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 2期（总第 97期） 

 22 

文章编号：1004－5104（2005）02－0022－03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大选中的伊拉克教派纷争 
 

李   意 

 
伊拉克是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多民族国家，

在近 44.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 2600万伊

拉克人，其中阿拉伯人约占 73%，库尔德人约占 21%。

伊拉克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北部库尔德地区的

官方语言是库尔德语。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拉

克境内除少数人信奉基督教或犹太教外，全国有

95%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占

54.5%，逊尼派穆斯林占 40.5%。北部的库尔德人也

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多属逊尼派。历史上，逊尼派、

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历来是影响伊拉克政坛的三个

主要教派。 

面对多变的国际局势，这三大教派出于各自的

利益考虑，态度各异，尤其是在美英联军发动伊拉

克战争后，彼此纷争不断。萨达姆政权垮台使居统

治地位的逊尼派及执政的复兴党受到强烈冲击，地

位一落千丈。逊尼派穆斯林因此痛恨美英联军的占

领，他们成为伊境内反美的主要力量。长期受压抑

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则对美英联军大多持欢迎态

度。什叶派虽在人口、组织性和民兵武装上占优，

但一直保持克制。随着伊战后重建工作迟缓、社会

治安持续恶化及失业率增加，绝大多数的什叶派穆

斯林开始对美英占领表现出强烈不满。此外，库尔

德人将萨达姆的倒台作为自己获得自治的契机。 
今年初，伊拉克举行了大选，其时间是：1 月

30日开始进行投票选举，选出的 275名议员组成的
国民议会将于 2 月 20 日选出由总统和两位副总统
组成的国家元首委员会，该委员会 3月 6日前任命
总理，新总理 4周内组建过渡政府,新宪法草案在 8
月 15 日前出台，10 月 15 日前进行全民公决，12
月 15日将选举新政府，12月 31日新政府履职。大
选产生的权力重组引发新的利益纷争，三大政治力

量各怀心机，盘算着自己的利益，在伊拉克政治舞

台上演绎不同的角色。 

一、逊尼派——前伊拉克时期的执政者 

占穆斯林人口少数的逊尼派长期处于统治地

位，他们主要生活在伊拉克中部和西北部地区。据

悉，伊拉克近期大多数暴力事件是由他们制造的，

因为逊尼派明白，选举将彻底改变他们先前的掌权

地位将被。面对选举，逊尼派“一分为二”：现实

派和逊尼至上派。现实派认识到，什叶派教徒和库

尔德人在挣脱枷锁后已不会愿意再被逊尼派统治

了，逊尼至上派则宁愿战死或离开祖国，也不愿接

受一个由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统治的社会。无论

选举多么成功，他们都将继续抵抗。逊尼派的主要

政党除由前伊拉克外长帕沙希领导的独立民主运

动和纳塞尔·沙德希领导的逊尼派政党国家民主党

外，伊拉克伊斯兰党是一个主要政党。它成立于

1960年，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在萨达姆

时期，曾因激进的伊斯兰主张，遭到当局的压制，

其不少成员流亡国外。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

克伊斯兰党开始再次公开活动，积极参与伊拉克战

后重建活动。去年 7月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简

称“临管会”）成立，该党总书记穆赫辛·阿卜杜

勒·哈米德成为临管会 25名成员之一。 

伊拉克伊斯兰党在伊逊尼派穆斯林世界中享

有很高威望。2003年４月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后，

地处巴格达以西的费卢杰小镇多次发生袭击美军

事件，成为伊反美武装的重要基地，费卢杰因此遭

到美军的多次围攻。为缓解费卢杰紧张局势，伊拉

克伊斯兰党高级官员曾充当驻伊联军与反美武装

冲突的调停人，并促成驻伊联军与反美武装一度达

成停火。 

二、什叶派——伊拉克新政权的得利者 

什叶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南部和巴格

达西部地区，他们长期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被排除

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伊斯兰教虽是伊拉克国教，

但伊拉克实际上长期以来奉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在

萨达姆时代，当局迫害什叶派人，暗杀什叶派主要

政治和宗教领袖，禁止宗教干预政治，对什叶派宗

教院校、宗教出版物严加控制和检查。什叶派穆斯

林对萨氏政策十分不满，形成过一批什叶派穆斯林

抵抗组织，主张通过伊斯兰革命推翻复兴党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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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但均遭到伊前政权的严厉打击和镇压。伊拉克

什叶派内有三大派别：以西斯塔尼为首的传统派、

由哈基姆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和由萨德

尔领导的派别。长期以来，由于人口结构与权力分

配的失衡，什叶派与逊尼派长期不和。  

20 世纪 70 年代，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

一批什叶派穆斯林抵抗组织在伊拉克兴起，主张通

过伊斯兰革命推翻复兴党的统治。当时，萨达姆政

权对要求自治与独立及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什叶派

进行了残酷镇压。1974 年和 1977 年，伊当局曾两

次派军警袭击和驱赶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的什叶

派穆斯林，数百人被捕，许多人被判刑或处决。此

后，仍不断有什叶派穆斯林宗教领袖遭萨达姆政权

杀害。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南部地区什叶派穆斯

林的大规模反政府活动也被伊政府镇压。 

美英联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穆斯林起

先对推翻萨达姆政权表示支持和欢迎。可是由于战

后重建工作迟缓，社会治安持续恶化以及失业率增

加，伊拉克并没有出现美国宣称的“一个民主、自

由和富裕的新时代”，绝大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开

始对美英的占领及其政策表现出强烈不满。2004年
3月 31日，联军占领当局以煽动暴力倾向为由，关
闭什叶派的一家报社，并逮捕萨德尔的一名高级助

手。此举引起什叶派穆斯林的愤怒，导致 4月 4日
什叶派穆斯林与驻伊联军发生武力冲突，造成大量

人员伤亡。目前这种冲突仍未彻底平息。 

伊拉克什叶派参选的是伊拉克团结联盟，它由

什叶派等政党组成，实力最强，得到什叶派宗教领

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支持，该联盟主要包括

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伊拉克伊斯兰达瓦党、伊

斯兰达瓦党伊拉克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伊斯兰

品德党、土库曼伊斯兰联盟、伊斯兰行动组织。 

三、库尔德人——渴望独立的少数民族 

库尔德人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中东地

区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

总人口约 3000 万。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多属逊尼

派，讲库尔德语。库尔德文的书写在伊拉克和伊朗

用阿拉伯文字母，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用拉丁字母。

历史上，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库尔德人主要分布

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阿塞

拜疆和亚美尼亚，其中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占伊

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是伊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曾多次与中央政府

形成对峙、冲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聚居在伊北部

地区包括杜胡克、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以及基

尔库克、摩苏尔和迪亚拉省地区，面积约８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 400万。那里地势险要，石油产量占

伊全国一半以上，而且农、牧产品丰富，有“谷仓”

之称。库尔德人一向以农牧业为生，石油工业兴起

后，有部分库尔德人成为石油工人。1958年伊拉克

共和国成立后，库尔德人同伊政府进行过多次自治

谈判。1970年３月，伊政府与库尔德民主党签订和

平协定，规定 4年内给予自治，但库尔德人认为伊

政府在４年中只给了他们有限的自治。1975 年３

月，库尔德人和伊政府达成协议，建立了包括苏莱

曼尼亚等三个自治省在内的伊拉克北部自治区。 

伊北部库尔德地区主要有“库尔德民主党”

（“库民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库

爱盟”）两大组织，它们为控制该地区争斗了 20

多年。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在外国势力的怂恿

下，开展了大规模反政府武装活动，一度夺取了重

要石油产地基尔库克等城镇。后遭到政府军队的镇

压，大批库尔德人逃往伊朗和土耳其。美、英、法

在伊北部建立“安全区”后，“库民党”和“库爱

盟”两派曾达成分权的协议，伊北部局势一度出现

缓和。但 1994 年后，两派又因权力分配不均多次

发生武装冲突。1992年 5月，“库民党”和“库爱

盟”曾举行历史上首次选举，6 月成立议会，7 月

组成政府，但未得到伊中央政府的承认。2001年 1

月，双方进一步达成有关相互减少对峙兵力、提供

交通便利等协议，签订了关于加强安全合作的联合

公报。同年 11 月，萨达姆也曾表示愿同库尔德人

以对话方式解决问题。美发起“倒萨”运动后，美

国一度寄希望利用库尔德人帮助推翻萨达姆政权。 

四、权力重组将引发三大教派间新的利益纷争 

2月 17日，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大选的最

终结果，同时宣布了过渡国民议会的议席分配方

案。在此次大选中，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成功地将

“人口优势”转化成为“权力优势”，在即将成立

的过渡议会中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另外，伊拉

克团结联盟还要求由自己一方提出过渡政府总理

的人选。由于伊拉克团结联盟得到了什叶派穆斯林

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的支持，联盟的领导层又大多是

宗教界人士，已有不少人担心未来的伊拉克会出现

宗教化倾向。此外，库尔德人此次赢得了过渡议会

议席总数的四分之一，库尔德政党(下转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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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3 页)联盟将成为过渡议会中的第二大政

治力量，这将大大加强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政坛上的

地位。不容忽视的是，伊拉克三大派别围绕如何制

宪、组建政府、权力分配及石油利益分割等方面，

都将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这对伊未来政治、

经济重建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对伊拉克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来说，大

选是获得和体现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伊拉克要完

成从民族到民主国家的转型，恐决非易事。新的权

力重组正在引发三大教派间新的权力纷争。逊尼派

与什叶派隔阂已加深。按照临时宪法，无论过渡议

会各派比例组成如何，临时政府内部都将严格依据

三大派别的比例分摊权力，使未来伊政府能维持多

党联合执政格局。这种各派权力“共享”虽可避免

“一党独大”及由此引发的内乱与分裂，但逊尼派

无疑会因实权大幅“缩水”而加深对什叶派的敌意。

其次，什叶派内部教派众多，政见不一。“伊拉克

团结联盟”政治目标是伊“主权、统一和伊斯兰身

份”，尽快结束美军占领；而“伊拉克人党”则主

张世俗、亲美，延长美军驻留等；什叶派参选联盟

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如“伊拉克团结联盟”中，

哈基姆领导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即主

张建立多党民主制的联邦国家，达瓦党则主张建立

伊斯兰什叶派政权；此外，什叶派中的世俗派与宗

教党严重对立。如许多世俗派对西斯塔尼将 40%席

位分给宗教政党不满。第三，库尔德人离心倾向加

重。库尔德人自 1991年起在北部建立自治区，并

兼并石油资源丰富的基尔库克。此次，库尔德两大

政党联袂组成“库尔德联盟”角逐大选，并提出保

持库族自治地位，否则就分裂出去。而西斯塔尼从

开始就反对库尔德人自治，并反对将基尔库克划归

库尔德人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纳入“伊拉

克团结联盟”麾下。什叶派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

已经开始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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