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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伊拉克战后的教派之争 

杨 洪 林 

内容提要     伊拉克战争后，伊境内教派冲突迭起，特别是 2006 年 2 月 22 日，阿里·哈迪清真寺爆炸事件，造

成该寺金顶严重损毁，引发了伊境内最严重的教派冲突，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报复性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引起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战后伊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教派冲突产生催化作用。伊拉克的乱局同中东地

区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不无关系。中东海湾地区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教派斗争激烈，是世界矛盾和热点问题最

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恐怖活动高发区。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的走向普遍担忧。大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激烈斗

争和较量。伊拉克教派之争对伊社会产生了严重后果，并深刻地影响伊社会的发展和内部关系的演变。什叶派主

导的伊新政府应在四年任期内妥善处理好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派权益的合理分配，缓解教派矛盾，稳定

国内局势、避免内乱，早日完成国家重建。 

关 键 词    伊拉克教派之争；内外因素；地区和国际影响 

作者简介    杨洪林，外交部大使，曾任中国驻巴林、伊拉克大使（北京  100701）。 
Abstract     After the Iraq War in 2003, the civil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erupt in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the destruction of Ali al-Hadi Mosque on February 22, 2006, which caused the serious damage to the top of it, gives rise 
to the most serious conflict after the war. The Suni Muslim and the Shiite Muslim were engaged in a serious tit-for-tat 
retaliation,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After the Iraq War, the power distribution in Iraq has witnessed a profound 
change, which is one of the roots of the civil war. Likewise, the turbulence in Iraq is linked with Middle East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as well as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other groups have been 
from bad to worse, making the region one of the hot spots, conflicts and cradles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The Arab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Iraq situation, while big powers engaged in tense struggle and competition on 
Iraq problem. The civil conflicts in Iraq have a serious consequence on Iraq society and will exert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raqi society and its domestic relations. The new Iraq government dominated by Shiite group should 
achieved nation rebuilding in the next four years to approach the relations between and among Suni, Shiite and Curd 
groups in term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buffer civil conflicts, stabilize internal situation and avoid domestic chaos.  
Key words    the Civil Conflicts in Iraq;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mpact 
 

一、2003 年 4 月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急

于将伊拉克改造为美式“民主样板”。 

伊战后，美国强力在伊拉克推行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变革，使伊民族、教派等矛盾不断激

化，占领与反抗斗争加剧，伊各种政治力量重新

组合。什叶派占伊拉克全国人口多数、多年受压

并长期流亡国外，战后他们回国执政，并成功地

将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在战后举行的伊多

党议会选举中，一举夺得议会的多数议席，成为

伊政府中的主导力量，从而改写了伊近代历史。

逊尼派自伊独立以来一直执掌国家大权，战后从

权力的顶峰跌入谷底，成为被打压的主要对象，

但不甘心其政治作用被弱化。库尔德人是伊第二

大民族，战后成为伊政坛的第二大力量，其政治

影响迅速扩大。 

战后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民族、教派矛盾

激化，各种血腥爆炸事件，特别是针对平民百姓

和清真寺的爆炸事件频发，暴力活动恶性循环。

今年以来，伊教派冲突引发的大的爆炸事件主要

有： 
（一）阿里·哈迪清真寺爆炸事件。该寺有

约 1200年的历史，位于伊中北部萨拉赫丁省萨迈
拉市，寺内有伊斯兰教什叶派第十任伊玛目哈迪，

及其子第十一任伊玛目哈桑·阿斯卡里的陵墓。

2006 年 2 月 22 日，该寺发生爆炸事件，造成清
真寺的金顶严重损毁，引发了伊境内自 2003年伊
战后最严重的教派冲突，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报

复性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二）布拉撒什叶派清真寺爆炸事件。该寺

位于巴格达北部，受什叶派联盟的主要政党——

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导。2006年 2月
22日下午，３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寺内引爆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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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使刚刚结束周五礼拜的什叶派信徒死伤惨

重。 
（三）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发生汽车炸弹爆炸

事件。2006年 4月 6日下午，炸弹在离阿里伊玛
目清真寺约 300米处爆炸，造成至少 10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四）巴格达北部的另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遭

自杀式炸弹袭击。这次袭击发生在 2006年 4月 7
日，造成至少 40人死亡，130人受伤。 
战后的巴格达，危险、恐怖无处不在，反美

武装招摇过市，他们一心要通过暴力手段让伊拉

克社会生活陷入停顿。平民百姓对安全没有保障，

忧心忡忡。伊国民卫队和治安部队被迫带着面具

执行任务。① 
教派冲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动荡，家

庭分裂，邻居反目为仇。宗教清洗、暴力杀人事

件频发，巴格达街头不时发现被集体杀害的伊拉

克人的尸体。据巴格达舒拉区什叶派反美武装领

导人萨德尔办公室的记录显示，已有 500 多个什
叶派家庭到萨德尔的办公室寻求避难。有 40多个
逊尼派家庭到伊斯兰党办公驻地寻求庇护。据报

道，阿里·哈迪清真寺爆炸事件后，教派冲突已

造成数千名伊拉克人死亡，数万人背井离乡。②事

实上，在一些治安极其混乱的地区，安全形势已

经失控。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移民组织对此深

表忧虑。 
“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存粮、购枪已

经成为许多伊拉克人维持生活和保护自身安全的

主要选择。混乱的局面也使伊各政党和宗教组织

领导人面临严峻考验，他们稍带倾向性的评论或

讲话，都会进一步激化民众的宗教和复仇情绪，

导致局势失控。 
二、伊拉克各方对阿里·哈迪清真寺爆炸事

件基本持克制态度。 

伊过渡政府和美国方面指责“基地组织”策

———————— 
①梁燕：《袭击事件不断，驻伊美军一天倒下一个》，载《环

球时报》2003年 6月 3日，第 8版。 
②《华盛顿邮报》2006年 2月 28日报道，据伊拉克主要停
尸房主管截至 2月 27日下午的统计数字显示有 1300多人因
教派冲突被杀。但 2月 28日，伊拉克政府对此予于否认，
称此报道不准确，称哈迪清真寺爆炸事件引发的教派冲突造

成 379人死亡，458人受伤。 

划实施了阿里·哈迪清真寺爆炸事件。逊尼派最

大政党联盟伊拉克共识阵线要求占领逊尼派清真

寺的人员撤出，对遭受损坏的逊尼派清真寺进行

赔偿，并对肇事者和煽动闹事者进行处理，否则

将中止和什叶派伊拉克团结联盟就组建联合政府

进行谈判。爆炸事件增加了组建伊民族团结政府

的难度。 
伊过渡政府总理贾法里发表电视讲话，宣布

全国哀悼三天，呼吁民众不要理会挑衅；什叶派

最高精神领袖西斯塔尼破例发表电视讲话，谴责

爆炸事件。他还发布宗教法令，要求什叶派民众

保持克制，不要受情绪左右，以和平方式进行抗

议，不得袭击逊尼派清真寺；伊拉克伊斯兰革命

最高委员会主席哈基姆发表声明，呼吁什叶派以

和平方式“发泄愤怒”，并要求立即停止针对逊尼

派和什叶派清真寺的袭击，谴责屠杀伊拉克人；
③

什叶派反美武装领导人萨德尔也发表声明，强调

“那些对圣地和清真寺发动袭击者将受到应有的

惩罚”。萨德尔的追随者还与逊尼派的穆斯林长老

会代表在巴格达举行会晤，为解决教派冲突寻找

出路。 

三、伊拉克教派清洗仇杀事件迭起，既有国

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 

（一）伊拉克是一个国情非常特殊的国家。伊

拉克是中东海湾地区的一个重要阿拉伯国家，石

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是四

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上曾先

后遭到波斯、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和

统治。1980年因领土争端与伊朗爆发历时八年的
两伊战争。1990年因入侵科威特又引发海湾战争，
受联合国制裁近 13年。2003年 3月 20日，美国
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于 4 月 9 日占领巴格达。美
国至今仍在伊驻有 13.5万军队，美国的盟国在伊
驻有约 3万多国部队。  

同时，伊拉克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

矛盾、教派关系错综复杂。伊拉克主要由阿拉伯、

库尔德两大民族以及土库曼、亚述等少数民族组

成。什叶派约占伊人口总数的 60％，什叶派派别
众多，有世俗派、激进派和反美派。什叶派拥有

———————— 
③“ 专题：金顶被毁带来的冲击”，参见 http://news.xinhuanet. 
com/video/2006-02/27/content_42324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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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民兵组织，包括忠于反美武装领导人萨德尔

的“迈赫迪军”和隶属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

员会的“巴德尔旅”。逊尼派约占伊人口总数的

40％，派别林立，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立场与宗教
主张各异。逊尼派也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包括反

抗占领的民族主义者，效忠于萨达姆的前政权军

队和情报官员等。各教派武装都有自己的地盘和

势力范围，经常发生火并，使手无寸铁的平民百

姓深受其害。虽然库尔德人多数属于逊尼派，但

其政治主张和诉求与阿拉伯逊尼派有较大区别。

战后，什叶派多年被压抑的宗教情绪得以爆发，

不断举行各种大型宗教活动，包括纪念侯赛因伊

玛目遇害的“阿舒拉”节，以及伊玛目诞辰纪念

日等。期间，挤踏事件、爆炸事件频发，导致教

派矛盾进一步激化。 
伊拉克还有许多什叶派宗教圣地。什叶派对

自己的殉教者特别崇拜，他们把死者的殉教地或

墓地当作自己终生朝拜的“圣地”。伊拉克有许多

著名的什叶派宗教圣地，如什叶派鼻祖阿里伊玛

目一世殉难地库法、阿里墓地所在地纳杰夫和阿

里之子侯赛因伊玛目三世殉难地卡尔巴拉等。这

些宗教圣地每年都吸引着伊朗、沙特、巴林等国

以及世界各国的大批什叶派穆斯林前来朝拜。伊

拉克教派争端由来已久，战后美国在伊强力推行

“美式民主”，又使伊什叶派借机上台执政，为激

化多年的教派积怨埋下了隐患。逊尼派和什叶派

是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双方主要分歧由来已久，

主要集中在关于哈里发的合法性和对《古兰经》

的解释上。逊尼派承认伊斯兰教的前四任哈里发

（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都是

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什叶派只效忠穆

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及其后裔为穆罕默德的

合法继承人。他们认为阿里是继先知后被差遣的

第二位“圣人”，赋予他特殊的宗教地位，尊奉为

第一代伊玛目；逊尼派崇信《古兰经》和“圣训”，

由于得到世界多数穆斯林的承认，亦被称为正统

派。什叶派对《古兰经》有自己的解释，否认逊

尼派“圣训”的权威，另以“四圣书”作为本派

圣训。什叶派认为只有阿里的后裔才有权解释“真

主的意旨”和继承先知的事业。伊拉克什叶派过

去长期遭排斥打击，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萨

达姆统治时期更是严格限制宗教在国家政治和社

会生活中的作用，甚至对什叶派进行武力镇压。

战后什叶派在伊政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遂向逊

尼派清算过去老帐，两派的新仇旧恨一并爆发。

美军违反伊斯兰教规的行为，特别是虐囚和无辜

屠杀伊无辜百姓事件频频曝光，又进一步激化了

伊教派矛盾，使教派冲突有增无减。 
（二）战后伊拉克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

重大变化，对教派冲突产生催化作用。 

第一，什叶派迅速崛起，并成为伊政坛中最

主要执政力量，这是战后伊拉克发生的最令人瞩

目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萨达姆执政期

间，什叶派一直备受打击和迫害，其主要领导人

被迫长期流亡伊朗，受到伊朗的庇护。战后什叶

派回国参政，并通过积极参加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首次多党议会选举，一举成为伊议会和政府中的

主导力量。伊拉克什叶派主要居住在伊南部和巴

格达东部萨德尔城，宗教色彩浓厚，与伊朗关系

密切，并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什叶派希望加强

中央政府的集权，强化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和社

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希望在伊南部地区实行

区域自治，掌控国家的各种资源。
①
 

但什叶派内部派系众多，相互牵制，且多年

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

人才。由于未能获得议会绝对多数，被迫与库尔

德人、逊尼派组成任期四年的联合政府。什叶派、

逊尼派、库尔德人按派别和所获议席，分配政府

席位，什叶派占多数。什叶派掌权后对逊尼派的

清算和清洗政策，导致伊民族、宗教、党派矛盾

进一步激化，教派斗争激烈，暴力事件不断。 
第二，库尔德人一举成为伊政坛中第二大政

治力量，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库尔德人是西亚最

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阿拉伯帝

国后期曾建立过几个小公国，但从未建立过统一

的国家。库尔德人主要聚集在土耳其、伊朗、伊

拉克、叙利亚交界处，历史上称为库尔德斯坦，

面积约 4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200 万。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库尔德人为争取民族自治权利不断

进行武装斗争，但遭到所在国政府的镇压。 

———————— 
①刘月琴：《移交主权后的伊拉克》，载《西亚非洲》2004
年第 5期，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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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库尔德族党派林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

是库尔德民主党，二是库尔德爱国联盟。第一次

海湾战争后，库民党和库爱盟领导库尔德人开展

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但遭到萨达姆政权的镇压。 

自 1992 年以来，在美英等国支持下，库尔德

人在伊北部三省实行高度自治，培养了不少管理

人才，也积累了许多从政经验，成为与什叶派、

逊尼派联合管理国家的主要力量。库尔德人大部

分属逊尼派，与阿拉伯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有着良

好关系，能在三派中发挥重要平衡作用。库尔德

人在对付恐怖暴力活动、恢复国家安全稳定方面

与什叶派有共同利益，但不希望什叶派力量过于

强大。  

库尔德人以北部自治区为依托，拥兵自重。

他们近期的政治目标是支持在伊建立联邦制，巩

固已享有的高度区域自治，进而扩大在全国政治、

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为谋求独立创造有利条件。

为此，他们在起草《伊拉克临时宪法草案》和参

与政府的过程中，坚持要求明确界定伊拉克联邦

制的内涵和伊斯兰教在伊地位和作用；要求保留

库族 10 万民兵；要求将伊北部石油重镇基尔库克

划归库尔德自治区管辖，要求库尔德自治区分享

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 25%份额，要求库尔德人担

任中央政府要职等。由于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逊

尼派分歧很大，导致政府一再难产，引起什叶派

和逊尼派以及其他政党的强烈不满。 

第三，逊尼派丧失执政地位，但不甘心其政

治作用被弱化。自 1921 年伊拉克独立以来，逊尼

派一直执掌着国家大权。萨达姆被推翻后，逊尼

派成了被打压的主要对象。为维护权益，多数逊

尼派组织表示愿意参与伊政治进程，不甘心被边

缘化。但逊尼派组织众多，派系林立，群龙无首，

没有什叶派那样能号令全国的宗教权威机构，也

缺乏像什叶派西斯塔尼那样有权威的宗教精神领

袖，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 

逊尼派对库尔德人在伊北部自治持默认态

度，但坚决反对什叶派在伊南部建立自治区，担

心伊拉克被分裂，也担心其石油利益受到损害；

坚持伊拉克的阿拉伯属性；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伊

拉克，并把撤军作为实现民族和解的先决条件。

逊尼派中的激进极端势力坚持武装对抗，逊尼派

聚居较集中的安巴尔和摩苏尔等省则是恐怖暴力

活动的高发区。 

第四，伊战后美国解散了伊政府机构、军队

警察和情报部门，清洗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使伊

60％的人口失业，生活无着落，基础设施遭到严

重破坏，断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美国推行“以

伊制伊”政策，伊政府控制能力较弱，清真寺成

为各教派宣扬政治主张、筹措资金、救济平民、

组织武装的主要场所。世界各地反美武装和伊斯

兰极端组织纷纷涌入，把伊作为训练基地和反美

的主战场。反美武装恐怖手段无所不用，频频制

造各种恐怖血腥暴力事件，使伊无辜百姓成为牺

牲品。 

四、伊拉克的乱局同中东地区和国际形势密

切相关。 

伊拉克所处的中东海湾地区，民族、宗教矛

盾尖锐，教派斗争激烈，是世界矛盾和热点问题

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恐怖活动高发区，其主

要原因为： 

（一）中东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事关美国的

全球战略，美国强力推行美式民主、自由价值观

和大中东改造计划，偏袒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

久拖不决，导致阿拉伯民众反美情绪高涨，“穆罕

默德漫画事件”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间

的冲突。 

美国占领伊拉克的目的：一是控制伊油源，

二是将伊改造成为美式民主样板，进而改造整个

中东。迄今，美国支付的伊战争费用已超过了3000

多亿美元
①
，美国在伊驻军 13.5 万人，每月军费

支出 50 多亿美元，美军已死亡 2600 多人，伤亡

几万人。美国不达目的，不会善罢甘休。
②
 

（二）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局势施加影响。 

首先，沙特、巴林等逊尼派主政的海湾国家

对伊局势的发展忧心忡忡。
③
战后伊朗在伊拉克的

影响力不断上升，叙利亚、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

党加强与伊朗联盟，伊拉克什叶派与海湾国家的

———————— 
①美联社华盛顿 2006年 6月 16日英文电讯。 
②《中东地区担心看到伊拉克火山爆发》，载法国《解放报》

2006年 6月 10日。 
③《伊拉克动乱波及邻国》，载《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6
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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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在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伊朗、沙特、巴林等国每年都有大批什

叶派穆斯林前往伊拉克朝拜什叶派宗教圣地。沙

特、巴林等国担心伊局势持续动荡，教派冲突加

剧，会使本地区出现“什叶派新月地带”，担心其

国内什叶派民众乘机滋事，引发国内政局动荡，

危及国家利益。因此，他们并不希望伊拉克的“美

式民主”获得成功。 

其次，其他阿拉伯国家持观望立场。阿拉伯

国家对美国用武力输出“伊拉克民主”并在伊长

期驻军深感忧虑，担心成为美国“大中东计划”

的下一个整治目标。他们希望形成共同立场，联

合抗衡美国的压力，但因各国考虑的出发点不同，

难以进行有效的协调，对与伊发展关系持观望态

度。 

最后，伊朗、叙利亚等国担心美国长期在伊

拉克驻军威胁自身安全，因此要求美国从伊撤军，

同时希望伊拉克拖住美国，减轻自身的压力。他

们对美国关于干涉伊内政、默许伊斯兰极端组织

的人员、武器、资金通过其边界向伊渗透的指责

断然否认。 

（三）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美军伤亡人

数的增加，美国面临的内外压力不断增大。战前，

主要大国围绕战与和的问题在联合国内外展开了

激烈的外交较量，美国与法、德等国关系也受到

了影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欲独霸

国际事务。但美国无力解决全球的所有问题，在

反恐、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艾滋病防治和预防

大规模自然灾害等方面，美国仍需要其他大国和

国际社会的合作。布什总统连任后，把恢复美欧

关系作为美国近期外交的重点，淡化或搁置双方

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力促欧盟在伊政治经济

重建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欧盟也积极改善同美

国关系。但大国在伊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

在，还会有新的分歧与较量。 

五、为了制止教派冲突、改善安全状况，伊

拉克政府软硬兼施。 

（一）集中兵力强化巴格达治安。“基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头目扎卡维被炸死，使“基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受到沉重打击，但“基地”组织

在伊力量根深蒂固，不根除“基地”组织在伊势

力，伊拉克的暴力活动就难以缓解。 

暴力活动已给伊平民百姓带来无穷灾难。据

不完全统计，2003 年美国发动伊战以来，已导致

至少 5 万伊拉克人死亡。
①
这数字并不包括西部安

巴尔省和库尔德人控制的北部 3 个省的死亡数

字。死者大多数是平民百姓，其中 75%死于“恐

怖行动”，25%是被伊拉克军队或美军在交火中打

死的。 

为尽快稳定安全局势，新上任的伊政府总理

马利基在对反美武装实施大规模围剿的同时，决

定大举增兵巴格达，着力改善首都的治安状况。

从 6 月 14 日清晨 6 时起，伊治安部队和驻伊联军

在首都巴格达部署７.５万名士兵，加强对进出巴

格达道路的安全保卫、禁止人们携带武器以及从

每晚 9 时至次日晨 6 时实行宵禁。这是自 2004 年

6 月美向伊移交权力后，在巴格达展开的最大规

模的治安行动，但效果并不明显，每天仍有数十

人死于暴力事件，治安部队和警察也频频遭袭击，

自身难保。 

（二）发出“招安”信息，分化反美武装。
②
2006

年 6 月 25 日，伊政府总理马利基向议会提交 24

点民族和解方案，加大对反美武装分化瓦解攻势，

包括赦免那些没有犯战争罪、反人类罪的被关押

者，其中包括逊尼派抵抗力量；加速重建国家武

装部队；对恐怖主义、军事和暴力活动中的受害

者给予补偿；支持司法部门惩罚前政权代表性人

物、恐怖分子、暗杀和绑架团伙；确保武装部队

中立，不受党派影响；通过行政、经济和安全措

施解决什叶派民兵问题；启动大型重建计划，解

决失业问题等。伊政府试图借此平息伊国内的暴

力活动，扭转安全形势，促进民族和解，巩固执

政根基，为推进伊经济重建铺平道路。 

美国对伊总理提出的全国和解计划表示支

持，但伊 11 个主要在巴格达以北的萨拉赫丁省和

迪亚拉省活动的伊反美武装表示拒绝。这些武装

包括影响较大的伊斯兰军和安萨尔·逊尼军。他

———————— 
①《伊战导致 5万伊拉克人死亡》，载《人民日报》2006年
6月 26日，第 3版。 
②《马利基在和解计划中承认伊拉克处于困境》，载《耶路

撒冷报》（阿拉伯文版）2006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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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求外国驻军立即撤走；释放美军和伊拉克监

狱中的囚犯；要求在联合国或阿盟监督下与美国

直接谈判；如果伊拉克和美国政府决定两年内撤

走伊境内全部外国驻军，他们将立即停止袭击行

动；还要求终止美国和伊政府针对反美武装的军

事行动；对美军和伊安全部队造成的伊拉克平民

伤亡和财产损失给予赔偿；允许萨达姆政权时期

的军官加入伊新军；废除针对前复兴党成员的禁

令；释放在押武装人员，承认反美武装组织为合

法抵抗力量。
①
 

但这 11 个反美武装中不包括在伊拉克影响

较大的“伊斯兰军”、“穆罕默德军”和由“基

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等 8 支武装组成的“圣战者

协商委员会”。 

据报道，已有７个武装组织在同伊政府接触，

但马利基劝说反美武装放下武器、参与重建的可

能性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马利基含蓄地

拒绝了制定撤军时间表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联军

两年内撤离伊拉克并不现实，届时无法确定伊 25

万国民卫队和治安部队能否完全承担起维护国家

安全的责任；二是同伊政府接触的７个组织主要

由萨达姆前政府、军队及情报人员组成，马利基

和美国领导人都强调民族和解方案并不赦免曾杀

害驻伊联军的武装人员。美和伊领导人的这一立

场，与逊尼派武装要求承认袭击美军属于“合法

抵抗外国占领”相抵触。因此，反美武装能否接

受伊政府招安，还存在较大变数。 

六、伊拉克教派冲突不断，但总体局势不会

失控。
②
 

短期内，美国不会大批撤走在伊驻军；伊拉

克共有 18 个省，其中北部和南部相对稳定，伊朗

对伊南部影响力更大；中部和西部部分省份的动

乱对伊拉克全局影响不大；虽然什叶派反美情绪

强烈，但近期内在保障伊国内安全、维护国家统

一以及推进政治经济重建等重大问题上，仍离不

开美国的支持；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族三大

力量按人口比例分权、妥协执政的格局基本定型。

———————— 
① “伊拉克反美武装开出停火条件：两年内外军撤走”，
http://news.lyd.com.cn/cy.asp?newsid=148148。 
②潘云召、杨晴川：《美军方领导人认为伊拉克没有处在内

战边缘》，载《人民日报》2006 年 3 月 5日，第 6版。 

伊未来形势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周

边地区国家的影响，伊拉克问题仍是美国与地区

国家、地区国家相互之间博弈、较量的重要舞台。 

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三大力量在修宪所

涉及的重大问题上仍存在实质性分歧，政府内部

相互掣肘，离心倾向严重，伊拉克民众反美情绪

强烈。什叶派领导的伊新政府应该在四年任期内

妥善处理好三派权益的合理分配，缓解教派矛盾，

稳定国内局势、避免内乱，力争早日实现国家重

建。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孙德刚） 

 

 

 

 

 

 

 

 

 

 

 

 

 

 

 

 

 

 

 

 

 

 

 

(阿拉伯图案艺术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