就是明证。为此，美

国总统布什在血案发生后就表示，美国不仅要帮

助伊拉克政府调查这一事件并将肇事者绳之以

法，还将与伊拉克人民一道重建阿里·哈迪清真

寺，使之再现往日辉煌。但伊拉克民众对美国、

以色列素怀戒备，即使对美国的退役少将詹姆

斯·加纳被白宫内定为萨达姆政权后统帅伊拉克

的最高司令官也不能容忍：“这个人事问题的致命

之处就在于，面对一个亲以色列的美国军人统治

自己的国家，不可能有一个伊拉克人心悦诚服的

接受，这是可想而知的。”③事实上，美国既对伊

拉克悍然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又在伊拉克战争

后强力推行美国治下的重建进度表。但事实上，

“伊拉克需要一个伊拉克人的临时政府，任何一

个非伊拉克人管理的政府将是对伊拉克人民权利

的践踏，伊拉克将会回到过去的殖民时代。”④因

为，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重建，不仅激化了逊尼

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固有矛盾，还导致两派间的宗

教认同分歧扩延为反美或亲美间的政治较量，美

国因素的渗入使伊拉克教派矛盾日趋尖锐和激

烈，这也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所利用。据美联社 2005
年 5月 19日报道，在扎卡维的最新录音中，他指
责伊拉克什叶派是美国的“同伙”，并称伊新政府
是伊拉克的“叛徒”，在“叛徒”的统治下，什叶派
与侵略者合作，亵渎圣地，使伊拉克腐败堕落，

伊拉克什叶派过去和现在给逊尼派带来的苦难远

——————— 
②Larry Diamond, “What Went Wrong in Iraq”, Foreign Affair, 
September/October2004, p. 37.  
③ “【日】田中宇：《 9· 11” 迷雾》（佟大成译），世界知识
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3 页。  
④“ 美 ”国在伊拉克根植的民主和自由是一剂毒药 ，http:// 
arti.online.sh.cn/showarticle.php?rootid=2&articleid=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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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过美国所做的。①如果说，库尔德人的参政将

伊拉克教派之间的分歧复杂化的话，那么，美国

在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利益争夺中犹疑不定的

立场更激化了彼此之间的新旧矛盾，阿里·哈迪

清真寺的遭毁就是多重矛盾激化后宣泄不满的极

端表达。亦即，“在伊拉克发生的袭击显然与逊

尼派、什叶派两大穆斯林派别的矛盾有关。长期

以来是逊尼派在伊拉克掌权，但是萨达姆被推翻

后，美英组织的临时管理会中，按照人口比例摊

派，什叶派占据了多数。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态

度也很矛盾。如果支持什叶派，那么就有可能导

致将来的伊拉克和同为什叶派政府的伊朗走得很

近，这不符合美国利益。但是支持逊尼派，既和

美国的民主观念抵触，也不符合实际形势。求助

于联合国却又得不到明确结果。”且“拉丹为首的

‘基地’组织成员大多属于逊尼派，在意识形态

上也早把什叶派视为敌人。今年 1月底，‘基地’
组织在伊拉克领导人扎卡维就曾在书信中要求在

伊拉克发动一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战

争’，以图把水搅混。宗教狂热分子为了达到政治

目的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会袭击一切可能的目标，

包括美英士兵、伊拉克军警、联合国人员乃至平

民。万一，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被激化，

会给整个伊斯兰世界带来重大威胁。”②因为，“在

美国力图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外部压力下，阿拉

伯国家内部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两种分歧：一种

是积极应对，通过自身改革来赶上世界发展的

潮流。另一种是以暴力手段、输出伊斯兰革命

来实现政治对抗。目前，还是前一种思想占据

了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但是，后者的影响不可

小看，一旦被别有用心者激化了逊尼派和什叶

派的矛盾，那么会对伊斯兰世界追求‘和平与

发展’的潮流造成严重干扰。”③而阿里·哈迪

清真寺的遭毁则使伊拉克绝大多数民众的精神信

仰发生危机，进而陷入数重认同怪圈，尤其是排

他认同所引发的教派暴力又在一定程度上销蚀了

——————— 
①“ 扎卡维录音指责伊什叶派是美国同伙”，http://www. 
zhoushan.cn/xwzx./gjxw/t20050519_175227.htm。 
②朱威烈：“ 恐怖分子把什叶派当赌注”，http://old.jfdaily. 
com/gb/node2/node17/node38/node28700/node28706/userobje
ct1ai429662.html。 
③同上。 

伊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结果，伊拉克各武装力

量、政治与宗教派别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便

不断削弱甚至解构着伊拉克民众所急需的生产与

自救、和平与发展，无辜民众成了暴力袭击的牺

牲品，最迫近的国家认同正被淹没在震天动地的

爆炸声中。 

第三，阿里·哈迪的遭毁，将伊拉克问题升

级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政治交易的重要筹码，也使

两伊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克星： 

据美联社 2006 年 2 月 23 日报道，伊朗总统

内贾德强烈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破坏了阿里·哈迪

清真寺的金顶，理由是“他们反对真主和正义。”

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5 月 27 日报道，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 28 日为全国哀悼日，指

责驻伊美军蓄意攻击什叶派圣地的行为，认为

“美军在伊拉克人的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

们在伊拉克不会感到安全。”因伊拉克境内的什

叶派和伊朗境内的什叶派分属“阿拉伯人”和“波斯
人”，美国便认为伊拉克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能将
伊朗(波斯人)奉行的“宗教领袖制”拒之门外。但萨
达姆政权倒台后，美国不得不担心什叶派的政治

崛起可能会在伊拉克成立一个类似伊朗那样的

“反美伊斯兰极端主义国家”。一旦这样的“新伊拉
克”最终成形并同伊朗结盟，“倒萨”成功的喜悦和
意义将被彻底摧毁。“华盛顿方面承认，自己在

制定伊拉克战争方案时，没发现当地什叶派穆斯

林的巨大政治能量。结果，一部分美官员被出身

什叶派的伊国民大会领导人沙拉比‘建立民主政

府’的乐观情绪所蒙蔽，另外一部分人则只想如

何推翻萨达姆政权，对当地的宗教和政治势力‘明

显关注不够’。这两大原因导致战后美军在面临

什叶派的‘掌权呼声’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更深层次的不利因素是，美国同伊朗(伊境内主要
什叶派反萨达姆运动的靠山)没有外交关系，更加
大组建巴格达新政府的难度。”④因此，2006 年 3

月 16 日，美国不得不主动打破与伊朗的外交僵

局，破例提出与之“不谈核问题，只谈伊拉克问

题。”真可谓“口说伊拉克，心想核僵局。”因

为，伊拉克重建与伊核问题的解决彼此牵制：“从

——————— 
④“ 什叶派声称要掌权 伊拉克会否成为伊朗第二”，http:// 
61.132.118.92/news/news_view.php?News_ID=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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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看，伊朗与伊拉克大批领土相接，在没有

稳定伊拉克局势的情况之下，美国如果胆敢再捅

伊朗这个马蜂窝，那么两伊战场很可能就会连接

成一片，伊朗人口是伊拉克人口的 2.5 倍多,面积

相当于伊拉克的 4 倍，随便如何地计算，武装抵

抗美国侵略的战场将扩大 3 倍以上，而同时伊拉

克的内战战场无疑也将更趋激烈，而伊朗的大批

军火肯定要流失给各方的武装派别，从而导致中

东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现今伊拉克执政的什叶

派与伊朗的什叶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埃

及总统穆巴拉克所说，‘他们大都忠于伊朗，而

不是忠于自己的国家。’如果美国进攻伊朗，无

疑是促使辛苦培植起来的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一夜

倒戈，美国对付伊拉克的逊尼派以及各个武装组

织至今已经伤亡近 2 万，如果再加上伊拉克最大

的什叶派倒戈，那美军可真是落到了四面楚歌的

境地，伤亡数字按理也要翻上 2 倍，如果两伊战

场连成一片，那就得在 2 倍的基础上再往上加几

倍，而中东局势也必将被引爆，各个派别的武装

分子穿梭于中东各国的场面指日可待。由此可见，

除了天时与地理，人和也不在美国的那一边。天

时不济，伊拉克现今内战爆发，且有越演越烈的

趋势。地理不济，伊朗与伊拉克领土相接，铁定

要成为一个战场。人和不济，辛苦培养起来的伊

拉克什叶派与伊朗为同宗同脉，大有可能调转枪

口。就此三项，美国绝无可能向伊朗开战，战必

不可收场，甚至于惨败。换句话说，就是自今年

以后，伊朗无论怎样在核问题上做动作，只要不

惹恼中俄，美国也就只图图口舌之快，并不会有

任何的实际行动，此现状将一直保持到伊拉克战

争的平息。”
①
阿里·哈迪清真寺遭毁后伊朗各界

甚至境外留学生的强烈反应又从侧面印证了如下

事实：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替伊朗铲除

了心腹大患萨达姆，还将伊拉克什叶派推向了政

治重建的前台；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重建，不仅

赋予伊拉克什叶派更多的政治经济权益，还给伊

朗插手伊拉克政治重建制造了更多机会；阿里·哈

迪清真寺的遭毁，既使伊朗将伊拉克问题作为化

解伊朗核危机的政治筹码，还使美国在伊核问题

——————— 
①佰骥：“ 美国兵锋难平伊核‘ 风波’ ” ，http://blog.tiexue. 
net/baiji/ archive/2006/04/26/7165.html。 

上的“步步紧逼”抑或“被迫让步”多少难脱 “亡

羊补牢”之意。可见，美国“遏制两伊”的中东

战略严重受挫，甚至殃及“大中东民主改造”战

略。 

第四，阿里·哈迪的遭毁，使伊拉克成为美

国反恐的主战场，严重影响了伊拉克民众重建家

国的历史进程： 

在阿里·哈迪清真寺遭毁之前，伊拉克主要

是反侵略的自卫战场。但自金顶血案以来，扎卡

维及其继任者都将伊拉克当作基地组织与美国为

首的异教徒展开血拼的重要阵地。因为，布什政

府已将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美国所面临

的最大安全威胁”、与恐怖主义甚至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有关联的“暴政国家”，美国便采取“先发制

人”战略来铲除伊拉克的恐怖分子，结果却越反

越恐。尤其是阿里·哈迪清真寺事件更将美国彻

底拖入“恐怖主义泥潭”：“对扎卡维而言，挑起

教派冲突有 3大‘理由’。首先，让伊拉克陷入内
战可以阻止逊尼派加入政治进程。其次，内战可

以让在扎卡维眼中属于‘异教徒’的什叶派领导

人下台，让伊拉克处于无政府状态，从而使美国

的计划彻底破产。第三，扎卡维想借此鼓动伊拉

克周边国家的逊尼派，让他们前往伊拉克对付受

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使伊拉克内战迅速蔓延到整

个中东地区。”②于是，伊拉克境内逊尼派和什叶

派的清真寺竟成了暴力袭击的首选目标，巴格

达成了世界恐怖分子的活跃地，伊拉克变为美

国反恐的主战场。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沙

特为防止伊拉克内战的战火“不小心”蔓延到本
国，已计划沿着与伊拉克接壤的 900 公里边界线
修建隔离墙；土耳其也担心伊拉克内战可能使本

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借机闹独立⋯⋯伊拉克的内战

危机有向周边国家辐射的趋势。“现在的中东，已

经被伊拉克的内战搞成了一个火药桶，一旦炸开，

中东将完全失控，谁能想象整个中东成为国际恐

怖分子练兵场的局面？”③“伊什叶派和库尔德

政党拥有自己的武装，在未来政治格局中拥更

大的发言权，拒绝解除民兵武装的命令。而美

——————— 
②“ 伊新政府仍需解决旧课题”，,http://www.hand-info.com/ 
wap/2163/index.asp?nid=000560739。 
③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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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则将反美激进人士视为伊政治重建的障碍。

同时，尽管逊尼派参与政治进程，而相当部分逊

尼派人士并不完全认同现行的政治现状，他们将

逊尼派抵抗武装视为与什叶派、库尔德人角力的

王牌。日后各派政治纷争仍会导致教派冲突，

使伊安全局势更趋动荡。”而且，“持续的暴力

冲突给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005年，伊共发
生 186 起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活动，导致
石油出口收入损失 62.5亿美元。目前，伊原油
日产量、日出口量约 200 万桶和 140 万桶，均
比 2003 年伊战前水平下降 80 万桶。因炼油能
力低，伊还需进口成品油。而且，由于安全形

势持续动荡，使不少原应用于经济重建的资金

转为他用，国际社会承诺的数百亿美元重建援

助资金真正到位的也寥寥无几。投资不足和频

繁的暴力活动，使伊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
①正因为如此，伊拉克社会治安也成为衡量美国发

动“反恐战争”的重要参数，这已成了不争的事

实。据报道，美国进步研究中心和《外交政策》

杂志于 2006年 5月进行了一次由 116名专家（民
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各占一半，其中包括前国务卿

1名、前中情局长 2名、安全事务全为 20多名）
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86℅的专家认为美国正
在输掉反恐战争，80℅的人认为美国将在未来 10
年内再次遭遇大规模恐怖袭击。”就连曾负责追捕

本·拉登的美情报官员朔伊尔都承认“美国目前

显然正在输掉反恐战争，而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最

大的敌人其实正是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政策本

身，例如美军虐囚丑闻等事件正使伊斯兰世界增

长对美国的反感。”②据路透社报道，2006年 3月
21日布什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驻伊美军“全
部撤军”日期时说：“这将由未来的美国总统们和

伊拉克未来的政府决定。”这就意味着即使布什在

2009年 1月下台后，美军也仍驻扎在伊拉克，充
分说明美军已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

拔。目前，已经有 2500多名美国士兵命丧伊拉克，
连布什自己也承认，伊拉克战争正在侵蚀他的政

——————— 
①思畅 “： 伊新政府仍需解决旧课题”，http://news.tom.com/ 
2006-04-30/000O/68683529.html 
②杨晴川、潘云召：《美正输掉反恐战争》，载《新华每日电

讯》2006 年 7 月 7日。 

治资本；美国新保守派旗手福山在血的事实面前

也承认，美国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从理论到实践

都全错了。可见，正是“美国出兵伊拉克让基地

组织和其他圣战组织得以招募了更多新成员、加

深了穆斯林对西方的仇恨、给中东这个原本动荡

不安的地区增加了又一个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并

给了自杀式爆炸事件制造者新的精神动力。”③作

为美国大中东改造之民主样板的伊拉克安全局势

日趋危机，伊拉克各界人士纷纷表示，自伊拉克

战争爆发三年来，民众的生存处境不断恶化，甚

至不如萨达姆统治时期。因为连最起码的生命安

全都无法保障，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了。尤其是这

场血案所引发的越来越严重的暴力袭击又不断干

扰着伊拉克民众重建家国的历史进程，美国主导

下的伊拉克重建非但没给伊民众带来真正的“自

由与民主”，还极大地破坏了国际政治的民主环

境。 

第五，阿里·哈迪的遭毁，置美国于进退两

难的尴尬境地，也使伊拉克重建前景令人堪忧： 

“为了摆脱伊拉克困境，避免局势恶化，在

军事镇压抵抗活动失败后，美国选择了伊拉克大

选战略，但大选结果并未让美国摆脱困境，而是

出现了重新洗牌和问题更加严重的结果。”具体而

言是指在阿里·哈迪清真寺遭毁后，“美国政府面

临两难选择：第一，在伊拉克保留驻军只会使伊

拉克抵抗活动愈演愈烈；第二，急急忙忙撤军可

能会点燃伊拉克内战的战火。布什面临的唯一选

择就是不论早撤还是晚撤都是最坏的结局。”④为

此，伊拉克新总理马利基于近日也强调，“就目前

而言，外国部队还不能撤离伊拉克，因为那样会

使国家面临威胁。”但他又表示“当伊拉克自己的

部队拥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局面时，伊政府将要求

外国部队离开。”⑤美前国务卿基辛格担心，“一旦

在巴格达或伊拉克的某个地区出现塔利班式的政

府或原教旨主义国家，冲击波将会扩散到整个穆

斯林世界。”“伊拉克要么成为中东地区改革的先

——————— 
③ ·罗杰 科恩：《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载美国《纽约

时报》2005 年 3 月 6日。 
④均引自《伊拉克大选后美国的选择》，载沙特阿拉伯《生

活报》2005 年 3 月 24 日。 
⑤安江：《伊拉克总理希望萨达姆被判死刑》，载《新华每日

电讯》2006 年 7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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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要么成为一个无限蔓延的冲突核心。因此，

伴随撤军行动，必须采取政治措施建立一个推动

伊拉克未来的国际框架。我们需要在这个国家建

立一种政治多于军事的合作，而这个国家将特别

考验西方的统治和建立一个与自己需求相一致的

世界体制的能力。”
①
其实，美国大大低估了伊拉

克问题的复杂性，自以为倚仗强硬的军事占领就

可轻而易举地将伊拉克变成美式民主体制，如同

当年强力改造德国和日本那样。但美国这次却大

大失算了，就其根源在于“美国对中东事务的无

知及其对外政策中严重的单边主义倾向。”因为，

作为种族和宗教多元化、社会结构中部落占重要

地位且经济又相对落后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

伊拉克，与种族单一、经济发达、隶属西方文化

体系的德国和已西方化的日本不可相提并论，改

造德国和日本的模式也不能照搬来对伊拉克进行

改造。特别是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遭毁，致使美

英联军由“何时撤”变为“能否撤”，布什和布莱

尔陷入长期控制伊拉克地缘政治利益与美英民众

反战情绪引发各自政府形象危机的两难境地，结

果导致两布国内民调率跌至谷底，伊拉克重建前

景更令人堪忧：要么成为美国、伊朗的傀儡政权，

要么深陷内战苦海而分崩离析。换言之，未来的

伊拉克政府也有可能会沦为美国或伊朗的傀儡政

府，使伊拉克或成为亲美的世俗制国家，或成为

波斯属性的神权制国家。当然也不能排除在相当

时期内的动荡与割裂。 
质言之，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主

导下的伊拉克重建不断激化了伊拉克社会的新旧

矛盾，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遭毁就是多重矛盾激

化后宣泄不满的极端性表达，阿里·哈迪清真寺

的遭毁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

问题又折射出伊拉克境内排他性暴力恶浪正在吞

噬国家重建的未来，排他性认同就与阿里·哈迪

清真寺遭毁后造成伊民众精神信仰危机有关。因

为，对第十二伊玛目和救世主的信仰是什叶派穆

斯林的信仰核心，伊拉克绝大多数民众对阿里·哈

迪清真寺的尊崇就是对自我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本

能坚守。阿里·哈迪清真寺在遭毁后却将自身的

象征功能发挥到了空前程度，其深远的现实效用

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 

①基辛格：《撤离伊拉克：历史的教训》，载法国《费加罗报》

2005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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