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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2月 13日,伊拉克选举结果正式揭晓,

具有什叶派背景的/伊拉克团结联盟0获得 48%的

选票,遥遥领先于其他参选联盟,什叶派主政伊拉克

已成定局。作为占全国人口 60%的一个教派, 什叶

派的崛起对于伊拉克、整个中东,乃至美国究竟意味

着什么,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伊拉克国内矛盾盘根错节,其中相当部分与什

叶派有关。因此什叶派在政治上崛起/牵一发而动

全身0,使国内矛盾进一步浮现, 由此增加了伊拉克

政局的变数。首先, 什叶派内部政治统合难度加大。

在伊拉克政治中,什叶派通常被视为一支整体力量,

实则不然。从此次什叶派参选政党的政治纲领看,

其内部政见分歧十分明显。西斯塔尼支持的/伊拉

克团结联盟0富于伊斯兰和民族主义色彩,而阿拉维

领导的/伊拉克人党0的政策则更为世俗温和。另

外,什叶派组建政党联盟主要是竞选需要,但其内部

并非铁板一块。以/伊拉克团结联盟0为例, 哈基姆

领导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0主张联邦制

和多党民主,反对伊朗模式,而/达瓦党0则对神权政

体推崇有加。另外, 世俗派对西斯塔尼将 40%席位

分配给宗教政党深感不满, 若干世俗政党甚至曾以

退出联盟相威胁。总的来看, 什叶派内部在确立宗

教地位、对待前复兴党人、美军驻留等问题上分歧甚

大。这种分歧使之很难推行一条统一路线。

伊拉克大选后, 随着传统色彩浓厚的/伊拉克团

结联盟0胜出,它的一些基本主张如强调/主权、统一

和伊斯兰身份0、排斥前复兴党人、尽快结束美军占

领等, 可能成为未来政策的主流。什叶派总理候选

人贾法里已表示,希望宗教在该国事务中发挥主要

作用。但是,这种主张很难得到/伊拉克团结联盟0

内的世俗派以及阿拉维亲美力量的认同, 从而可能

会对什叶派主政后的政策起到牵制作用, 使之更趋

现实。例如, 贾法里就说过, 他不希望美军尽早撤

离。这与其主要竞选纲领有很大出入, 但却符合伊

拉克当前的安全需要。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 妥协

让步可能是什叶派真正发挥政治影响的明智选择。

其次,种族、教派隔阂加深。伊拉克逊尼派、什

叶派、库尔德人之间素有隔阂。此次选举实行比例

代表制,本意在于淡化民族、宗教分野, 而许多参选

联盟也力求混合组党,增加代表性。而伊大选非但未

能消弭其民族、宗教政治嫌隙,反而可能使之加剧。

一方面,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敌意增加。伊逊尼

派人口只占全国的 20%, 却一直长期执政, 其政治

优越感明显。因此面对/少数服从多数0的大选, 逊

尼派普遍怀有/数量劣势下的恐惧心理0, 担心在选

举中最终被边缘化。而且,逊尼派由于自己过去曾

对什叶派进行过严厉镇压而担心什叶派/秋后算

账0,因此对大选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一些逊尼派组

织(如穆斯林长老会、伊拉克伊斯兰党)干脆就拒绝

参选。这导致其在选举中惨败: 临时政府总统亚瓦

尔领导的逊尼派政党只获得 5 个席位, 资深政治家

帕沙希干脆一无所获。这种明显与其人口比例不相

称的政治边缘化趋势,使逊尼派对政治/新贵0什叶

派敌意更深。逊尼派一直是反美武装的绝对主力,

除了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0等少数组

织属/外来户0外, 大部分反美武装(如/安萨尔逊尼

军0等)均是不满政治现状的逊尼派起身造反所致。

逊尼派极端分子认为, 什叶派是/宗教异端0,民主选

举是一种/叛教0行为。¹在伊大选后,随着逊尼派与

什叶派权力地位的/主次颠倒0, 这种对什叶派和民

主化的敌对看法进一步盛行。部分/逊尼派至上0分

子不甘臣服于什叶派之下,并可能在反美武装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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唆下走上叛乱之路。¹

另一方面, 库尔德人与什叶派的矛盾可能凸显。

/伊拉克团结联盟0与/库尔德联盟0均是伊大选的既

得利益者。双方在政治重建进程中能否精诚合作,

直接决定着伊拉克民主政治的命运。然而, 库尔德

一直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自 1991年以来, 库

尔德人享有事实上的自治地位。他们担心在阿拉伯

人为主的伊拉克沦为二等公民, º因此一直主张按

加拿大或瑞士模式建立一种/ 弱中央, 强地方0的联

邦政体。另外, 他们还坚决反对神权政体,企图兼并

石油重镇基尔库克。选举结束后, 只占全国人口

20%的库尔德人却获得 25. 7%的选票, 塔拉巴尼还

有望出任总统。加之库尔德人拥有大量军事武装,

因此其政治诉求不容小视。而伊什叶派一直倾向于

加强中央集权, 反对库尔德人自治,并将反对库尔德

人上述计划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纳入/伊

拉克团结联盟0麾下。库什两派在此次大选中同时

胜出并将/同朝共事0, 必会使双方本就根深蒂固的

矛盾台面化, /强强碰撞0不可避免。伊拉克选举已

过去一个半月, 但库什双方因矛盾重重始终未达成

组阁协议,伊拉克政治重建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就整个中东地区而言, 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更

是阿拉伯地区政治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事, 它对中

东地区的影响之大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0。

其一,伊拉克可能由民族认同转向宗教认同, 从

而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走向疏离。身份定位规定着一

个国家内外政策的基调。在萨达姆执政时期, 伊拉

克的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和泛阿拉伯色彩。

这既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有关, 也是逊

尼派掌权的必然结果。什叶派则素来被阿拉伯逊尼

派视为宗教异己而加以排斥。因此,随着什叶派力

量的得势, 他们很可能抛弃逊尼派钟爱的阿拉伯民

族主义,拉开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距离。在什叶派

崛起过程中,什叶派宗教政党是最大的赢家。/伊拉

克团结联盟0中的主要政党/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

委员会0、/达瓦党0以及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都

曾表示,希望增加伊斯兰法在法律中的比重。» 有

媒体认为, 什叶派伊斯兰分子正在塑造一个新的伊

拉克。¼ 因此,作为对放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替代

品,宗教认同可能成为该国新的身份选择。从客观

上看,伊拉克本身也具备滋生、培育宗教情绪的条

件。伊拉克是什叶派的重要发祥地, 什叶派 11名伊

玛目的墓地中有 6个在伊拉克(而伊朗只有 1个)。

其中库法和卡尔巴拉分别是阿里(先知穆罕默德的

女婿,被什叶派视为先知的正统继承人)和阿里之子

侯赛因的殉难地,纳杰夫是阿里陵墓所在地。萨达

姆政权倒台后,什叶派潮水般地涌入圣城,其宗教情

感之狂热出乎意料。因此,什叶派力量的崛起将会

强化伊拉克人的宗教情感,使其宗教文化包括宗教

圣城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伊拉克甚至可能像沙特之

与逊尼派一样,成为什叶派的朝圣中心。

其二,什叶派势力政治版图扩大,并有可能改变

中东政治格局。中东阿拉伯国家一向是逊尼派掌

权,他们与什叶派主政的伊朗基本是水火不容。宗

教教派因此就成了分割政治版图的天然界限。什叶

派在伊拉克主政, 使这种传统地缘环境出现历史性

变局。伊拉克将不可能再承担遏制伊朗的/历史角

色0,相反,由于伊什叶派与伊朗渊源很深,而且伊朗

也一直期盼伊拉克什叶派早日掌权, 即使伊拉克不

建立神权政体,两伊关系也会显著改善。再者, 即使

不会出现逊尼派国家最担心的两伊/什叶派联盟0甚

至地区/什叶派帝国0, ½ 中东地区分散的什叶派地

缘政治版块也将不可避免地连接起来, 由此引发中

东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其三,中东新一轮改革潮将出现。中东国家长

期实行威权统治, 国内民众的民主权益一直受到限

制。什叶派更是长期受压, 处于/二等公民0地位。

因此他们反抗当权者、争取政治权益的呼声最为强

烈。而伊拉克什叶派在政治上的崛起, 无疑将极大

地鼓舞中东其他国家什叶派争取政治权益的斗争,

他们很可能效仿伊拉克, 要求获得更大的公民权。

而中东逊尼派国家担心的, 正是什叶派的这种/政治

觉醒0。¾与此同时, 自 2004年 2月以来,美国把/大

中东计划0作为中东政策的重点。布什继任总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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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终结暴政0的调门升高, 伊拉克大选被其视为

在中东拓展民主的/第一步0。阿拉伯领导人对伊拉

克什叶派即将上台掌权不无担忧,其中又隐含着对

美国输出民主的恐惧。/他们害怕选举具有传染性,

会传播到伊拉克邻近的国家和民族。0 ¹ 因国内有相

当数量的什叶派人口(沙特 15% ,科威特 30% ,阿联

酋 16% ,巴林 65%) ,海湾国家的危机感最为强烈,

它们不愿意伊拉克民主试验成功。阿盟发言人即曾

明确表态说,这种在恶劣安全环境下进行的选举模

式应避免再现。º即便如此, 在伊拉克民主选举的压

力下, 中东国家还是掀起了一场被称为/阿拉伯之

春0的民主改革潮。黎巴嫩爆发/雪松革命0; 沙特进

行首次地方选举;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突然提出修宪,

增加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可以预料,伊拉克大选的

这种示范效应还会进一步扩散。

对于美国而言,什叶派的崛起使其中东政策面

临新的挑战。伊拉克战后,美国悉心推出/大中东计

划0, 把中东民主改造视为保障其中东战略利益的长

远之举。其中, 伊拉克民主化又是关键的一环。然

而,伊传统什叶派的上台,对美国来说或多或少都是

一个挫折,使其不得不重新反省自己的中东政策。

由于对伊朗什叶派政权的坏印象, 美一直不希

望伊拉克什叶派掌权, 并一直想方设法阻止什叶派

主政。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美国煽动伊什叶派

起身反抗萨达姆,但最终又因担心什叶派借机壮大

而听任起义者被残酷镇压。萨达姆倒台后, 美国同

样在制定临时宪法、确立总理人选等问题上一再压

制什叶派。而伊什叶派也与美国貌合神离, 反对美

国占领、恢复国家主权一直是/伊拉克团结联盟0的

重要政治纲领。在此次大选中,巴格达、纳杰夫等地

的什叶派清真寺公开打出了这样的标语: /选举是将

占领者从伊拉克驱逐出去的最佳途径0, »显示出强

烈的反美民族主义色彩。/伊拉克团结联盟0的胜利

以及什叶派影响的上升, 使美国用亲美的阿拉维平

抑传统什叶派的企图最终落空。显然, 亲伊朗什叶

派人士的获胜可能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消极影响。¼

日前, /达瓦党0的什叶派领导人贾法里已被确立为

总理候选人。美国注定将与一个传统什叶派主导的

伊拉克打交道, 其原有对伊政策难以继续。当然, 由

于库尔德人一向亲美且在此次大选中成绩不俗, 这

可能会对什叶派有所牵制, ½但是不能扭转美要与

什叶派主政的伊拉克交往的大势, 美国在伊拉克的

政治处境依然前景模糊,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放眼整个中东, 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逊尼派掌

权的非民主国家。在美国大力鼓吹民主自由的旗号

下,这些国家与美国建立在利益互需之上的传统盟

友关系正在逐渐淡化,并日渐沦为/中东民主化0的

下一轮改造对象, 从而使其现行当权者的政治权益

受到威胁。而当前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民主化进程以

及什叶派势力的借机崛起,已经对逊尼派国家构成

了法理和现实的双重挑战。因而, 中东国家的逊尼

派力量对美国的猜忌之心进一步加重。一些人认

为,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居心叵测。美国关闭伊拉

克反美报纸、要求卡塔尔关闭半岛电视台的行径表

明,它根本容不得中东真正实现民主自由,所谓推动

伊拉克民主化显然是一种伪善。¾一些逊尼派的激

进分子甚至认为, 什叶派崛起是美国在/ 9#110后刻

意制造的阴谋;它从/真正的0伊斯兰手中夺走伊拉

克,然后将其交给什叶派异教徒,其最终目的就是要

借什叶派削弱、征服伊斯兰世界; ¿而伊拉克战争就

是/加强美国和(什叶派)异教徒之间纽带0的证据。

因此,对美国来说,伊拉克大选虽然顺利进行,最终

结果却是什叶派势力崛起以及与其他逊尼派国家的

日益疏远,这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伊拉克什叶派

崛起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究竟会最终产

生何种后果, 则取决于有关各方的互动和相互关系

的建构,需要进一步密切观察。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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