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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国外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 即伊拉克存在着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

历史上没有民主实践。伊拉克历史被叙述为威权主义的延续,其政治动员依赖中央权威的

巩固与加强,国家机构是鼓动民众支持政府的工具。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只是关注了

1958年以来的伊拉克历史, 忽视了 1921) 1958年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历史事实。本文¹

认为,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 /民主实践 0表现为政党政治的发展与议会生活的变迁。 /民主

实践0虽然随着哈希姆王朝的终结而失败,但在伊拉克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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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后,关于伊拉克民主的讨论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国外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

即伊拉克存在着威权主义 ( authoritarianism )的政治文化, 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或民主实践。一些西

方学者认为,伊拉克缺乏民主经验 ( democratic experience) ,理由是伊拉克历史上不存在民主的最基

本元素。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研究所主任穆哈夫#贾贾提认为: /伊拉克历史上一天民主也

没有。0º美国前中东特使爱德华#派克 ( Edw ard Peck)说: /伊拉克历史上没有民主实践, 因此现在没

有民主发展的参考指南 ( manual)。0»斯坦福大学研究民主转型与巩固理论的专家拉里 #戴蒙德

( Larry D iamond)也认为: /伊拉克构建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远不令人满意。它与德国、

日本和意大利不一样,伊拉克历史上不存在着多党民主, 至少是半民主的政府。0¼另一位著名学者

托马斯 #卡罗舍斯 ( Thomas Carothers)也说: /伊拉克缺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0½以上西方学者认为

伊拉克伊斯兰政治文化本体内核是反民主的, 伊拉克历史被叙述为威权主义的延续, 其政治动员依

赖中央权威的巩固与加强,国家机构是鼓动民众支持政府的工具。这些观点与西方学术界盛行的

/伊斯兰民主荒漠论0殊途同归。实际上, 西方学者只是关注了 1958年后的伊拉克历史构成,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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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1958年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本文通过这一段伊拉克历史的研究,阐述伊

拉克民主实践的起源、政党政治的发展,议会生活的变迁以及民主实践失败的原因, 以弥补学术界对

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不足,纠正西方学者对相关命题的误读¹。

一、/民主实践 0的缘起

柏拉图在5理想国 6中曾经说过: /民主是一种迷人的政体形式,它各式各样又充满无序,给予同

等的人和不同等的人以同样的一种平等。0º由此可见, 民主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主题。恰恰是民

主所具有的漫长历史导致了学者们在该问题上的混乱和歧义, 因为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们来说,

/民主0意味着不同事物。与其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民众去采纳和实行的政治制度,还不如说民主是

一种有赖于哲学家们去理论化的主题。

民主是以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 从理论到实践之间还存在一个中介物, 即社

会发展的需要。由于民主思潮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互动联系,前者的盛行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

情和民意的走向。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兴起都有其特有的历史发展脉络, 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 /民

主实践 0也有其特殊背景。

一是 20世纪初,伊朗、奥斯曼帝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与宪政革命对伊拉克民众的影响。以上两件

事情促使伊拉克的文化阶层与城市居民产生了朦胧的民主意识。甚至在伊拉克南部较为保守的什

叶派小镇,人们也开始谈论 /自由与正义0,对奥斯曼帝国的专制主义提出挑战。 1909年 4月, 巴格

达一份报纸的文章认为,大多数伊拉克民众对专制主义表示反感»。

二是 1920年起义及其成立的机构对未来伊拉克国家构建的意义。 1920年,伊拉克中部与南部

的部族揭竿而起反对英国占领伊拉克 ¼。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 起义者建立了通过民主选举的临时

政府,成立立法与行政委员会。委员会包括 8名成员,城市每 4个区选举两名代表, 投票箱设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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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中心,选举活动在 1920年 8月 25日进行,次日宣布结果。伊拉克公民则表现出参与选举和

投票的热情。

三是萌芽中的自由态度与民主实践还表现在伊拉克新闻与出版业。正如爱德华 # 弗里德曼

( Edw ard Friedman)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民主 /具有人道的吸引力而专制政治都加以非人道的排斥 0,

所以那些强调民主需要社会文化前提的学者低估了 /民主所具有的普遍吸引力 0¹。 20世纪初,新闻

与出版业改变了伊拉克民众对专制主义的看法。随着具有改革思想民众人数的增多,报纸在记录与

反对独裁政治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闻与出版系统这种质疑与批评之声一直存在于伊拉

克哈希姆王朝时期。在君主制的前 10年, 报纸批评对象主要是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 以及英国

人对伊拉克人的偏见º。

四是在一战后,伊拉克民族独立国家开始形成, 这是 /民主实践 0的历史前提。 1921年 6月, 伊

拉克国务会议宣布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在 7月底实行的全民投票中,官方宣布有 96%的投票人支

持新国王»。各省在支持费萨尔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要求,其核心思想是限制国王的权力,

向民主政治过渡。一些政党要求在完全自由的基础上选举议会,伊拉克宗教人士也要求费萨尔一世

建立议会民主与宪政国家,呼吁现政府允许新闻出版自由、成立政党、民众享有集会等权利。 1924

年,伊拉克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组织法与选举法, 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拥有两院制的议会, 允许

政党参与政治。

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许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是这个体系

的政治文化了¼。由以上可见,伊拉克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并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热衷于威权主义,

而是有着追求民主的基因。

二、政党政治的发展

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伊拉克哈希姆王朝 /民主实践 0的主要内容。政党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工具,

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借用一个系统词语, 政党是一个重要的 /输入 0设施,通过它, 公众可以让自

己的需要或希望为政府所用。如果没有政党,个体公众就只能单打独斗, 往往会被政府所忽视。正

如 E. E.沙特施纳德 ( Schattschne ider)所说: /毫无疑问, 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 政

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制度互栖共生。0½

实际上,伊拉克政党从哈希姆王朝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前期 ( 1945年

以前 )的政党政治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大多数政党将反英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英国占领伊拉

克后,民族主义者成立的诸多政党均持有强烈的反英情绪, 它们对哈希姆王朝的亲英政策不满,要

求成立立法会议,英国停止干预伊拉克内部事务。这些政党还要求在国民议会进行自由选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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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拒绝签署 5英伊协定6。第二,党报成为政党宣传自己主张的工具。 1919) 1933年间,伊拉克共

出版了 61份报纸,大多数报纸都由伊拉克政党主办,持续时间为一到两年。这些报纸使得力量弱小

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力量与政治影响日益增强。第三, 政党存在时间较短,与其领导人命运息

息相关。到 20世纪 30年代中期,大多数政党都从伊拉克政坛消失, 其原因有三。一是 1930年伊拉

克与英国签署了 25年的5英伊协定6, 随后加入国际联盟。伊拉克获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与主

权,英国结束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 因此一些持反英立场的政党大都 /自然死亡 0 ( died natura l

deaths) ¹。二是这些政党多以个人为中心,缺乏强有力的群众基础和凝聚力, 政治家之间联系的

纽带多是血缘、家族、婚姻、同学、同僚, 他们为权力而相互斗争, 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º。三是这

些政党的领导者大都位居高官, 一旦离职,其领导的政党随之解散。例如,萨敦 ( Sadun)首相的进

步党和努里的盟约社是两个官方支持的政党, 随着两位领导人从首相地位的滑落, 这两个政党也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政党扩大了哈希姆君主制王朝的政治参与,促进了伊拉克议会内部讨论的活跃与新闻媒体

等公共物品的扩展。到 20世纪 30年代中期,政党的反对之声不再是奥斯曼帝国专制主义时期所谓

的新奇事物,而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很普通的民主话语符号。

随后, 1936年伊拉克发生了西德基政变。 1941年后伊拉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系列事

件对伊拉克政党政治产生了震荡性冲击。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统治后期 ( 1945年到 1958年 )的政党

政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摄政王实行 /自由化0的政策使政党发展具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1945年 12月 27日,

摄政王阿卜杜#伊拉实行 /自由化0政策。伊拉克政府允许成立政党, 颁布新的选举法, 改善社会保

障与就业,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行 /开放 0的民主政治等»。摄政王说: /没有政党与民众组织, 国家

不可能正常运行。0¼这一发言竟然使许多政党领导人感到惊讶,因为当时的伊拉克政治虽然不是独

裁专制,也不是一种宽松的民主政治氛围。1946年 2月 23日,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陶菲克 #苏韦迪

出任首相。新内阁取消新闻检查,允许公共集会,关闭关押政治反对派的集中营,进行经济改革等。

伊拉克政党运动再次兴起。

二是政党主张各异,观点不同,在各阶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陶菲克新政府批准成立的政党有:

主张泛阿拉伯主义,不太关心社会经济改革的独立党;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土地改革,取消垄断,改善

财富分配状况的民族民主党;支持政府改革的自由党;伊共支持的人民党与民族联盟党,成员多半是

犹太人、基督徒和什叶派教徒。以上政党大都人数不多, 在城乡上层群众中产生影响,对下层群众具

有较大的吸引力 ½。

三是政党行为已经影响到伊拉克政府的决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 5朴茨茅斯协

定 6。1948年 1月 15日,英国与伊拉克商议签署 5朴次茅斯协定6, 次日伊拉克发生了得到各政党支

持的游行示威。有的政党称该协定是 /国家的灾难,,谈判代表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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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意志,民众应该拒绝并抵制它 0¹。1948年 1月 21日,摄政王要求各政党领导人到王宫开会。

他们在会议上批评政府精英,包括哈希姆王室。民族民主党的卡米勒 #查迪利基向摄政王抱怨说:

/民众想立即拥有宪法 0,以及 /新闻、结社与自由发表意见 0的权利º。最终摄政王在电台向示威群

众作出聆听并重视群众呼声的承诺。二是迫使首相萨利赫#贾布尔 ( Sa lih al- Jabr)下台。1948年 1

月,得到英国支持的伊拉克首相萨利赫#贾布尔 ( Salih al- Jabr)从英国回到巴格达,并在议会面前

宣布他所签署的 5朴茨茅斯条约 6仍然有效。1月 27日,巴格达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与示威游行, 要

求萨利赫 #贾布尔自动辞职。萨利赫 #贾布尔要求政府派出警察镇压示威群众,遭到摄政王拒绝。

他被迫提交辞呈,随后逃往其部族控制区。几天后, 5朴茨茅斯条约 6被否决, 伊拉克政党取得了胜

利»。三是摄政王对政党改革意见的重视。 1952年, 伊拉克反对党利用内阁换届的机会, 向摄政王

提交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 包括限制国家元首的权力。这些政治要求都刊登在各政党的党报上。其

中一些提议对哈希姆王朝颇具挑衅性,如修改伊拉克宪法, 国王停止干预政府事务。有的政党抱怨

伊拉克民众生活水平低下, 经济停滞,被剥夺了民主权利,指责现政府与英国利益联系甚密。有的政

党将矛头直接对准摄政王本身, 认为他干预政府决策,剥夺了政府的权力¼。摄政王承认政党建议对

于伊拉克民主改革的必要意义,欢迎公众个人与组织就这一话题献计献策½。

政党和政党体系在政治体制中既起着被动作用,也起着主动作用。以上伊拉克政党的行为是君

主制时期反对党与哈希姆王朝关系的缩影,政党已经对伊拉克民主政治生活产生影响, 甚至改变当

局的决策,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可以说, 君主制时期的伊拉克政党是民众向政府传达意见与要

求的有效渠道。伊拉克政党的所作所为, 使伊拉克民众的观念中有了 /反对、抗议 0政府的民主理念。

伊拉克政党体系还影响到民众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它们开始作为可接受的、合法的政治尝试逐渐

进入了伊拉克公共意识与民主政治视野。尽管如此,伊拉克政党的政治参与并不理想,高水平的政

治参与与低水平的政党制度经常导致伊拉克政治系统的紊乱和暴力。伊拉克政党大多数持反英立

场,政党行为经常受到英国的掣肘。 1922年 8月 19日, 内阁辞职。英国高级专员珀西 #考克斯

( Percy Cox)掌控了伊拉克政府并立即关闭了两党总部,领导人被驱逐。此外,伊拉克国内政变频繁、

首相专权与军人当政使得伊拉克的政党参与往往半途而废, 取缔、宣布政党非法成为伊拉克政治结

构的常态,有时成为首相独裁的工具,这也是哈希姆王朝 /民主实践 0的致命缺陷。

三、议会生活的变迁

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 /民主实践 0还表现在议会生活的变迁。在君主制民族主义时代, 伊拉克采

取了以英国政治体系为模本的议会制度。 1924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基本法,允许国民有自由表达、出

版、集会以及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加入政党的权利。自从 1924年 2月伊拉克国民议会成立以来, 议

会生活成为伊拉克君主制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议会主要包括民众选举的下议院、君主任命的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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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但后者的人数不能超过前者人数的 1 /4。国民议员的任职时间也做了限制。 1924年到 1958年

间,伊拉克国民议会经过选举产生的 16个议员中, 仅有 4人任期满 4年。1924年国民议会通过的

5基本法 6授予议会的职权与西方的议会并没有多大区别。

一般来说,议会制国家要想做到政局稳定,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一党制

(包括一党独大 )或两党制,最大限度减少因政见不合而导致解散政府的情况;二是具有稳定的文官

体系, 以确保即使政府倒台行政体系仍能正常运转。这两点伊拉克都不具备。 1921) 1958年间, 议

会对内阁的提案都言听计从。伊拉克议会对政治决策影响有限,在政治进程中表现得既软弱又没有

效率。其原因有三:第一, 首相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大权独揽, 削弱了议会的权力。根据伊拉克

宪法草案,伊拉克将实行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在民主化土壤不成熟的伊拉克移植这种政治制度,

很容易导致 /首相独裁 0的问题。执政党的党魁一旦成为首相,就充分利用解散议会与其他手段建立

自己的独裁统治,排斥其他党派。亚辛在 1936年兄弟党第二次执政后, 对其他党派进行镇压的同

时,还取消兄弟党自身 ¹。这样造成议会成为政府的橡皮图章, 议员的选举基本由政府操纵。议会没

有批准预算,咨询内阁等权力。第二, 伊拉克的社会结构以部族为主, 国民议会成员中的部族首领

1 /3为文盲,他们对议会讨论的内容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他们通常是由内阁与王室商量扶植的候

选人,政府与皇室喜欢挑选较容易应付、懦弱无知的议员。他们一旦任职会无条件服从政府的提议,

成为政府的应声虫。第三,英国的干预。从伊拉克君主制民族主义开始, 英国就害怕议会里的反英

议员闹事º。英国本来同意伊拉克在 1924年成立国民议会,认为后者可能是英国可驯服的工具»。

当国民议会反对伊拉克政府签署 5英伊协定6时,英国高级专员愤怒地冲进议会大厅,发出最后通牒:

或者通过5英伊协定6或者解散国民议会。在 1921) 1932年委任统治期间, 英国驻伊拉克专员不断

干预议会事务,压制议员的决议,并以解散议会相威胁。

尽管如此,与伊拉克后来的政治现实相比,哈希姆王朝的议会制度还是有其先进的一面。在复

兴党统治时期,伊拉克议会大多处于解散状态, 偶尔存在一段时间也是一种点缀。议会完全成为共

和国总统的工具。但在君主制民族主义时期, 议会的地位还是得到政治精英的重视。作为哈希姆王

朝 /民主实践 0的一部分,伊拉克议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国民议员反对英国的坚决态度。 1924年,在国民议会开幕式上, 费萨尔一世颂扬了民主的

好处,并向议员们指出伊斯兰法就是建立在 /协商0 ( consu ltat ion)基础之上的,鼓励他们批准宪法, 为

议会设定选举程序。新选举的国民议员接受了挑战,即使在英国控制伊拉克期间, 这些议员仍然驳

斥 5英伊协定 6,拒绝屈服于英国的威胁。议会陷入长达两个月的公开、激烈的讨论 ¼。甚至在 69名

议员被捕、英国威胁解散议会的情况下,其投票结果也不理想,其中 37人投赞成票、24人投反对票、8

人弃权 ½。

二是伊拉克国民议员在发表意见时的积极主动精神。国民议会是伊拉克民主生活走上正轨的一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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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但在英国的干预下,伊拉克政府通过影响选举进程削弱了议会的功能。但这并不等于伊拉克议会

讨论都是异口同声,一些议员经常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他们耐心等待政府的答复。

三是政党在议会中占据一席之地, 监视政府工作。为保证亲政府人员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哈希姆政府操纵着议会选举进程。但政府在通过议案时经常遭到议员反对, 这就意味着议会中的反

对派通过煽动公众的情绪, 推动内阁的更迭¹。反对派还能对政治精英们产生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

政策。君主制时期的议会讨论充满了反英氛围,哈希姆王室被攻击为英国的铁杆盟友。议会还无情

地批评首相,其决策被讽刺为 /对政府事务的突发奇想, 异想天开 0。即使是被称为令人恐怖的 /强

人 0首相努里#赛义德也被议员谩骂为 /恐怖主义的作恶者 0。他任首相的时代被命名为 /复仇文化

的大灾难0º。实际上议员对首相以及部长的口头攻击成为议会的家常便饭。

以上行为表现了君主制时期议会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政治精英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精

神。至少可以说,政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乐意聆听议会中反对派的意见, 甚至作出某种妥协。

四、/民主实践 0的失败

1958年 7月 14日,以卡塞姆为首的 /自由军官组织 0发动政变, 推翻了伊拉克哈希姆王朝。/ 7

月 14日革命0宣告了伊拉克君主制王朝 /民主实践0的失败,开启了伊拉克共和政治与民族主义的新

时代。失败的原因如下。

第一,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正如有学者指出,民主政府要能够生存, 就必须具

有合法性。合法性就是公民对政府的普遍认同»。而对于哈希姆王朝来说, /认同性 0危机与合法性

是建立伊拉克国家时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一方面, 王朝的建立者费萨尔是来自汉志谢里夫家族侯赛

因的第三子,他在伊拉克并没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支持力量, 只是凭借圣裔的宗教魅力在伊拉克

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军官和游牧民中产生吸引力。但原先认同于部落、地区或其他团体的人必然是

哈希姆王朝的第一批公民, 他们的忠诚对象不会轻易、快速或自动地发生改变。另一方面, 在君主制

民族主义期间,哈希姆王朝的合法性一直受到各种民族主义的挑战。伊拉克政局不稳,内阁变动频

繁,往往是通过非法手段。 1932年 11月到 1941年 5月共有 16届内阁执政,每届平均寿命仅 6个半

月。军事政变成为夺取政权的主要方式, 仅 1936年到 1941年,伊拉克就发生了 6次政变 ¼。

第二,部族主义的传统和现实也是伊拉克哈希姆王朝 /民主实践0失败的客观原因。民主所必需

的是某种模式的公民文化、态度与行为的确立 ½。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指出:种种事例表明, 文化因

素和发展及稳定的民主制之间有一种更为宽泛的联系。就当时的社会构成来讲, 传统的农民、游牧

或半游牧民的部族民众是伊拉克社会的主要构成文化元素。有学者明确指出,部族主义的出现使得

民族整合的任务比起西方来要艰巨得多 ¾。伊拉克首任国王费萨尔曾经说: 伊拉克 /部族拒绝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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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要求,只对部族首领的野心与利益感兴趣0¹。尽管费萨尔的话反映了自己治国无方的无奈,

但这句话也贴切地概括了伊拉克当时即已存在、以后将继续延伸的部族文化结构和特点。

第三,伊拉克是一种 /亚0国家形态,即民族 (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 )、教派 (逊尼派和什叶派 )和

部族的归属情结超越于统一的伊拉克国家集体认同。一般来说,具有相当的文化同质性的国家, 即

文化冲突程度较低或者不存在,极有可能发展和延续民主的政治制度;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亚文

化的严重分化与冲突,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º。哈希姆王朝时期,伊拉克国家教育突出强调民族

主义和世俗化,试图通过建立军队, 完善国家机器, 加强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认同, 但是收效甚微。

其最终结果是军人干政、政变频繁, 成为中东政治中的又一乱局。正由于伊拉克存在如此相互重叠

的多重政治认同才使得伊拉克国家整合文化力量涣散。

第四,尽管伊拉克哈希姆王朝自始至终存在着民主的迹象,但独裁政治也在与日俱增。 1941年

4月,以伊拉克的 /金方阵 0»  
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在德国的支持下, 发动一场军事政变, 二战期间被

伊拉克政府亲英派 (主要是铁腕人物努里首相 )相继处死。这一事件使得哈希姆王室已经成为民族

主义的敌人。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 非民主国家的政府或多或少都拥有对其公民的无限权

力。而哈希姆王朝想要在民主政治与无限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点,其结果就是政治利益的底线一旦被

冲破, 王室便会抛弃民主的面纱,用不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 1952年伊拉克发生民众起义,哈希姆王

朝立即成立军政府,颁布戒严令、解散所有政党,实行新闻检查。大批人士遭到逮捕。

第五, /民主实践0的失败与伊拉克处于前工业化的、传统的农业经济,家庭和部族的社会文化背

景相关。美国国际政治大师亨廷顿曾经说过, 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

关性。研究民主的顶级人物李普赛特也指出,有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巨

大的积极作用。哈希姆王朝治理下的伊拉克社会, 教育和收入水平都很低, 大多数人还在为生存而

斗争。例如,在 1939) 1947年间, 伊拉克人生活水平下降, 天气干旱, 瘟疫盛行。 1948年初,伊拉克

国内食品短缺严重,而政府却无能解决民生。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准使得哈希姆王朝的政治精英们,

经常感到政治与经济的存续与发展有赖于坚强的领导人,他们按其所认为的真正需要来决定民主的

发展程度,而不是直接根据大众的需求。

[本文作者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 马新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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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United K ingdom fundamentally reform ed its policy tow ards Europe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Failing to recognize the irreversib ility o f the structural rift o f the trad itional marke,t N ew Zea land

government exerted nearly all its streng th in w inn ing back the Br itishm arketwh ile itsma in efforts shou ld be

allocated to get independent and restructure its domestic economy. Consequently, New Zealand, caused by

both externa l and interna l factors, fell into a serious econom ic and soc ial crisis.

The Democratic Practice of IraqiHashem iteM onarchy

H an Zh ib in

A popular v iew po int is h ighlighted present ly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academ ia that an authoritarian

po litical culture has prevailed in Iraq w hich has no democratic traditions or pract ice in its history. Iraq is

histo rically dep icted as a continuation o f authoritarian ism w ith its po lit ical mob ilizat ion re lying on the

conso lida tion and reinforcem ent of centra l autho rity. State organ izat ions are a too l to ag itate masses in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A ctua lly w ith them ere focus on Iraq since 1958, the scho lars have ignored the

histo rical rea lity o f theH ashem ite monarchy from 1921 to 1958. In the form of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po litics and the v icissitude of the counc i,l the democra tic pract ice of the Hashem ite monarch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raq, though it comes to noth ing w ith the term ina tion of the monarchy.

TheNationalistM ovement of the Awam i League of

Bangladesh and Its Significance

Zhang Sh ijun

A fter the estab lishment o f the Aw am i League led by She ikh M u jibur Rahman, the Aw am i League

cla imed Benga lps self2government and deve loped a series of the nationalistic movement for Bengalps self2

government in the later actions o f Language M ovem en,t Six Programs, Parliamentary E lection and

Governmen tps Formation, and deve loped the nationalist ic movement for Benga lps self2governm ent into the

nat 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the estab lishment o f the state of Benga.l Eventua lly, an independen,t

sovere ign R epublic o f Bang ladesh w as estab lished through armed struggle. In the process, the Nat iona listic

movement o f theAw am i League has played a key ro le as the enlightener, leader and imp lem 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