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态势

52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

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

口，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的情况下，悍然入侵伊拉克。这

场战争让伊拉克陷入深重灾难，

创伤至今仍未治愈。同时，这场

21世纪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不仅

改变了伊拉克，也给中东地区乃至

世界格局带来巨大冲击。这是一场

极富争议的战争，20年后的今天，

人们的争论和反思仍在继续。

美国错在哪里

9 . 1 1事件无疑是伊拉克战

争的直接导火索。但美国选择与

“基地”组织毫无瓜葛的伊拉克

为目标，反映出其在复仇情绪和

霸权图谋的驱使下的盘算：推翻

反美的萨达姆政权、用所谓“民

主”改造中东、消除中东地区的

恐怖主义土壤。然而，除推翻萨

达姆政权外，美国的后续战略目

标悉数落空。

首先，美国编造谎言发动

战争，使这场战争极具争议。美

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是萨达

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并与“基地”组织有染。

然而，事实证明，美国提供的

所谓“伊拉克生化武器”的证据

纯属捏造，“基地”组织也从未

得到萨达姆政权的支持。此外，

美国无视国际社会反战浪潮和众

多大国的反对，绕过联合国，单

方面发动战争，使战争不具合法

性，成为名副其实的非正义战

争，并将自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

耻辱柱上。

其次，遭遇战场惨败，持续

付出高昂代价。按照战前计划，

美国将速战速决，在数周内以极

低代价打赢战争。在战争初期，

美国的确未遇到像样的抵抗，因

而在短短三周内便推翻了萨达姆

政权。开战不到两个月，美国便

宣布主要战事结束。然而，直到

八年后，美国才得以宣布战争全

面结束。其间，美国陷入伊拉克

抵抗武装发动的游击战泥潭中，

付出了极大人力和财力代价。在

认识到无法打赢这场战争后，美

国在当地局势尚未平稳时仓皇撤

离，使当地成为叛乱武装和恐怖

组织的盘踞之所，一度沦为世界

上最不安全的国家。在伊拉克战

争爆发20周年之际，美国布朗大学

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战争

成本核算”项目发布的研究报告显

示，伊拉克战争已造成55万人死

亡，花费近1.8万亿美元。美国的

人员伤亡已逾万人。另据该项目

预测，考虑到伊拉克战争的老兵

护理费用与后续在伊拉克、叙利

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

行动，到2050年，这场战争的成

本将攀升至2.89万亿美元。

再次，伊拉克战争使美国

“民主反恐论”破产。9.11事件

后，美国政界和学界陷入深刻反

思，反思的主题是“他们（穆斯

林）为何如此憎恨我们”。以伯纳

德·刘易斯为代表的美国学者，

延着“文明冲突论”的逻辑，得

出中东威权主义和压迫性政权导致

其社会思潮极端化的结论。因此，

美国必须向中东输出“民主”，

“民主化”将治愈中东社会的痼

疾，让中东不再是恐怖主义的沃

土。美国政府采纳了这种观点，

并推出了“大中东倡议”，试图

以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实

施民主化改造为起点，进而用

“民主”重塑整个中东。

然而，恐怖主义滋生的原

因复杂，美国用文化本质主义的

视角分析中东乱象，企图用“民

主化”一次性解决中东地区的所

有问题，显然开错了药方。事实

是，“民主化”改变了伊拉克乃

至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但伊拉

克没有按美国所愿，成为和平昌

明的民主国家，反而由一个战前

与恐怖主义无涉的国家，沦为恐

怖主义的新渊薮。“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利用战后伊拉克的教

派冲突，一度控制伊拉克大片领

土。美国在撤离伊拉克数年后，

不得不于2014年重返伊拉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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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拷问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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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反恐战争。美国发动清剿“基

地”组织阿富汗大本营的战争曾

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属于全球

反恐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选

择伊拉克作为目标却偏离了反恐

战争的轨道。美国无视中东的宗

教、文化和社会现实，企图用意

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植入的方式改

造中东，使美国一手塑造的伊拉

克“民主样板”一朝崩塌，伊斯

兰主义政党纷纷通过选举在中东

国家上台，“伊斯兰劫持民主”

的前景阻遏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推

广“民主”的热情，“大中东倡

议”彻底沦为烂尾工程。

最后，伊拉克战争带偏美国地

区与全球战略。在地区层面上，伊

拉克战争导致什叶派在中东崛起。

战后，被认为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

克什叶派凭借人口数量优势，赢

得了每一次选举。美国以一己之

力帮助伊朗推翻了“宿敌”萨达

姆政权，并使伊拉克成为伊朗崛

起的重要支点，这样的结局是其

始料未及的。在全球层面上，美

国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伊拉克

战争带偏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复

仇的怒火驱使美国将国际恐怖组

织和中东反美政权作为优先打击

目标，但反恐和改造中东被证明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伊拉克为何坠入苦痛深渊

现代伊拉克国家及其版图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典型“人造

国家”，伊拉克民族构建起点较

低。上世纪20年代，现代伊拉克

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建国，

由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三个

地区拼凑而成，宗教、民族构成

复杂，阻碍了伊拉克民族构建进

程。在复兴党统治时期，虽然民

族与教派裂痕仍然存在，但统治

精英推崇国家认同，淡化民族与

教派分权，使伊拉克民族构建取

得了一些进步。复兴党高层中不

乏什叶派人士、库尔德人、基督

徒，甚至犹太人；在普通民众中，

不同民族和教派大体和睦相处，

教派间通婚、交友较为普遍。

然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

争后，其主导的战后政治安排激

活了伊拉克民族与教派矛盾。美

国主导的去复兴党化、解散伊拉

克军队，设计以教派分权为基础

的政治制度等一系列战后政治安

排，为这个国家的动荡和冲突埋

下了祸根，战后伊拉克沿着民族

和教派的断裂带被撕裂，催生出

一大批民兵武装和极端组织，它

们兴风作浪，使该国坠入残酷的政

治斗争和血腥的教派冲突深渊中。

首先，民族矛盾和教派主

义撕裂伊拉克社会。根据美国的

制度设计，伊拉克采用按民族

和教派人口比例分权的“黎巴嫩

模式”组建了政府和议会，总统

为库尔德人，总理为什叶派穆斯

林，议长为逊尼派穆斯林，各部

部长和议员也基本按照民族和教

派比例分配。从表面上看，这种

制度设计基于人口比例，有利于

平衡各族群利益，但却强化了身

份政治，直接导致伊拉克权力结

构的颠覆性变化。由于政府和议

为给当地民众带来希望和欢

乐，一些伊拉克志愿者画家

在首都巴格达街头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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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均被什叶派掌控，其他民族和

教派，特别是战前长期执政的逊

尼派，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

根据美国占领当局设计并颁布的

《去复兴党法》，复兴党成员被

革去公职，大批失业的伊拉克军

队中下层军官加入反叛武装。库

尔德地区“独立王国”的地位在

战后得到强化，库尔德人获得前

所未有的自治权，且在中央政府

中控制多个核心部门。美国在战

后的政治安排推动了库尔德人的

独立诉求，他们不仅致力于巩固

自治权，甚至推出独立公投。什

叶派则是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受益

者。什叶派是在伊拉克人口中占

绝对多数的派别，过去却在政治

生活中长期居于边缘地位。战

后，什叶派一跃成为伊拉克政坛

的领导力量。教派分权和什叶派

内部的分化导致伊拉克形成“弱

政府、强社会”的治理困境，并

多次发生组阁和执政危机，国家

治理低效、腐败猖獗让伊拉克坐

拥巨量石油资源却民生凋敝。目

前的伊拉克政府是在经历一年多

无政府状态后，由一个仅获得不

到15%选票的执政联盟组建。“美

式民主”在伊拉克水土不服，给

伊拉克带来了无尽的冲突与混乱。

其次，伊拉克沦为恐怖主

义策源地。美国从伊拉克匆忙撤

军，导致教派冲突愈演愈烈，什

叶派垄断权力促使逊尼派暴力反

叛。在“基地”组织的圣战思想

基础上，扎卡维等极端分子利用

伊拉克战争造成的乱局，在伊拉

克成立“基地”组织分支，最终

发展为一度盘踞于伊拉克和叙利

亚、魔爪伸向全球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作为教派主义的

产物，“伊斯兰国”利用教派话

语动员逊尼派民众，伊拉克由战

前高度世俗化的国家，沦为恐怖

主义的新渊薮。美国以反恐之名

进军伊拉克，却使其沦为恐怖主

义肆虐之地，这是伊拉克战争最

大的悖论。

再次，民兵割据阻碍国家构

建。在战后乱局下，伊拉克各民

族与教派均拿起武器寻求自保，

形形色色的教派民兵武装大量涌

现。如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

员组织”、迈赫迪军、巴德尔旅

等。逊尼派也组建起“伊拉克之

子”等部落武装。这些民兵组织

虽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势

力的斗争中立下战功，但始终未

被全部收编入政府军，从而削弱

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对国家统一

和民族构建构成持久威胁。伊拉

克还成为中东地区教派“代理人

战争”的战场，外部教派在伊拉

克扶植代理人，使其沦为中东教

派冲突的牺牲品。

回首战后20年，美国在其

霸权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发

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在错误

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莫须有

的理由发动的这场战争，严重吞

噬了美国的软硬实力，从而暴露

其霸权主义的软肋和不受约束的

强权带来的危害。美国在伊拉克

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暴行，彻

底颠覆了其致力于塑造的“人权

卫士”形象。西式民主在伊拉克

遭遇的困境，也说明所谓的“民

主”不能救中东。20年后，这

场战争的起因与后果仍被不断拷

问，其惨痛教训仍足以让美国及

世人引以为戒。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教授）

2022年8月3日，伊拉克

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

的大批支持者占领了伊

拉克议会表达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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