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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心臟地區

自然地理概貌

伊拉克共和國（Republic of Iraq）位於亞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島的東北

部，小亞細亞半島（Anatolia）和伊朗高原（Iranian Plateau）之間。它與六個

國家接壤，東鄰伊朗（Iran），西毗約旦（Jordan）和敍利亞（Syria），北接

土耳其（Turkey），南連科威特（Kuwait）和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東

南部臨波斯灣（Persian Gulf）。伊拉克地處北半球溫帶，在亞洲、非洲、歐

洲三大洲交會處，擁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它還處於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間陸路

距離最短的地帶，從而成為南歐和南亞之間的陸路橋樑，屬世界重要的交通

樞紐地區之一。

伊拉克地處阿拉伯海（Arabian Sea）、紅海（Red Sea）、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裏海（Caspian Sea）、黑海（Black Sea）環繞的地

區，但它僅與通過波斯灣的阿拉伯海相連，海岸線長約60公里，領海僅為

12海里；陸地邊界約3,631公里。伊拉克地跨北緯29°5’20”與37°22’50”之

間（南北跨距約925公里）；處於東經38°45’與48°45’之間（東西跨距約

950公里）。伊拉克中部為平原，西部是沙漠地帶，北部山區地勢險峻，山

脈連綿不斷，多高山和峽谷，而且地層活躍，常有地震發生。

伊拉克國土面積44.1814萬平方公里，其中包括924平方公里領海海域

和佔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兩國共有中立區的一半面積（3,522平方公里）。

多種類型的氣候

伊拉克氣候複雜，由於各地氣溫、降雨量和其他自然條件各不相同，氣

候性質不屬於單一類型氣候。從氣溫角度看，伊拉克屬於亞熱帶氣候；從降

雨量和雨季情況看，伊拉克雨量稀少，春、秋二季較短，平均日溫差和年溫

差較大，呈大陸型氣候特點。但它同時又具有冬季降雨、夏季無雨等不同於

大陸型氣候的其他一些特點。有學者認為，若按照雨季及其分類作為基礎，

伊拉克屬於地中海型氣候，但就氣溫而言，則更接近大陸型氣候而非地中海

型氣候。因此，伊拉克氣候兼上述三種氣候的特點，屬綜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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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一年有四季，但四季不分明，大體上為寒暑兩季，春秋兩季

只是過渡季節，且時間很短，氣候涼爽宜人，由冬季轉換到夏季往往是

驟然降臨。冬季從11月持續到來年3月初。夏季時間長，酷熱。巴格達

（Baghdad）一年四季任何一個月的平均日照時間都不少於6小時，如北部城

市摩蘇爾（Mosul）的平均日照時間為4小時。

伊拉克大部分地區氣候炎熱乾燥。夏季由於受熱帶大陸氣團和副熱帶高

氣壓的影響，酷暑炎熱而漫長，氣溫高且乾燥無雨，室外驕陽似火，灼熱

難耐，5至9月白天陰涼處的氣溫在35–50℃之間，有時超過50℃，夜晚在

20–35℃之間。酷暑從6月下旬一直延續到7月底，有「炎夏40天」之稱。冬

季短暫，氣溫在0–25℃左右，溫暖適宜。北部地方寒冷，1月是最寒冷的月

份，氣溫可降至0℃，巴格達有時還會出現結冰情況。

世界著名的兩條大河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世界文明的發源地總是與河流有不解之緣，

息息相關。伊拉克就擁有兩條世界著名的河流，即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River）和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兩條河流均發源於土耳其東部群山之

中，分別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伊拉克全境，在南部的庫爾納（Al-Qurnah）

匯合為阿拉伯河（Shatt al-Arab），注入波斯灣。兩條大河猶如兩條茂盛的生

命之藤，蜿蜒奔流在乾旱的沙漠地帶，在今天的伊拉克國土上，孕育了人類

歷史最古老的文明。兩條大河為伊拉克提供豐富的水資源，基本上可滿足國

內飲用、灌溉和工業用水之需要。

幼發拉底河是世界著名大河之一，被伊拉克人譽為「母親河」和「生命

河」。它發源於土耳其境內亞美尼亞高原（Armenian Highland）海拔3,000米

的高地上，在傑拉卜盧斯（Jerablus）流入敍利亞，然後轉向東南，進入伊

拉克境內，全長2,300公里，是西亞地區最長的河流。

幼 發 拉 底 河 在 伊 拉 克 境 內 有 不 少 谷 地 匯 聚 ， 如 豪 蘭 谷 地 （ Wa d i 

Hauran）、古達夫谷地（Wadi Ghudaf）等。幼發拉底河的水源都在降雪降雨

量充沛的上游，土耳其高山上的積雪猶如幼發拉底河的水庫，幾乎是夏季河

水的唯一來源。在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境內的河段，只在雨季時節，河水才

有少量補充。

兩河流域

幼發拉底河在伊拉克
境內長約 1 , 2 0 0公里
（三分之一在荒漠高
原，三分之二在沖積
平原），無支流匯入，
其餘在伊拉克境外，
約450公里在土耳其，
650公里在敍利亞。流
域面積為44 .4萬平方
公里，其中約46.3％在
伊拉克境內。

底格里斯河是伊拉克
的第二大河，流域面
積為 3 4 . 0 5萬平方公
里，其中45 . 1%在伊
拉克境內，43%在伊
朗境內，11 . 9%在土
耳其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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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格里斯河是伊拉克的第二母親河。底格里斯河發源於土耳其境內、小

亞細亞的東部亞美尼亞高原東南高地的哈紮爾湖（Lake Hazar），與幼發拉

底河自西向東南流貫伊拉克全境，在下游庫兒馬阿里河（Qarmat Ali River）的

河口庫爾納與幼發拉底河匯合，最後注入波斯灣。底格里斯河全長1,718公

里，其中約1,418公里在伊拉克境內，約佔底格里斯河全長的82.5%。

國家標誌

國名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推翻費薩爾（Faisal）封建王朝，建立伊拉克共

和國，簡稱伊拉克。另外，伊拉克的國歌為《共和國讚歌》，以紅玫瑰為國

花及以雄鷹為國鳥。

	幼發拉底河縱貫伊拉克全境，與底格里斯河都是世界著名的河流，自古以來已是伊拉克的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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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

伊拉克國旗經歷多次轉變，但主要仍為四色旗，有紅、白、黑、綠四個

主色，由三個相等平行的長方形排列而成，紅色居上，白色於中，黑色在

下。從1963年至1991年，白色部分的正中間繪有三顆綠色的五角星圖案。

伊拉克國旗選用的四種顏色均為泛阿拉伯顏色，是阿拉伯各國一致喜愛的顏

色，但在各國所象徵的含義有所不同。在伊拉克，這些顏色分別表示：紅色

象徵革命；白色象徵和平與宏大；黑色象徵石油和勝利；綠色象徵土地。

伊 拉 克 國 旗 的 四 種 顏 色 還 有 另 一 種 含 義 ， 分 別 代 表 先 知 穆 罕 默 德

（Muhammad ibn Abdullah）和四大正統哈里發（Four Rightly Guided Caliphs）

之後建立的倭馬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亦稱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

（Abbasid Caliphate，亦稱黑衣大食）、法蒂瑪王朝（Fatimid Caliphate，亦稱

綠衣大食）、哈希姆王朝（Hashemite，又稱拉希德王朝）。國旗上的三顆綠

色五角星象徵伊拉克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的最終奮鬥目標：統一、自

由、社會主義；另一說法則是伊斯蘭教的五功，即：念、禮、齋、課、朝。

1990年波斯灣戰爭爆發前夕，伊拉克政府在國旗的三顆綠色五角星之

間、左右兩側用綠色的阿拉伯文加上「安拉至大」的字體，為前總統薩達

姆（Saddam Hussein）親手書寫，這是穆斯林每天重複無數遍的宗教信條。

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拉克臨時過渡政府制定了新國旗，但因爭議太大

穆罕默德

伊斯蘭教誕生後，中東地區出現了一個偉大的人物—穆罕默德（Muhammad 

ibn Abdullah），他成為全世界穆斯林的先知，其地位和權威無人能比。一般人相

信，穆罕默德於571年在麥加出生，所屬的哈希姆氏族是麥加古來氏部落的核心

氏族之一。

伊斯蘭教對穆罕默德的定位是人，不是神。穆罕默德不是不吃飯的肉身，也

不是長生不老的，他會與凡人一樣娶妻生子。但在實際生活中，穆罕默德卻有別

於世人，他有超凡的靈氣和智慧，不是神卻勝似神，具有神的地位，是神的化身

和代表。穆罕默德是接受天啟的人，又是安拉的使者。安拉曾派遣過許多使者和

先知來世，穆罕默德就是安拉派遣的最後一位，是「封印的先知」。他負責傳達

安拉的旨意，又可與安拉溝通，這使他成為穆斯林與神之間的橋樑。

四大正統哈里發

哈里發為阿拉伯語的
音譯，意思為安拉使
者的「繼承人」，指
公元 6 3 2年穆罕默德
去 世 後 ， 他 的 首 四
位 繼 任 者 ， 分 別 為

艾布•伯克爾（Abu 
Bakr，632–634年在
位）、歐麥爾•伊本•

赫塔蔔（Umar ibn al-
Khattab，634–644年
在位）、奧斯曼•伊

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644–656年在
位）、阿里•伊本•

阿比•塔利蔔（Ali ibn 
Abi Talib，656–661年
在位）。史稱「四大
正統哈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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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直沒有使用。2008年1月22

日，伊拉克國民議會通過一項修改

國旗的法案。根據這一法案規定，

原伊拉克國旗上由前總統薩達姆手

書的「真主至大」字樣將換成印刷

體（以黃色的庫法字體印刷）。另

外，新版國旗上代表伊拉克阿拉伯

復興社會黨統一、自由、社會主義

的三顆綠色五角星將被抹掉。該法

案將在議會最終審批後實施，並預

計於一年後評估使用情況。不過，

截至2010年初，伊拉克議會尚未

如期進行有關評估。

國徽

1965年，伊拉克採用了與埃

及國徽相同的圖案，因此伊拉克國

徽與埃及國徽說得上密切聯繫。國

徽圖案是一隻黑色和金黃色相兼的

薩拉赫丁雄鷹徽，雄鷹昂首挺胸，

胸部繪有一枚盾形紋徽，紋徽由紅

色、白色、黑色三條色帶及三顆綠

色五角星組成。國徽採用的是國旗

圖案。底座是雄鷹屹立於一塊飾匾

上，匾上用阿拉伯文寫着「伊拉克

共和國」字樣。

國徽上的薩拉赫丁雄鷹圖案是

為了紀念12世紀在伊斯蘭聖戰中帶

領穆斯林抗擊西方十字軍的庫爾德

	1963–1991年採用的三星圖案國旗。

	1991–2004年，在三星間加上前總統薩達姆親
手書寫的阿拉伯文「安拉至大」的字體。

	2008年採用至今的國旗，代表伊拉克阿拉伯復
興社會黨三星被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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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領袖—薩拉赫丁（Saladin）。他生於伊

拉克北部提克里特（Tikrit），擊敗了來自西

方的十字軍，扭轉了這場聖戰的局勢。另一

方面，雄鷹在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也是勇敢

和強悍的象徵。

其他資料

伊拉克位於東三時區，較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早3小時（GMT+3）。1945

年12月21日，伊拉克正式加入聯合國，其後於1958年8月25日與中國建交。

行政區劃

伊拉克全國劃分為北、中、南三大區，共設18個省（Governorate），全

國18個省中，埃爾比勒、蘇萊曼尼亞、杜胡克三省為庫爾德自治區。

每個省有若干個城區，每個城區下設縣、鄉和村，村是最小的行政單

位。每個省由政府任命的省長負責管理，城鎮由市長為首的市政委員會負

責管理。

薩拉赫丁

薩拉赫丁（1138—1193）是伊斯蘭教歷史上的英雄，他對伊斯蘭教有兩大貢

獻，一是在埃及政壇以遜尼派取代什葉派，二是對法蘭克人（The Franks）發動聖

戰。1171年，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去世，薩拉赫丁就取而代之建立了自己的阿尤

布王朝（Ayyubid dynasty）。同年，他在聚禮儀式上廢除了法蒂瑪哈里發，取而代之

的是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穆斯台兌爾。1174年，阿尤布王朝宗主國的蘇丹努爾丁•

贊吉（Nur ad-Din）去世，薩拉赫丁宣佈脫離與宗主國的臣屬關係，走向獨立。與此

同時，他還接管了敍利亞，成為敍利亞的君主。1187年，他率領阿拉伯人發動聖

戰，擊敗歐洲十字軍，收復耶路撒冷聖城，成為名垂青史的英雄。1193年2月19

日，他在大馬士革因傷寒病去世，享年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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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各省及首府名稱如下：

省份 首府

巴格達省（Baghdad） 巴格達（Baghdad）

基爾庫克省（Kirkuk） 基爾庫克（Kirkuk）

薩拉赫丁省（Salah ad-Din） 提克里特（Tikrit）

迪亞拉省（Diyala） 巴古拜（Baqubah）

安巴爾省（Anbar） 拉馬迪（Ramadi）

卡爾巴拉省（Karbala） 卡爾巴拉（Karbala）

瓦西特省（Wasit） 庫特（Al-Kut）

納傑夫省（Najaf） 納傑夫（Najaf）

卡迪西亞省（Qadisiyah） 迪瓦尼耶（Diwaniyah）

巴比倫省（Babil） 希拉（Al-Hillah）

穆薩納省（Muthanna） 塞馬沃（Samawah）

濟加爾省（Tha-Qar） 納西里耶（Nasiriyah）

米桑省（Maysan） 阿馬拉（Amarah）

巴士拉省（Basra） 巴士拉（Basra）

尼尼微省（Ninewa） 摩蘇爾（Mosul）

杜胡克省（Duhok） 杜胡克（Duhok）

埃爾比勒省（Erbil） 埃爾比勒（Erbil）

蘇萊曼尼亞省（Sulaimaniyah） 蘇萊曼尼亞（Sulaimaniyah）

三大城市

古色古香巴格達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Baghdad），人口約700萬（2010年），面積4,555

平方公里，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

巴格達雖然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村落，但算不上是最古老的城市。直到

伊斯蘭文明時代，巴格達才一躍而起，成為舉世矚目的阿拉伯帝國之都，迄

今已有千多年的歷史。

巴格達的魅力還與它擁有世界著名的河流有關。底格里斯河由北而南蜿

蜒其中，穿城而過，流經整個市區，給這座城市增添了無窮的魅力和神秘色

彩。城市因河流而繁育興盛，河流因城市而嫵媚多姿，河的兩岸建有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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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12座大橋，把東、西城區連為一體，包括鐵路橋、公路橋、吊橋、薩

拉非耶大橋、七•一四大橋等。河東岸的魯薩法區（Rusafa）是巴格達市中

心，伊拉克有三分之二的工業集中在巴格達。

巴格達的美麗並非在於它的現代文明，因為這與世界各國的現代城市並

無二致。巴格達的魅力在於其獨特且悠久、包括自然、歷史、文化、人文等

方面的古文明，使它享譽「中世紀名城」的稱號。史書記載，初期的巴格達

城名為「和平宮」（Madinat as-Salam或City of Peace），由於它呈圓形，由三

重城牆以同心圓的佈局環繞，亦稱「團城」；還有曼蘇爾城之稱。巴格達的

圓心是哈里發曼蘇爾（Caliph Al-Mansur）的「金宮」（Golden Gate Palace），

四周由皇家及達官顯貴的府邸、樓閣殿堂組成，最外圈是百姓的住宅及市

場。歷史學家認為，這是按照哈里發以自我為中心的設計。皇宮是大理石建

築，以精美的雕刻裝飾，鑲嵌着華麗的玻璃窗，懸掛着漂亮的壁毯。金飾的

	底格里斯河流經首府巴格達，河東岸的魯薩法區是巴格達市中心。

巴格達的意思

歷史學家考證巴格達
的名字出於古波斯語
Bagh–dagh，Bagh的
意思是「神」，dagh

的意思是「給予」，
合起來即為「神賜」
的地方，也有「真主
的花園」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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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上高懸着美麗的宮燈，幽雅的噴水池仙樂飄飄。團城包括外城、內

城、紫禁城三層，共有三道城牆，分別構成三個同心圓。城牆擁有四道城

門，連接四條延伸自城市中心的大街。團城的中心與城周皆等距，便於防

禦，也便於從城中央控制全城。哈里發曼蘇爾親自主持建城儀式並親手放置

第一塊奠基石，他從敍利亞、埃及、伊朗、摩蘇爾、巴士拉等地調來大批巧

手工匠，耗時長達四年，花費1,800萬第納爾金幣。

公元768年，曼蘇爾哈里發在巴格達城旁，擴建了一座陪都，名為「魯

薩法」，意思為「衛城」、「東城」。為便於兩城間通行，他在底格里斯

河上建造了三座大橋。巴格達城建立後不久，已迅速發展成為阿拉伯帝國

政 治 、 經 濟 和 文 化 中

心。此後，帝國政治穩

定，經濟發達，文化昌

盛，進入發展最快的時

期，是中世紀最繁華的

著名國際大都市，人口

多達150萬。巴格達因

阿拉伯帝國極盛時期而

馳名，阿拉伯帝國因巴

格達風采萬千而驕傲。

阿巴斯王朝國祚五百多

年，在最初的一百年就

將伊斯蘭文化推到了一

個頂峰。

巴 格 達 也 是 世 界 名

著《一千零一夜》（又

名《天方夜譚》）的故

鄉，有多尊以這故事為

內容的雕塑，如國王山

魯亞爾側臥榻上聆聽愛

妃 山 魯 佐 德 講 故 事 、
	巴格達城有多尊有關《一千零一夜》故事的青銅雕塑。

《一千零一夜》

10世紀初，傑赫希亞
里（942年卒）在巴格
達完成該書的初稿。
初稿以古波斯的《一
千個故事》和一些印
度故事為藍本，後來
更增添了阿拉伯的民
間故事，到16世紀在
埃及最後定型，成為
分夜講述的故事，故
有《一千零一夜》之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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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

《漁夫與魔瓶》等一批青銅

雕像佈滿巴格達的街頭，供

遊人欣賞。

今天，巴格達城的風采

多是伊斯蘭文化遺跡，市區

內中世紀的名勝古跡比比皆

是，如有數千個建有金色塔

尖和藍色圓頂的清真寺。

位 於 巴 格 達 北 部 的 卡

濟邁區（Kadhimiya）便因着

卡濟邁清真寺（Al-Kadhimiya 

Mosque）而聞名於世，這間

1179年建造的阿巴斯王朝

皇宮具有濃厚的阿拉伯建築

色彩。1226年，巴格達建

成了著名的穆斯坦綏爾大學

（Mustansiriya Madrasah），

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所綜

合型大學，設有文科、理工

科等多種學科和專業，教授

神 學 、 法 學 、 哲 學 、 歷 史

等，比法國路易九世時期的

索邦大學（La Sorbonne）還早二十多年創辦。從9世紀到13世紀，巴格達都

佔據了世界學術活動的領導地位。當時，幾乎所有清真寺都有附屬的專門圖

書館。在阿拉伯帝國的鼎盛年代，巴格達是智慧文明的象徵，也是一顆璀璨

的東方明珠。

巴格達不僅有古老文明舊貌的遺跡，也有現代文明的建築。雖然中世紀

輝煌的巴格達今天已不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但巴格達仍有廣場、機場、公

園、大賓館、大飯店等現代建築，亦不失為一個國際大都市。

	巴格達城的名勝古蹟眾多，圖為藍色圓頂的清真寺，極具伊斯蘭教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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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巴格達冒出了一個「綠區」。這既是政治概

念，也是安全概念，帶有伊拉克領土被外國軍隊佔領的意義。「綠區」位於

巴格達市中心、底格里斯河西岸，由美英聯軍劃定，面積約3平方公里。這

裏有重兵防守，聚集了伊拉克政府大部分行政機構和外國領事館。「綠區」

周圍佈滿混凝土牆、鐵絲網和檢查站。所有人必須持有通行證才可通過「綠

區」檢查口。伊拉克警員和安全部隊一天24小時值勤。

海港城市巴士拉

巴士拉（Basra）瀕臨波斯灣，是對外交流的一個重要視窗，在中世紀

曾發展成為伊斯蘭世界文化活動最大的中心之一，而且是阿拉伯文明與波斯

文明交流的樞紐。特殊的地理位置對巴士拉的歷史及居民的生活方式都有重

要影響。在伊斯蘭教誕生前的數個世紀中，巴士拉的海上貿易十分活躍，它

與世界的交往和溝通頗多，使它成為了一個繁榮的商業城市。當時，波斯灣

地區有三大著名港口，即東岸的西拉夫、伊拉克北部海岸的巴士拉、南部阿

曼海岸的馬斯喀特。巴士拉對海上貿易作出了重要貢獻，對阿拉伯世界與其

他國家之間的文明交往活動亦發揮了重要作用。

巴士拉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人口144萬，也是最大和最重要的港口

城市，可同時停泊二十多艘萬噸級巨輪。巴士拉是僅次於首都巴格達的經濟

文化中心，以其繁華的天然港及優美風景著稱。它位於伊拉克東南端底格里

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交匯的阿拉伯河西岸，南部距離波斯灣120公里，是連接

波斯灣和內河水系的唯一樞紐。巴士拉市中心的南郊建有烏姆蓋斯爾深水

港，自古以來就是重要且繁忙的商業港口。市內水道和運河縱橫交錯，素有

「東方威尼斯」之讚譽，是伊拉克著名的旅遊勝地。

巴士拉城內有許多堅硬的黑石，因而得名巴士拉，意思是指石城。巴士

拉是歷史悠久的名城，曾經是一個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塞，它建立於伊斯蘭教

的對外征服時期（約公元632年），是伊斯蘭文明與波斯文明融會的重要紐

帶，也是阿拉伯民族與其他民族交流的最佳紐帶。此外，巴士拉物產豐富，

不僅是生產石油的富區，郊區還是椰棗的主要產地。

作為交通樞紐城市，這裏有全國最大的港口巴士拉港，有縱橫交錯的鐵

路通往巴格達等城市，有公路和民航通往阿拉伯世界各國，是重要的國際航

伊斯蘭教擴張勢力

伊斯蘭教對外征服時
代發生在伊斯蘭教創
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後
到阿巴斯王朝初期，
近百年時間。公元632

年，穆罕默德去世，
他的繼任者率領阿拉
伯人，高舉伊斯蘭教
大旗，一手持《古蘭
經》，另一手持劍，
大舉向阿拉伯半島以
外 地 區 進 行 征 服 戰
爭，將伊斯蘭教傳播
到世界各地，並對波
斯薩珊王朝和拜占庭
帝 國 形 成 了 嚴 重 挑
戰。阿拉伯大軍所向
披靡，相繼將古代東
方文明國家伊拉克、
敍利亞、埃及、波斯
等文化發達地區囊括
在阿拉伯帝國的版圖
內 。 繼 而 征 服 了 歐
洲，佔領了西班牙和
西西里島，疆土囊括
世界三大洲，史稱伊
斯蘭開拓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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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站，也是通往科威特的陸上交通中心。巴士拉的西部和北部有伊拉克最大

的油田及大型煉油廠，是伊拉克南部的石油化學工業基地和出口中心。

北部門戶摩蘇爾

摩蘇爾（Mosul）是伊拉克的第三大城市、尼尼微省的省會，位於底格

里斯河上游西岸，距巴格達450公里，人口150萬，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

（Arabian）、庫爾德人（Kurdish）、土庫曼人（Turkmen）。摩蘇爾是伊拉克

北部邊防重鎮，是巴格達通往北部庫爾德人聚居區的重要門戶，也是通往敍

利亞和土耳其的交通要塞。三千多年前，摩蘇爾是古代亞述帝國的中心，近

代則是土耳其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貿易中心。摩蘇爾城內遍佈

眾多古跡，有城堡、基督教教堂、清真寺、修道院、宮殿遺址等。

歷史上，摩蘇爾是「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驛站，連接小亞細亞與波

斯灣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今天，摩蘇爾與鄰國交通方便，有鐵路通

往敍利亞和土耳其，也有公路通往伊朗，還有輸油管道經過此城通往土耳

其的港口。

摩蘇爾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1991年波斯灣戰爭結束後，美、英、法

三國以「保護庫爾德人的安全」之名在伊拉克北部北緯36°線以北上空設立

了「安全區」，由於摩蘇爾就位於「安全區」內，因而成為美英聯軍轟炸的

重要目標。

民族

根據200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伊拉克全國人口約為2,800萬

人，估計2009年全國人口已超過3,000萬人。在全國人口結構中，阿拉伯

人佔73.5%，庫爾德人佔21.6%，其餘為土耳其人（Turkish）、亞美尼亞

人（Armenian）、亞述人（Assyrian）、猶太人（Jews）、伊朗人（Iranian）

等，約佔人口的4.9%。伊拉克人力資源缺乏，國家實施鼓勵生育、增加人

口的政策，人口增長一直保持以3%左右的比例持續增長，1960–1970年人

口自然增長率為3.1%，1970–1980年增長率為3.3%，2000年人口增長率為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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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 Islam）為國教，全國95%以上居民信奉伊斯蘭教。按宗教

教派人口統計，什葉派（Shia Islam）穆斯林（Muslim）佔全國人口總數的

58%；而長期以來在政治上居統治地位的遜尼派（Sunni Islam）穆斯林僅佔

38%，屬於少數派，當中還包括佔全國人口21.6%以上的庫爾德人。如果只

計算遜尼派阿拉伯人的比例，他們只佔全國人口總數約16%。其餘4%居民

屬其他教派。

阿拉伯民族

伊拉克主要的民族是阿拉伯民族。他們主要是當地土著居民與由阿拉伯

半島外遷而來的阿拉伯人經過若干世紀相互融合組成，操阿拉伯語和信奉伊

斯蘭教，具有伊斯蘭教教義和法律賦予的價值觀、倫理道德及風俗習慣。隨

着時代變遷，阿拉伯人的民族性也在不斷變化。細看伊拉克歷史，無論是在

費薩爾封建王朝、伊拉克共和國初期的卡塞姆政府統治時期，還是在阿拉伯

復興社會黨執政時期，遜尼派阿拉伯人一直居執政地位。阿拉伯民族位居統

治階級，政治、經濟地位和生活質素也優越於其他民族。直至2003年伊拉

克戰爭後政治重建，什葉派的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翻身」，掌握了國家最高

權力，遜尼派的阿拉伯人才失去了政治優勢。

庫爾德少數民族

庫爾德人是西亞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是伊拉克境

內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約500萬，主要居住在北部和東北部山區，分佈在

蘇萊曼尼亞、埃爾比勒、杜胡克三省、另有部分在摩蘇爾和基爾庫克地區。

庫爾德民族的母語為庫爾德語，屬印歐語系。

庫爾德人主要從事農牧業，農牧產品豐富，有「穀倉」之稱。庫爾德

斯坦地區森林茂密，北部的山谷裏更有大量白楊樹和橡樹林。大紮布河 

（Greater Zab River）、小紮布河（Lesser Zab River）和迪亞拉河（Diyala River）

湍流而下，孕育了兩岸肥沃的土壤。大多數庫爾德人過着遊牧生活，一直保

持以部落為生活基礎的社會結構和獨立的語言。庫爾德民族有悠久的歷史和

獨立的文化，古代庫爾德斯坦位於連接歐亞的絲綢之路上，曾是一個繁榮的

商業中心，過往的商人可以從庫爾德人手中購買地毯等傳統手工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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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石油儲量豐富，約佔全國儲存量的60至70%。

另外，這裏的天然氣、金屬及其他礦產大都尚未開採。水資源也十分豐富，

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就發源於庫爾德斯坦地區，兩河從土耳其東部高

高的山脈湧出，澆灌滋養了河流兩岸的土地。20世紀70年代石油工業興起

後，一些庫爾德人成為了石油工人。

庫爾德人也是中東地區最大的跨國民族，目前在全世界大約有3,000萬

庫爾德人。他們分佈在多個國家，居住範圍廣泛，主要在庫爾德斯坦地區生

活，包括土耳其東部和東南部、伊朗西北部、伊拉克北部和敍利亞東北部地

區，面積約40萬平方公里。另外，還有少量庫爾德人分佈在亞美尼亞和阿

塞拜疆，在西歐和北美也有少量庫爾德人。庫爾德人曾先後被波斯人、希臘

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征服，從未建立過獨立的庫爾德民族國

家。這種特殊的民族分佈使各國的庫爾德人一直為爭取民族權利而努力。

1991年波斯灣戰爭結束後初期，伊拉克庫爾德人的命運在美國的干預

下發生了重大轉變。1992年5月19日，伊拉克庫爾德人舉行歷史上第一次

議會選舉，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國民議會宣告成立。庫爾德人通過選舉產生

了105名議會議員，其中100名為庫爾德穆斯林，5名為基督徒。國民議會

大選由北部四省的庫爾德黨派組織聯合召開，目的是成立庫爾德斯坦各黨

派統一陣線。大選得到美、英兩國支援和保護，在土耳其境內駐守的多國

部隊派出大批直升機在投票日低空盤旋，以確保大選能順利和安全進行。

最後，庫爾德人成功在6月成立庫爾德議會，並在7月成立庫爾德政府。

此外，他們還建立了庫爾德軍隊，發行庫爾德貨幣，與伊拉克政府分庭抗

禮。在庫爾德政府中，庫爾德愛國聯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與庫爾

德民主黨（Kurdish Democratic Party）的勢力各佔一半，平分權力，巴爾紮尼

派出任議會議長，塔拉巴尼派出任政府總理。由於有美、英、法的軍事力量

干預和保護，薩達姆政府無力控制北部局勢，伊拉克庫爾德人終於得到了夢

寐以求的民族自治權。

庫爾德議會和庫爾德政府均未得到伊拉克政府承認，因為它遠遠超出了

薩達姆政府允許在庫爾德斯坦地區實行民族自治的底線。由於伊拉克庫爾

德人爭取自治和獨立的鬥爭並未得到任何國家承認，可謂「名不正、言不

順」。因此，庫爾德民族問題是一個跨國界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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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庫爾德人參加了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發動的「倒

薩」戰爭。他們在開戰之前就扮演了裏應外合的角色，與布殊政府聯手，成

為「倒薩」聯軍的重要組成部分。伊拉克戰爭使庫爾德人獲益匪淺，他們在

政治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權力，自治權得到進一步加強和鞏固。2004年6月

1日伊拉克臨時過渡政府成立，庫爾德人獲得副總統和副總理兩個職務，在

內閣中得到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兩個要職，政治地位空前提高。2006年4月

22日，庫爾德愛國聯盟主席賈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當選為總統，

成為伊拉克共和國建國以來首位庫爾德人總統。

伊拉克戰爭結束後，庫爾德自治區政府大力發展經濟，通過「投資法」

吸引外國投資，已有美國、加拿大、挪威、韓國、日本、中國等多家公司在

庫區開展經濟合作業務。為加快能源開發步伐，庫區議會已於2007年8月通

過地區「油氣法」，制定能源發展五年計劃，希望將石油產量提高到日產

100萬桶。此外，庫爾德人還在積極爭取將佔伊拉克石油儲量12%的基爾庫

克納入庫區。由於庫區高度自治，伊拉克政府無法監控其區內自行開採的石

油，當地實際使用在建設方面的資金將超出政府撥款。

由於伊拉克前政權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均一直打壓庫爾德人，當地的經濟

發展非常落後，城市及鄉村的基礎設施缺乏。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庫爾德

人政治勢力開始萌芽，不過百姓仍只能剛好解決溫飽。目前，庫區所轄三省

百廢待興，基礎設施、旅遊配套等正在規劃和籌建之中。蘇萊曼尼亞和埃爾

比勒兩城市在大張旗鼓宣傳自己的投資環境，建立自由貿易區，舉辦國際展

覽會，歡迎各國投資者到庫區投資和開設工廠。

土庫曼民族

伊拉克有300萬土庫曼人，人口僅次於庫爾德民族。在伊拉克戰爭結束

後成立的臨時管理委員會中，庫爾德人按照人口比例佔五席，但是土庫曼人

只佔一席，土庫曼人為此舉行了遊行示威，表示強烈抗議。

猶太民族

伊拉克猶太人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新巴比倫王國時期，他們是

富有的異教徒，從鄉村徙居到城市居住。歷史上，猶太人建立過兩個猶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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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別是地處北方、定都撒馬利亞的以色列王國，以及位於南方、定都耶

路撒冷的猶大王國。這兩個猶太國家分別亡於亞述人和迦勒底人之手。

伊拉克的猶太人大都在巴格達聚居。20世紀20年代，巴格達的猶太人

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到40年代，伊拉克以阿拉伯語為母語的猶太人已達

12萬，是阿拉伯東部猶太人最多的國家。據統計，1948年，伊拉克的猶太

人達16至18萬人，其中居住在巴格達的猶太人不少於10萬，其餘分佈在伊

拉克各地。

20世紀30年代後期，泛阿拉伯主義勢力日益擴大，愈來愈多伊拉克人

產生反猶太人的傾向。1938年8月，巴格達爆發了反對猶太人的示威遊行，

猶太人的住宅區不斷受炸彈襲擊。阿拉伯委員會與德國納粹分子相互勾結，

使伊拉克的福圖瓦青年組織和穆薩納俱樂部等一些組織掀起了反猶太人運

動。伊拉克的猶太人在阿以衝突期間淪為了社會的「賤民」。從1967年開

始，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Abdul Rahman Arif）政府向伊拉克人民灌輸

反猶思想。政府認為，阿以戰爭的失敗應該由猶太人負責。猶太人在伊拉克

成了反猶太主義的犧牲品，成為了阿以戰爭的代罪羔羊。

1941年及1967至1970年間，伊拉克發動了兩次大規模反猶太人運動，

這與泛阿拉伯主義勢力密切相關。伊拉克總統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在

執政後期，實施了一系列的反猶太人政策，如沒收猶太人的財產和凍結其資

金，經濟合同、政府獎學金、就業機會等均把猶太人拒諸門外。伊拉克各大

學亦頒佈了多項限制猶太人入學的規定，限制猶太學生的人數。在1967年

阿以戰爭和1968年7月復興黨武裝奪權期間，大約有100名猶太人被監禁。

伊拉克復興黨執政後，破獲了大量猶太人「間諜」案。1968年10月，

伊拉克政府在巴士拉破獲一個包括17名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間諜集團。

1970年1月5日，復興黨公審這批「間諜」，17名被告中有13個是居住在伊

拉克的猶太人。不久，他們在解放廣場被處以極刑。長期以來，伊拉克與猶

太人關係緊張，與以色列敵對，猶太人成為阿拉伯民族共同的敵人，反對猶

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一直是伊拉克復興黨政權一面不可缺少的旗幟。今天，

大多數猶太人已經離開伊拉克，回到以色列定居，現今只餘數十名猶太人仍

然在伊拉克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