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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政治研究  

 

海湾地区“什叶派新月带”兴起的宗教政治影响＊ 
 

汪  波 
 

摘  要：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解除了伊拉克对伊朗什叶派神权政

府的多年遏制，还使得伊拉克什叶派在战后政治重建中逐步占据了政治主导地位。随着伊朗什叶派政权

和伊拉克什叶派势力的联系日益加强，他们已在海湾地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什叶派宗教政治势力。在其

影响下，周边其他逊尼派国家内部的什叶派民众纷纷要求扩大政治权力，逊尼派君主制国家政府也感到

了什叶派神权思想反对君主制度的严峻压力。目前，正在日益兴起并标志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第二阶段的

“什叶派新月带”，已经改变了海湾地区什叶派长期遭受逊尼派压制的传统局面，并直接关系到拥有世界

最大石油资源的海湾地区的安全秩序和政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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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欧盟 21 世纪初的中东战略研究》（05JJDGJW045）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重点

学科 B702 项目资助。 

 

在伊拉克战争带来的诸多影响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战争的结果打破了海湾地区伊斯兰

两大教派之间原来的势力结构关系。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势

力的兴起，不但解除了逊尼派势力多年来对伊朗什叶派宗教和政治势力扩张的遏制，而且还为伊

朗什叶派和正在获得国家主导政治地位的伊拉克什叶派联合成为一种新的势力提供了机会，从而

彻底改变了海湾地区什叶派传统上受制于逊尼派的劣势地位。对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2004

年 12 月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明确提出海湾地区正在兴起一个“什叶派新月带”。
[1]
 从目

前的情况看，这个“什叶派新月带”不仅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已经开始对其周围的国家在宗教和

政治上产生影响。鉴于什叶派严格的教义和强烈的神权政治倾向，其势力的兴起必将深刻影响到

海湾地区未来的宗派关系和政治发展趋势，并直接决定着这个世界主要产油地区的安全秩序。而

海湾地区的安全不仅涉及到这个地区本身，而且还关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对于海湾地区“什叶派新月带”兴起的宗教和政治影响，理应给予

密切关注。 

 

一、伊拉克战后什叶派势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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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什叶派势力兴起的根本原因，是代表逊尼派势力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

这一发展不但彻底消除了伊拉克对伊朗什叶派的长期遏制，而且让伊拉克占据人口多数但长期受

到逊尼派压制的什叶派得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并通过参与临时政府以及地方和全国性选举而

最终获得了国家政治主导地位。特别是 2005 年 12 月 15 日伊拉克全国议会选举之后，伊拉克什叶

派基本确定了其在新政府和议会中的绝对优势。伊拉克什叶派取得的政治胜利，标志着他们从长

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逊尼派那里夺取了政治权力，彻底改变了他们多年来所处的被压制地位。从整

个中东地区来看，则意味着穆斯林世界中仅占人数 10%的什叶派，开始摆脱他们多年来的绝对弱

势地位，在海湾最强大的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占据了政治主导地位。随着伊朗什叶派神权政府

和伊拉克什叶派势力联系的不断加强，一个逊尼派决不愿意看到的“什叶派新月带”开始在海湾

地区出现。 

伊拉克什叶派意识形态的基础，是 20 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建立的达瓦党（Dawa Party）的政治

思想。当时，伊拉克民众不满英国二十年代设立的立宪君主制，要求政治变革的风潮不断加强。

在这种背景下，达瓦党提出了一套什叶派的乌托邦理想，和当时在伊拉克已经具有广泛影响的逊

尼派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思想意识进行对抗。在政治观念上，达瓦党强调只有什叶派的宗教法

则才能提供真正的社会正义，因此必须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具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什叶派伊斯兰共和

国。同时还提出，由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组成一个特殊团体，按照伊斯兰法律来协商解决国家的

政治问题。另外他们还设想按照什叶派的宗教方式，来处理伊拉克由于大量石油财富和城市化而

带来的社会快速变革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达瓦党的观点主要是“对伊斯兰的传统主义进行重

新包装，并用斯大林风格的模式和政党纪律来加以巩固”
 [2]22

。 

然而，1968 年伊拉克逊尼派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哈桑•巴克尔领导的政变中取得了政权，

并从 70 年代开始打击和镇压什叶派的达瓦党。1980 年，萨达姆明确宣布：所有加入什叶派达瓦

党的人都将被处死。结果，达瓦党领导人被迫逃离伊拉克流亡海外，什叶派信徒则成为伊拉克没

有政治权力的多数教派。直到 2003 年 4 月 9 日逊尼派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势力才重

新兴起。为了夺取国家政治权力，伊拉克什叶派最具权威的领导人阿亚图拉希斯塔尼呼吁全国什

叶派势力联合起来展开斗争。2003 年底，希斯塔尼还亲自领导什叶派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进

行全国选举，通过什叶派占据的人口多数来赢得政权。 

什叶派在伊拉克获得政治权力的转折点是 2005 年 1 月 30 日的省级选举。这次选举中，什叶

派各宗教政党响应希斯塔尼的号召，形成为统一的联合伊拉克阵线。在这个联合阵线中，核心力

量是以达瓦党为基础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这个组织主要是当年那些被萨达姆镇压而流

亡的什叶派宗教活动家于 1982 年在伊朗成立的。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

的领导者们回到伊拉克，并在什叶派聚集的地区积极展开基层组织工作。他们在什叶派集中的伊

拉克南方地区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开办了政治办事处，他们在各省的政党领导人也得到了民众的普

遍支持。同时，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还建立了准军事武装巴德尔旅（TNR），这支部队曾经

接受过伊朗革命卫队的训练，并在两伊战争中和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打过多年的仗。当

伊拉克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陷入混乱的时候，巴德尔旅为南方地区的什叶派村庄维护安全，并参

与制止中部和北部省份的暴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欢迎。另外，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的领

导人还和什叶派知识分子以及商业界人士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得到伊拉克什叶派资产阶级

的拥护。 

2005 年 1 月的选举中，什叶派宗教联盟在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的领导下，赢得了伊拉

克 18 个省中包括巴格达省在内的 11 个省。接着，他们又通过各省的国民会议，选举什叶派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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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担任省长和副省长。作为什叶派政治力量的核心，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目前已经发展成

为伊拉克地方政治运动的主要力量，并且得到了什叶派民众的大力支持。在 2005 年 12 月 15 日的

议会大选中，什叶派宗教政党再次结成联盟，并且还增加了萨德尔领导的年轻的什叶派民族主义

教士团体。结果，什叶派宗教政党的“团结联盟”在大选中再次获胜，赢得了 275 个议席中的 128

席，确保了其在伊拉克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尽管伊拉克逊尼派政治势力对于什叶派的兴起极为不

满，但这已经无法改变什叶派在伊拉克获得的政治权力。 

 

二、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影响的外溢 
 
什叶派在伊拉克战争后摆脱了长期遭受的压制，并通过大选获得国家主导政治权力的事实，

必然对其周边国家以及整个海湾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在伊拉克什叶派取得胜利的鼓舞下，海湾地

区那些处于逊尼派君主制度国家内部的什叶派，也开始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提出更多的政治要

求。由于什叶派一贯反对阿拉伯国家目前广泛存在的君主制度，要求建立具有神权政治色彩的统

一国家，因而对海湾地区的君主国家政权也构成了很大压力。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伊拉克周围

邻国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什叶派民众，纷纷采取各种手段来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伊拉克战争前，

逊尼派政治势力在伊斯兰世界中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东地区大多数国家政权都掌握在逊尼

派手中。在这些国家中，有逊尼派领导的世俗化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也有逊尼派占主体的君主国

家沙特阿拉伯和约旦以及其他一些海湾国家、还有逊尼派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以及马龙派基督徒和

逊尼派联合领导的黎巴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逊尼派主导的伊拉克曾经是一个防止伊朗什叶派

和霍梅尼思想向外扩张的缓冲区。尤其是海湾地区那些君主国家，都极为担心霍梅尼提出的伊斯

兰和君主制无法统一的观点，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 

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新兴什叶派和伊朗什叶派政权联合起来形成的强大势力，首先直接影

响到与伊拉克紧密相邻的约旦。作为一个人口仅 500 万的小国，约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希

姆王朝在英国支持下，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之间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约旦大多数人口是生活在

约旦河东岸的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然而，联合国近年来对伊拉

克的制裁，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对什叶派的镇压，再加上 2003 年美军入侵以后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已经造成大约 50 万伊拉克什叶派居民逃入约旦，成为政治和经济难民。现在，这些什叶派居民已

经构成约旦人口的 10%，并发展成约旦国内一个主要种族团体。“随着什叶派在伊拉克取得主导政

治权力，约旦的什叶派政治团体也开始向他们的政府提出新的政治要求”
[3]
 。 

和约旦相比，沙特阿拉伯更为担心的是什叶派反对君主制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沙特王室

一直和逊尼派保持着密切关系。沙特人大多属于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派，他们反对什叶派，经常把

什叶派和其他穆斯林派别称为“非信徒”。出于对伊朗什叶派宗教政权的反对，沙特曾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极力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战争。因此，沙特和伊朗的关系直到 90 年代后期都很糟糕。在

沙特国内，什叶派占人口的 10%，他们大多居住在具有战略地位的艾撒省东部。这儿是沙特的主

要石油产地，当地从事石油开采工作的大多是什叶派居民。沙特的什叶派多年来一直受到压制，

他们不能在公开场合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在信仰上，沙特的什叶派大都追随伊拉克圣城纳杰夫

的希斯塔尼。在沙特政府看来，什叶派所效忠的是希斯塔尼，而不是沙特王室政权。 

随着伊拉克战后什叶派的兴起和影响不断扩大，沙特也开始出现威胁到国家统一的什叶派宗

派分离主义情绪，这使得沙特王室政府深感不安。2005 年 9 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纽约外交

关系理事会上曾明确表达过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他指出：美国和沙特“在伊拉克被赶出科威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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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共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阻止伊朗插手伊拉克。但现在，美国为了建立民主，却把整个伊拉克

让给了伊朗。”
 [4]

 费萨尔的讲话立刻遭到伊拉克内政部长贾巴尔的猛烈反击。贾巴尔声称，沙特

这个绝对君主国家根本没有资格来教导伊拉克有关民主的问题。他还强调：“伊拉克是一个创造文

明的国家，不需要听取那些骑在骆驼背上的贝都因人的建议。”
 [5]

 贾巴尔的讲话使伊拉克和沙特

的关系再次降到冰点，两国间的争吵也反映出伊拉克周边国家对什叶派势力在这个地区扩大感到

的担忧。 

除了约旦和沙特外，什叶派在伊拉克获得的政治权力还影响到巴林的政治稳定。巴林是一个

逊尼派王朝已经统治了两个多世纪的国家。在这个只有 45 万人口的岛国中，约有一半人口是外籍

劳工。1979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占巴林人口三分之二的什叶派开始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巴林已经多次出现什叶派要求扩大权力的政治运动和秘密警察的镇压行动。

2002 年，巴林国王哈马德亲自主持了共有 40 个席位的下议院选举。同时，国王还直接指派上议

院议员和首相，并规定上议院可以推翻下议院的决议。国王对议会权力的限制，使得什叶派政治

家们深为不满。尽管什叶派发动了一场抵制选举的政治运动，但下议院最终还是落在逊尼派的控

制之下。 

伊拉克战争后，巴林的什叶派在伊拉克什叶派胜利的影响下，开始争取充分自主的议会选举

权。同时，他们的要求还得到了伊拉克什叶派领袖希斯塔尼的支持。在信仰上，巴林的什叶派主

要属于“传统主义者”（Akhbaris），他们绝对遵从阿亚图拉的教导，相信《古兰经》和其他经文

是信徒行动的指导。在教派归属上，“传统主义者”是一个少数教派，但它属于在伊拉克和伊朗占

主导地位的伊斯兰第二大神学学派“理性主义者”（Usuli School）。巴林的传统主义派信徒同样也

追随伊拉克的希斯塔尼。他们相信希斯塔尼强调的“一人一票的选举，不仅符合什叶派的法律，

而且也表达了他们希望多一些民主权利和少一些君主专制的愿望”。
[9]25

随着什叶派在伊拉克大选

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巴林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也更加充满希望。他们表示，伊拉克政权的改变

和希斯塔尼所支持的什叶派民主政治的兴起，将鼓励他们加倍努力通过选举来实现一个他们可以

主导的主权议会。 

 

三、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合流带来的第二阶段伊斯兰革命 
 

什叶派势力在海湾地区兴起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伊朗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爆发的伊斯兰革

命，但其范围仅限于伊朗国内。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在伊朗建立了一个宗教教士领导的什叶派神权

政府，并且提出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基本国策。根据这项政策，伊朗一方

面在国内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同时还积极向外输出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伊朗的神权观念明确

反对伊斯兰国家的君主体制，试图在整个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实现伊斯兰革命建立神权政治的

目标。伊朗什叶派势力的扩张态势，自然立刻受到了海湾地区所有逊尼派国家政府的抵制。从 1980

年开始，伊拉克代表逊尼派势力对伊朗进行的为期八年的战争，就是为了打击伊朗的什叶派原教

旨主义势力，阻止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对伊拉克和海湾地区其他君主国家产生影响。当时，包括沙

特和约旦在内的海湾国家以及美国政府，都积极支持萨达姆政府的行动。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

伊朗的什叶派势力受到了严重打击，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影响也被牢牢限制在伊朗国内。 

2003 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这一结果不仅消除了萨达姆政权所代表

的逊尼派势力对伊朗的遏制，而且还消除了伊拉克国内逊尼派对占据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的长期统

治。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和伊斯兰教派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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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被孤立的伊朗再度成为这个地区的最主要大国，并开始和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

权进行密切接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在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朗的什叶派势力重新获得了向

外扩大和施加影响的机会，从而标志着什叶派第二阶段伊斯兰革命的开始。在历史上，伊朗与伊

拉克什叶派之间本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伊拉克什叶派的九大家族除萨德尔家族外都起源于

伊朗境内，并在反抗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得到过伊朗的支持。目前伊拉克什叶派主要政治力量达

瓦党和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也和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伊拉克什叶派最

高领袖希斯塔尼本人就出生于伊朗。因此，当什叶派在伊拉克全国选举中获胜的时候，伊朗反而

被视为伊拉克战争后在宗教和政治上最大的赢家。 

随着伊朗什叶派政权和伊拉克什叶派势力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特别是伊拉克什叶派在战后

政治重建中逐步占据主导性政治地位，什叶派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不断加强。在沙特，王室政府

在伊拉克政权垮台后，明确感到失去了一个对抗什叶派势力影响的重要盟友。伊拉克战争前，沙

特曾积极支持伊拉克遏制伊朗，法赫德国王甚至把萨达姆称为“兄弟”。面对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什

叶派取代逊尼派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事实，沙特一贯反对什叶派的主要教派瓦哈比派，“只能咬牙

切齿地眼看着在达瓦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开始在伊拉克执掌政权”
[6]5

。 

在约旦，哈希姆王朝本来就对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感到不安。它的一边是相互对抗的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巴以之间的长期冲突已经使约旦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而现在，随着伊拉克政权的改变，

约旦政府不得不开始在另一边面对伊拉克什叶派所代表的另一种更加严峻的压力。在巴林，哈马

德国王领导的逊尼派政权也明显感受到伊朗和伊拉克什叶派势力所带来的宗教政治影响。在伊拉

克什叶派的影响下，巴林国内的什叶派民众正在表现出一种活跃的迹象。这些民众感觉到：“他们

从美国小布什政府和阿亚图拉希斯塔尼那里获得的信息表明，可以通过赢得议会选举来实现什叶

派合法的政治目标。”
[7]
 在黎巴嫩，当地的什叶派民众在伊拉克盟友的支持下，依靠人口上占据

的多数和军事化的真主党，正在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这一系列发展表明，1979 年伊朗爆发的什叶派伊斯兰革命，正在进入向外扩展的第二个发展

阶段。第一阶段中，什叶派教士首次在伊朗获得了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并且用什叶派的宗教法律

取代了世俗的法律。当时，霍梅尼主义者就希望把这种制度扩大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然而，让他

们失望的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并不希望接受他们的神权制度。2003 年伊拉克战争前，伊朗的霍梅

尼主义在阿拉伯世界中一直受到遏制，只是通过极端主义的真主党在黎巴嫩获得了一些影响。如

今，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和什叶派宗教政党在伊拉克大选中获得政权，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

的观念，已经开始直接影响到伊拉克政府的政策和新宪法的制订，霍梅尼的思想终于有了发挥影

响的机会。 

当前，随着扩大什叶派影响的第二阶段伊斯兰革命的展开，以伊朗为核心的伊斯兰“什叶派

力量”正在海湾地区迅速兴起，大有建立联盟与异教徒对抗之势。在这个背景下，伊朗的核计划

及其对以色列发表的强硬言论，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后，随着什叶派势力的发展和

扩大，伊朗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也会大大增强。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敢于和美国直接对抗，主要

正是得力于海湾地区兴起的什叶派势力。多年来，伊朗一直以建立伊斯兰世界为己任，并与中东

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穆斯林兄弟会”、“真主党”、“哈马斯”和“杰哈德”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如

今，伊朗在中东地区什叶派政治力量中占据的核心地位，再加上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什叶派穆

斯林的广泛支持，已经成为它和美国进行博弈的重要筹码。事实表明，海湾地区逊尼派压制什叶

派的传统关系，已经随着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兴起被彻底打破。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引

发的这场伊斯兰宗派势力关系变革，将使海湾地区的宗教政治地理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并将对阿

拉伯世界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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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Rising   

“Shiite Crescent” in the Gulf Region 
 

WANG  Bo 
 

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 the overthrow of the Saddam regime in the Iraq War has not 
only released the Iranian theocrat regime from the containment of the Iraqi Sunni government, but also 
led to the Iraqi Shiites to win the dominant political position in the post-war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ranian and Iraqi Shiites strengthened, a strong Shiit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force is appearing in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force, the Shiite people 
in the surrounding Sunni nations also begin to require for more political right, and the monarchy nations 
in this region are feeling the serious pressure from the Shiite theocrat thought that publicly oppose the 
monarchy system. Recently, the formation of the “Shiite Crescent” representing the second period of the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 has broken the traditional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Sunny and Shiite and is 
directly affecting the security order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the area 
possesses the richest oil resourc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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