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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与伊朗的教派矛盾透视
文／刘中民

本文责编  吴晓芳
jiaojiao_wu@126.com  010-65265931

10月初，巴林政府在首都麦纳麦发现一个用于制造炸弹的工厂，并
断定该工厂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反叛分子所有，而伊朗则断然否决。这
一事件迅速升级为巴林和伊朗的外交争端，巴林立即召回了驻德黑兰的
大使，而伊朗也宣布驱逐巴林驻伊朗的副大使。巴林和伊朗的外交风波
导致近几年日趋恶化的教派矛盾再度升温，联系到当前伊拉克、叙利亚、
也门不断激化的教派矛盾，巴林或将成为中东教派矛盾的又一热点。

巴林教派问题的由来

巴林人口约120万，其中本国公民占46%。在本国公民中，什叶派约
占70%，逊尼派约占30%，掌权的哈利法家族属于逊尼派。但什叶派在巴
林历史上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是什叶派至今依然占巴林人口多数的
原因。

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与“伊斯兰国”作战
并支持库尔德武装。

从目前来看，土耳其反恐前景将主
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土耳其当局的库
尔德政策，如果土耳其政府坚持放弃此前
的和解政策，那么未来双方爆发新一轮冲
突绝非遥不可及或危言耸听。二是叙利亚
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发展前景，随着俄
美等外部大国对于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
兰国”的倚重和支持，土周边地区库尔德
人实现更多自治或走向事实独立已不可避
免，这势必会对土境内的库尔德人产生影
响。三是“伊斯兰国”的发展前景。“伊
斯兰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
一旦它在国际社会合力打击下失势，不仅
能够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还将大大减少
国际社会对库尔德武装的依赖和支持，并
有助于土耳其解决境内的库尔德问题。但
是，这很可能也意味着土耳其推翻阿萨德
政权、寻求地缘政治和教缘政治平衡努力
的失败。反之则不然。在上述三个因素当
中，即便是土耳其对于库尔德人的政策，
也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影
响，而后两个因素更不会以土当局的意志
为转移。

公开加入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是
土耳其反恐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但这种
转变到底能走多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如果考虑到已有上千名土耳其公民加入了
“伊斯兰国”，而且有关武装分子可以轻
易地以难民身份混入土耳其境内，加入国
际反恐联盟未必等于土耳其已经做好了承
受恐怖报复的准备。就此而言，土耳其在
“伊斯兰国”问题上的政策或许仍存在不
少变数。对土耳其当局来说，中东局势的
剧烈变迁既带来了机遇，更潜藏着极大
风险，只有合理应对，才能通过反恐有效
地维护国家利益与战略安全。任何投机取
巧或一叶障目的短视做法，都可能会陷入
“走火失控”的战略困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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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于7世纪传入巴林，巴
林由此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
但巴林人在教派归属上属于什叶派伊
斯玛仪支派卡尔马特派，长期不满阿
拉伯帝国的统治，甚至在929年攻进麦
加。后来巴林在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打
击下走向灭亡。15世纪末16世纪初，
巴林沦为葡萄牙的殖民据点。1602
年，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萨法维
王朝赶走巴林的葡萄牙殖民者，将其
作为伊朗的一部分，巴林的什叶派得
以不断壮大。当时，巴林与黎巴嫩的
贾巴尔·阿米尔和伊拉克的库法、纳
杰夫一起成为什叶派的重要中心。
1782年，来自卡塔尔东部的逊尼派哈
利法部落征服巴林，终结了什叶派在
巴林的主导地位，什叶派教徒或被杀

或被驱逐，哈利法家族的统治一直延
续至今。19世纪20年代，哈利法家族
曾求助沙特的达瓦思尔部落出兵巴林
驱赶什叶派。1971年，巴林摆脱英国
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总体来说，在巴林追求独立的过
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左
翼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宗教的作用
并不显著。巴林获得独立后，占人口
70%的什叶派对逊尼派王室的歧视性政
策一直存在严重不满。但在1979年伊
朗伊斯兰革命之前，巴林的反对派一
直由世俗派所主导，其中既包括什叶
派，也包括逊尼派。“1979年的伊朗
伊斯兰革命对于巴林和其他海湾国家
的什叶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巴林、科威特和沙特开始出现激进的
什叶派组织。”在此背景下，伊朗的
教士纷纷来到巴林布道；巴林什叶
派反对派人士前往伊朗宗教圣城库姆
神学院学习；在星期五在清真寺举行
的宗教活动中，巴林什叶派开始讨论
就业和社会公正等问题并表达不满情
绪。到20世纪90年代，巴林什叶派反
对派的活动日趋活跃。根据“国际危
机组织”的研究报告，其根本原因在
于国家的威权体制、公民和政治权利
的缺失、停滞的经济以及广泛存在的
针对什叶派的歧视。在什叶派社团看
来，巴林政府是一个代表逊尼派利益
的腐败体制，对什叶派地区的贫困视
而不见。在1994～1998年间，大规模
的游行示威和街头冲突成为巴林社会
的常态，也被称为“1994～1998年大
起义”。逊尼派王室政府对街头抗议
做出了强硬的反应，数千名示威者被
捕，其中一部分反对派的领导人被驱
逐出境。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结
果之一是“宗教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政
治工具”成为抗议运动的特征之一。

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加大
力度推进海湾国家的民主变革。在此

背景下，美国敦促巴林进行以取消歧
视什叶派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但
巴林王室允诺的改革政策并未真正兑
现，导致2004年至2005年巴林再度发
生什叶派反政府抗议和严重的教派冲
突。在巴林王室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和
什叶派抗议浪潮此起彼伏的背景下，
什叶派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得到进一步
发展，但这些组织并没有统一的目标和
组织领导，既有温和的容纳各种什叶派
人士的反对派组织，也有宗教色彩相对
浓厚的反对派组织，其共同点仍在于
要求逊尼派王室取消教派歧视政策，
改善什叶派的社会经济状况。此后，巴
林什叶派的政治抗议一直持续不断。

2011年2月14日，在突尼斯、埃
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大规模民众
抗议浪潮的影响下，巴林爆发了以什
叶派反对派为主体的大规模示威游
行。逊尼派政权对游行示威进行了严
厉镇压，但始终无法控制局面。同年
3月14日，海湾合作委员会决定出兵巴
林，1000名沙特军人和500名阿联酋警
察越境进入巴林，帮助巴林政府镇压
示威群众，才使局面得到初步控制，
但民众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

逊尼派王室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工具

巴林逊尼派政权通过主导和控
制舆论将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朗
支持下的什叶派叛乱”，这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教派冲突话语
的延续。其实在巴林民众抗议浪潮
爆发之初，参与者既包括什叶派，
也包括逊尼派，这在当时抗议者高呼
的“没有逊尼派，没有什叶派，只有
巴林人”的政治口号中得到了具体体
现，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很快就
导致反对派的教派分化，这无疑为巴
林王室利用教派矛盾获取对反对派进

巴林或将成为中东教
派矛盾的又一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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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构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的角度看，
教派矛盾的日益突出
与沙特等国家不断将
教派问题“安全化”
有重要关系。

行镇压的合法性提供了机会。同时，
逊尼派政治组织也不断强调“现政府
的垮台将导致在巴林建立类似伊朗的
神权政体”。

巴林逊尼派政权强调伊朗伊斯兰
革命以来形成的教派冲突，其内在逻
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支持包
括巴林在内的海湾什叶派
革命—镇压什叶派革命亦
即反对伊朗的颠覆—教派
冲突加剧。但事实上，参
加民众抗议浪潮的什叶派
民众并无明确的建立伊朗
式神权的政治目标。2009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
和支持在巴林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什叶
派信徒的比例分别为63%和25%。但政
府对民众抗议的镇压以及事后对抗议
者的清算，如取消参加抗议的什叶派
学生的奖学金，搁置授予学位和就业
歧视等措施，则加剧了什叶派的受害
者心理，导致教派冲突进一步加剧。
巴林政府的教派冲突和“伊朗阴谋
论”的话语，无疑为沙特等外部势力
从捍卫逊尼派整体利益的角度介入巴
林事务提供了依据。在这种背景下，
巴林的内部矛盾逐步演变为以沙特和
伊朗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矛盾，而教派
矛盾则成为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争夺
的外在表现。

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

在沙特看来，什叶派主导的巴林
民众抗议对其国内安全构成了直接威
胁，什叶派一旦在巴林获得成功，将
对沙特东方省长期对政权严重不满的
什叶派产生鼓舞作用，而东方省什叶
派聚集区作为沙特重要的石油产区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事实上，在巴林
什叶派进行抗议期间，沙特的什叶派
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骚乱。在海合

会国家中，除巴林什叶派占绝对多数
外，科威特什叶派占人口的25%左右，
沙特、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的什叶
派人口在5％～15%之间，如果巴林
的什叶派起义蔓延至海合会国家，无
疑将冲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君主
政体的安全和海合会的集体安全。此

外，出于地缘政治
考量，沙特也特别
强调“伊朗是巴林
反对派的背后支持
者，因此必须予以
镇压”，不同意巴
林政府与反对派进
行谈判。因此，国

内什叶派问题、海合会集体安全、遏
制伊朗这三大因素构成了沙特主导海
合会介入巴林事务的主要原因。

从伊朗方面看，尽管巴林和沙
特都把伊朗界定为巴林什叶派起义
的幕后黑手，但伊朗对巴林反对派的
支持主要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迄
今并没有伊朗直接介入巴林什叶派抗
议的证据。在舆论层面，伊朗刻意
从淡化教派关系的角度对阿拉伯国家
的民众抗议浪潮做出反应。伊朗对突
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民众抗
议浪潮予以支持，并从伊斯兰革命的
角度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定性。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之为“伊斯兰
觉醒”，“正在实现伊朗努力奋斗的
目标即清除西方霸权”。2011年3月
2日，在庆祝波斯新年之际，哈梅内
伊表示伊朗坚决支持地区范围内的
起义，伊朗既支持什叶派同伴，也支
持作为穆斯林世界大多数的逊尼派。
在外交层面，伊朗严厉谴责巴林政府
对民众的暴力行动，抗议沙特军队进
入巴林以及美国对这一行动的支持，
但没有做出升级反应尤其是军事上的
反应。即使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都
认为，尽管伊朗的地区影响在不断扩

大，但伊朗并非巴林抗议的发起者。
伊朗对巴林的反应总体上是低调

谨慎的，介入程度远低于对叙利亚，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林和叙利亚
对于伊朗的战略地位不同，伊朗的战
略重点在于维护伊朗—叙利亚—黎巴
嫩真主党的什叶派联盟，同时也对
沙特对海合会国家的主导地位表示默
许。由此可见，伊朗并未因教派矛盾
失去外交理性，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却
不断强调伊朗为巴林什叶派抗议的幕
后黑手，不断放大伊朗对什叶派的支
持，这是中东教派冲突在国际舆论中
被夸大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教派矛盾的
日益突出与沙特等国家不断将教派问
题“安全化”有重要关系。

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在外交舆
论上要求海湾阿拉伯国家顺应政治变
革潮流，加大改革力度，但基于遏制
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
地安全等现实利益考虑，也渲染和夸
大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默许乃至纵
容海湾国家对巴林什叶派抗议浪潮的
严厉打击。巴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
重要军事基地，巴林稳定对于波斯湾
和印度洋海洋通道安全具有突出的战
略与经济重要性。在巴林问题上，美
国的政策明显不同于针对埃及、突尼
斯、利比亚的政策。美国在巴林问题
上采取的双重标准引起了什叶派的强
烈不满，同时也促使什叶派反对派认
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海湾逊尼派政权
结成了共同反对什叶派的同盟，进一
步加剧了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

因此，教派矛盾并非巴林问题的
实质，只是逊尼派政权和什叶派反对
派权力和利益矛盾的载体，而巴林国
内外势力对教派矛盾的强化，是导致
教派矛盾表面化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上海市高校智库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