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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趙秋蒂（政治大學阿拉伯語言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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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 

伊斯蘭國是現在新聞媒體報導的「顯學」，因為它非常具有話題性，不但相

當殘忍，也非常有「創意」，很會使用當代的各式媒體當作宣傳工具。伊斯蘭國

的發展速度也相當快速（如下頁表），從 1999 年開始出現之後，到了 2015 年二

號領導人 Abu
1
 Ala al Afri 遭到擊斃時，伊斯蘭國已經變成一個幾乎獨立，而且

可以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分庭抗禮的政權。 

不過伊斯蘭世界的快速擴張事實上不一定全指阿拉伯世界。事實上，穆斯林

分佈於全世界，主要集中於阿拉伯半島以及北非；歐洲、南美洲也都有阿拉伯國

家（不過並未全部參加伊斯蘭共同國家組織），而這已經是存在多年的事實，所

以伊斯蘭世界的「興盛」，本來就不是什麼新聞；論人口，伊斯蘭教甚至是世界

大二大宗教。 

先前因為基地組織的出現，讓世界開始重視伊斯蘭世界；而說到基地組織，

這又是一筆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爛帳。蓋達組織的緣起是 1979 年蘇聯入侵

阿富汗，當時美國其實是相當想藉此反蘇俄，可是卻因為越戰後實力大傷而無法

直接參戰，所以蘇聯的入侵正好給了美國一個好藉口。 

美國的作法是間接參戰。國際上，美國透過杯葛 1980 年莫斯科奧運的方式

宣示反蘇立場，然後私下提供阿富汗當時最先進的單兵武器刺針飛彈給阿富汗，

嚴重影響蘇軍軍事行動，讓這場戰役也被穆斯林世界視為對抗列強的聖戰。為此，

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激進成員要求富商賓拉登（ Usamah bin Ladin，1957-2011）

組織「阿富汗-阿拉伯義勇軍」，成為 1985 年蓋達組織成立的契機。 

組織在阿富汗戰爭中竭力地對抗蘇軍，甚至成了 80 年代熱門電影「第一滴

血」的題材來源，可是這種美好到 1989 年終止。1989 年由於蘇聯全面自阿富汗

撤軍，蓋達組織先是返回阿拉伯；但緊接著美國開始要求沙烏地阿拉伯停止資助

此類不受節制的戰鬥團體，再加上 1990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爆發，沙烏地阿拉

伯竟然邀美軍協防，讓屬於基督教為主的美軍等於直接保護聖地麥加，這讓賓拉

登相當不滿，於是公然與沙烏地王室決裂，決定以自己的方法、資金繼續聖戰，

特別是針對美國。 

於是賓拉登先讓自己沉潛躲入蘇丹，之後便開始策劃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攻

                                                 
1
 Abu 是阿拉伯世界常見的冠名，意指「完人」，通常是在一家之中的男主人，在兒子長大到會

跑會跳時，將此狀況視為人生已經圓滿，便會去改名為「Abu（阿布）」，誇耀自己的人生成就，

而且這成就是連偉大的先知穆罕默德都沒有的。 



擊事件，要讓世界知道穆斯林反西方的決心，這一系列的攻擊讓他聲名大噪，而

他也返回阿富汗，籌劃神學士政權；2003 年也利用美伊戰爭將勢力深入伊拉克，

成為之後伊拉克局勢混亂的根源。不過賓拉登在 2011 年遭到擊斃，加上重要幹

部也都遭到圍剿，於是蓋達組織活動逐漸趨緩，可是沒多久又出現伊斯蘭國的活

躍。 

伊斯蘭國重新讓大家開始注意伊斯蘭世界的議題，他們如何崛起？誰來參與？

組織運作狀況？組織資金從哪來？IS 到底要的是什麼？是恐怖攻擊？是聖戰？

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這是今日演講要報告的重點。 

 

伊斯蘭國發展大事紀 

1999 建立統一聖戰組織 

2003 美攻打伊拉克時建立遜尼軍 

2004.10 加入基地（蓋達 al-Qaidah）組織 

2006.10.13 在伊拉克宣布建國 

2013.4.8 對立凡提 Levant 宣布主權 

2014.1.1 奪取領土 

2014.2.3 脫離基地組織 

2014.6.27 宣稱建立哈里發國 

2015.2 斬首日本記者；燒死約旦飛官 

2015.4.18 攻擊美國駐伊拉克領事館 

2015.4.19 處決伊索匹亞基督徒 

2015.5.13 美國聯軍空襲擊斃二號人物 Abu Alaal-Afri 

2015.5.20 佔領安巴爾省省會拉馬迪、敘利亞帕米拉 

 

一、伊斯蘭國解密 

IS 組織的興起源有二，其中最重要來自於伊拉克。在伊拉克海珊時期，任

何反政府地下活動皆難以生存，這是因為海珊的上台與美國有關。1979 年伊朗

發生革命，什葉派上台，破壞與美國的關係，於是美國便扶持相對立的遜尼派軍

人海珊主導伊拉克，並且發動兩伊戰爭。不過遜尼派在伊拉克是相對的少數派，

加上國內還有庫德族人問題，以及海珊的上台並非正道，所以海珊必須依賴特務

機構強化對國內的控制。 

 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伊斯蘭國轉變的開始，遜尼派頓失依靠，再加上

什葉派人的報復心裏，於是伊拉克知識份子 al-Baghdadi 與一些薩拉菲派

（Salafiyyah）（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一隻）創立武裝團體「遜尼軍」（Jaish al-Sunna）

以自保。2004 年，為了獲得進一步援助，遜尼軍加入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到

2006 年該分支進一步更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由於身處人數劣勢的伊拉克，

為了吸收更多支持者，組織不惜以激進恐怖攻擊、曲解教義等方法盡力招募成員，



甚至不惜殺害同為穆斯林者，讓蓋達的最高領導人賓拉登（Usamah bin Ladin，

1957-2011）認為組織有違與西方對抗的立場，宣布解散該分支。 

2006 年到 2009 年又是組織戲劇化先衰後盛的轉折點。由於美軍即將退出伊

拉克，總統小布希下令伊拉克的看守政府「復興委員會」（Awakening Councils）

招募遜尼青年戰士，抵抗伊拉克伊斯蘭國的擴展。青年軍的來源主要是知識青年

以及前伊拉克國防軍的成員，特別是前總理海珊的親衛隊「共和衛隊」。由於青

年軍熟知地形環境加上美國提供的精良裝備與訓練（特別是狙擊手），讓伊斯蘭

國節節敗退。到 2010 年為止，伊斯蘭國領導人許多遭到被美擊斃，42 名創始幹

部僅剩 8 人活命，而 al-Baghdadi 其中之一。al-Baghdadi 原本在組織內並非頭號

角色，由於資深幹部陸續身亡，於是 al-Baghdadi 晉升為組織最高領導人。 

2009 年美國全面自伊拉克撤軍，美國為確保己方影響力，讓庫德族人擔任

總統，而掌握實際行政大權的總理由什葉派人出任。撤軍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力

勸伊拉克總理 Nouri al-Maliki 保留 Awakening Councils （人數號稱 10 萬精銳），

遭到什葉派總理的悍然拒絕，這或許與其民意基礎有關。Nouri al-Maliki 解散青

年軍其中的 85000 人，並以成員與海珊勾結為由，發出通緝令，逮補相關成員甚

至其家人、親友，這反而成為 Awakening Councils 戰士搖身一變成為 IS 戰士的

關鍵。 

對於這些青年軍而言，他們的理想原本是解救伊拉克，結果卻被美國的政策

玩弄，變成不見容於伊拉克（什葉派占多數）社會，理想幻滅的戰士們紛紛加入

伊拉克伊斯蘭國，讓青年軍由伊斯蘭國的敵人變成同盟。 

之後伊拉克的恐怖攻擊數量開始大幅增加，例如 2010.10 al-Baghdadi 號召該

組織闖入正在進行彌撒的救世聖母教堂，造成 58 人喪命；2011.3-.4 又在巴格達

執行至少 20 起恐怖攻擊，幾乎都是自殺式的。 

另外一個伊斯蘭國的重要來源是敘利亞。2011 年開始，伊拉克鄰國敘利亞

發生內戰，掌控敘利亞政治的阿薩德家族是屬於什葉派，與伊拉克狀況類似，是

少數統治多數的狀況。當時蓋達二號人物，素尼派的札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

1951）利用內戰機會，請 al-Baghdadi 為基地組織在敘利亞組建武裝兵團「努斯

拉」（al-Nusrah）陣線對抗阿薩德政府軍，而 al-Baghdadi 從伊拉克提供一切後勤

支援；加上以法國為首的歐洲國家一時不察，誤以為他們跟茉莉花民主革命的阿

拉伯人是同一派，於是又提供大量高科技武器，讓努斯拉兵團實力大增；而伊斯

蘭國已經不再聽命基地組織，加上基地組織也因為美國的刻意攻擊而元氣大傷，

所以利用此機會，伊斯蘭國便逕自將努斯拉併入旗下，也將伊拉克伊斯蘭國更名

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2013 年，努斯拉也脫離基地組織。 

以上是伊斯蘭國出現的大致經緯。伊斯蘭國為何難以處理除了以上的背景原

因以外，與其組織架構也相當有關係，因為伊斯蘭國企圖要恢復的是「哈里發-

瓦里」制度，而說到哈里發制的由來，這又要先從伊斯蘭教先前的歷史發展說起。

伊斯蘭國的組織示意簡圖如下： 



 

 

從組織圖可以注意到伊斯國希望推行的是哈里發制。哈里發是伊斯蘭世界的

最高領導人，同時也是「瓦里」，即先知聖人之下的賢人。al-Baghdad 底下分別

在伊拉克與敘利亞都有聯絡人，分別是由兩個阿布——Abu Ali al-Anbari 與 Abu 

Muslimal-Turkmani。此二人皆出身海珊政府的官員，三方之間靠真人「信差」聯

繫，無法竊聽，讓跟監難度大增。 

 

伊斯蘭國的行政部會目前已知者如下： 

部會名稱 說明 

軍情部 又稱作戰部，研擬攻擊方式與鎖定攻擊目標 

情報部 又分成網站小組與自殺攻擊小組，其中大家常看的網路伊斯蘭國「宣導短片」

就是網站小組製作的。 

財政部 主要利用攻佔摩蘇爾取得的石油與金銀來運作，依靠偷偷販售石油與古物至

海外牟利，同時也規劃國內的社會福利運作預算。 

司法部 法官每每以《古蘭經》為依據宣告領導人（哈里發）的決定合乎教義。當然，

曲解教義是家常便飯的事。 

公共行政部 顧名思義，執行國內的公共行政、福利事務。 

宣傳部 負責新一波聖戰士的招募，這也是因應自殺攻擊死亡慘重。 

軍務部 負責伊斯蘭國軍備、軍火的供應與取得，也常透過走私獲利。 

教育部 禁止教授腐蝕靈魂或可能威脅教義的學科，如美術、音樂、哲學與生物；特

別重視歷史教學，不過禁止教授世界史，只准教授伊斯蘭與全球各地的抗戰

事蹟。 

衛生部 不太清楚在幹麻… 

 

中央九部會直接受制於 al-Baghdadi 巴格達迪，而且神奇的是，人人有事做，

絕對沒有冗員，這點可能跟宗教狂熱有關。 

關於伊斯蘭國的組織理念，從前面可以知道是屬於遜尼派中的基本教義支派

薩拉菲派（Salafiyyah），而這邊可能與大家平常遜尼派等於溫和派，什葉派等於

基本教義派的觀念有些衝突，所以要特別說明一下伊斯蘭教派別的來源。 

薩拉菲派的基本主張是遵循前三輩（Muhammad 穆罕默德及其弟子、弟子的

哈里發 Khalifah—— 瓦里 Wali 

           敘利亞 Abu Ali al-Anbari 

al-Baghdadi           

                    伊拉克 Abu Muslimal-Turkmani 

        

 



追隨者、追隨者之追隨者）的教義領導，也是遜尼派之中的四大教法學派2之一，

同時也受到 Wusuliyyah（伊斯蘭原教旨主義3）的影響；而大家較熟知的遜尼派

與什葉派的由來也相當複雜，一般常認為是與教義解釋不同或是對穆罕默德位置

繼承的認知不同而生，這些都是錯誤的觀念。事實上，伊斯蘭教派的形成，不是

出於對宗教教義的解釋與遵循，而是淵源於對哈里發大位的爭奪。 

關於哈里發的創設可以上溯到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其實只是「先知」，但是

他常常去調和各遊牧派系的衝突，所以同時是當時阿拉伯各社群中的最高領導、

仲裁與調和者，類似蒙古大汗的地位。去世後，因為先知他不是前面說的「阿布」，

所以由底下的女系家族接手哈里發的位置，進入「四大哈里發時期」，四大哈里

發時期的接班順序如下： 

 

Abu Bakr 632-634→ Umar 634-644→ Uthman 644-656→ Ali 656-661 

 

阿拉伯人相當重視長幼順序，所以在先知過世之後，先由先知的岳父 Bakr

先擔任哈里發，可是他年紀也大了，在位時間因此也不長。第二任的 Umar 也是

穆罕默德的岳父，年紀比前面的 Bakr 小。他較為雄才大略，不但確保沒有社群

趁先知去世脫離穆斯林社會，同時也積極擴張版圖，大敗波斯，將勢力深入耶路

撒冷，並積極營造宗教寬容的表象，也制定伊斯蘭曆法，但不久後遭到基督徒暗

殺。第三任 Uthman，他是先知的女婿，年紀也接近先知，於是被推為哈里發。

他在任內不但滅亡波斯帝國，甚至也編定《古蘭經》，可說是貢獻巨大，但是因

為用人惟私而被詬病，最後也是遭到暗殺。 

爭議就此開始，Uthman 一死，當時遭到壓抑頗久的另一位女婿阿里便自己

宣佈成為哈里發。這邊為何說阿里被壓抑呢？因為在聖遷結束後，阿里是曾經直

接被穆罕默德宣稱是「聖裔」的「準先知接班人」，而且阿里在戰場上常常有重

大貢獻，阿里的老婆又是有伊斯蘭聖母之稱的法提馬，她是先知與大老婆的大女

兒，與先知「距離最近」。可是在前面的一系列接班中可以注意到，阿里在先知

去世後的接班順序上沒有受到高階教士團的支持，結果一直被冷落，直到這次。 

偏偏這時針對前任 Uthman 的死因，仍然在調查當中，阿里自行宣布當選的

動作當然引起前朝官員的不滿，前面有提到，因為 Uthman 大量安插自己人嘛，

所以開始出現反對聲音，認為這是「黑箱」選舉，不予承認，敘利亞總督奧米亞

甚至直接向群眾大秀 Uthman 的血衣，暗示急於在他屍骨未寒就宣布當選，兇手

根本就是阿里。 

這樣的結果造成了第一次伊斯蘭世界的內戰。內戰後期，阿里與奧米亞講和，

但是這違反了一些支持者的意願，他們認為阿里應該繼續把奧米亞集團消滅。這

群憤而出走的人稱為哈瓦里吉派（Khwariji），意思是「出走派」，而這也種下之

                                                 
2
 均以其師長來命名，分別為哈納非派（土耳其、印度、中國最多）、瑪利基派（北非、西非與

科威特）、薩拉菲派（葉門、東非、埃及、印度洋、伊朗）以及漢巴利派（沙烏地阿拉伯）。 
3
 起源於美國的穆斯林，意指穆斯林傳統文化對現代化的一個調適過程，也有學者認為伊斯蘭原

教旨主義就單純是穆斯林世界對西方文明的挑戰。 



後阿里被暗殺的遠因。 

阿里最終遭到哈瓦里吉派人士暗殺，而奧米亞趁機崛起，並以「減少糾紛」

為名強迫阿里之子哈桑（Hassan）放棄繼承權，旋即過世；次子胡笙（Husayn）

拒絕效忠奧米亞，帶領部族要回麥地納，但是遭到奧米亞派人追殺，最後舉族被

殺光，也是今日伊斯蘭世界「阿舒拉節」4（1/10）的由來。Husayn 殉難的悲劇

也成為什葉派真正開始發展的標誌，而什葉派之名也正是與阿里有關： Shi‘a 

是黨派（party）的意思，Shi‘a 是 Shi‘a t ‘Ali 的簡稱，而 Shi‘i 就指的是阿

里的黨羽或支持者。他們認為社群的領導權應該由阿里與他和先知的女兒法蒂瑪

所生下的後代所擁有，只有阿里與其子孫可以成為伊馬目（Imam）（主持人），

這是因為當年先知是擔任上帝與凡人的口傳人，但是先知與凡人又有距離，所以

需要在一個中間人也就是「伊瑪目」來溝通。不過有意思的事，在伊斯蘭教發展

過程中，有哪些人可以算是伊瑪目？這變成一個無解的問題，於是又分裂成很多

小派，總之什葉派是一整群被貼上「什葉派」標籤的群體，幾乎說不上是和諧與

同性質的一個教派，唯一共通點就是支持阿里。 

相較於什葉派，遜尼派一開始根本不存在。遜尼派原名 Sunna，意思是「先

知的聖行」或「傳統」；而變成 sunni 就是指「追隨先知 sunna 者」。遜尼一詞源

自於 ahl al-sunna wa-l-jama‘a，即遵循先知穆罕默德傳統與社群者（people of 

sunna and the community）。在 10、11 世紀以前，所謂的遜尼仍是一個曖昧的概

念，只要不是什葉派，就可以被劃歸此類別，可以說遜尼派其實根本是一頂大帽

子，裡面可以包含各式各樣的分支，只是同樣被歸類於遜尼的團體。 

也就是說，遜尼與什葉派的差異在早期根本是在於社群領導人之資格認定，

實際上明確的教派輪廓至少要等到九世紀末才會出現。兩個教派在七、八世紀都

是廣大且鬆散的概念，而且在教派的大標誌之下，包含著各種利益相衝突的團體。

伊斯蘭教派與其追隨者並非一個靜止而定型的族群，若我們把現今中東地區的問

題一味歸諸於教派衝突，此觀點將忽略教派成型的不同時代背景。而回歸伊斯蘭

國本身，依照上面的說明，就可以注意到為何大家以為溫和的遜尼派會變成恐怖

份子，其實根本不是依照派別來區分溫和與否，基本上穆斯林當然都是求善的，

可是會變成恐怖份子，教義其實只是其中一個小理由而已。 

介紹完組織我們再來看伊斯蘭國的財源，這也可以看出伊斯蘭國的複雜性。

伊斯蘭國的財政來源有三：石油、古物以及外國金援，其中石油是攻下大城摩蘇

爾後取得的，雖然暫時不能公開出口，但是西方國家情資顯示可能還是有偷偷外

運，對象是俄羅斯以及中國的私人企業；而外國金援的部分更複雜，除了中國與

俄羅斯，另外也有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的王室部分成員，讓美國等西方國家更

加難以處理。 

資金豐富讓伊斯蘭國的福利相當豐厚，醫療、教育全部都免費，而且借貸也

免利息，這樣自然也不會有「貪腐」的問題，可是這些也都是他們的對外宣傳，

                                                 
4
 為了緬懷阿舒拉日遭到迫害的胡笙家族，什葉派穆斯林會穿上深色的衣服上街遊行以示哀悼。

有一些什葉派穆斯林的態度卻是激烈。他們為了表示哀悼傷害自己的身體以致出血。 



實際狀況還有待理解。 

人源部分，伊斯蘭國也一樣呈現這種複雜性。依據美國的資料，目前伊斯蘭

國的人力來源主要都是宣誓效忠哈里發制度之極端組織、分子，其中的極端組織

在阿拉伯國家中的有利比亞 「聖劍」al-Batar、埃及「伊斯蘭青年軍」Jeunesses 

Islamiques 與「聖城虔信者」Ansar Beit al-Maqdis、葉門「半島基地組織」Aqpa，

另外也有來自其他國家者，例如巴基斯坦「哈里發運動」Tarik al-Khilafah、菲律

賓「劍之父」Abu Sayyaf，不過最麻煩的還是來自於歐、美之怪咖們，其中有不

少穆斯林移民第二代，他們因為熟悉西方，又具有國籍，常常成為自殺攻擊的首

選人物，這或許反映了西方「多元」的價值觀是否有真正落實於民間。 

或許薪資可能也是他們會嚮往的原因之一。伊斯蘭國自願軍的薪資其實在區

域算不差，依照成員的原國籍來分，以美金結算，伊拉克$250/m，其他阿拉伯國

家$350/m，歐洲$500/m，而來自美國最高，達$700/m。戰鬥人員凡提出批評或

不服從命令者，就地處決，而針對這些特殊族群，伊斯蘭國會刻意加強邊防部屬

防止自願軍叛逃。其實 IS 也沒有入境簽證，每一個穆斯林皆可 Hijrah 投效 IS，

但想要離開的話得出示出境簽證，只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活外國人離開過。

至於吸收自願軍的方式是網路為主，APP、Twitter 、Youtube、Justposte.it 等當

前常見的通訊方式都是他們會利用的宣傳管道。 

西方國家也間接提供伊斯蘭國許多助力。法國供應武器，這是因為先前茉莉

花革命時，法國供應敘利亞反抗軍武器，包含了最先進的陸軍反坦克飛彈，可是

這些自由軍收了太多資源，加上敘利亞政府仍獲許多西方國家支持，於是自由軍

漸漸懶得實際交戰，而 IS 就向貪腐的自由軍購入武器。另外美國提供提供人員

訓練，這是前面提過的，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訓練青年軍的伊拉克狙擊手，結果

美軍撤離後狙擊手轉投 IS 陣營，絕活傳授其他戰士；伊斯蘭國佔領摩蘇爾後又

獲得大量美製裝備，於是他們又使用美製、英製狙擊槍活躍於戰場，讓戰事更難

結束。 

由於有前述顧忌，於是盟軍對於伊斯蘭國的態度主要使用空襲，避免地面部

隊直接交戰，可是美國聯軍越是空襲 IS，越顯得 IS 之重要，於是歷史又開始重

演，當年美國扶植基地組織對抗入侵阿富汗之蘇聯，後來利用 IS 攻擊基地組織，

現在只好再利用敘利亞自由軍、庫德人攻打 IS。雖然說美國等西方國家從伊拉

克戰爭得到教訓，不願出動地面部隊打一場正規戰，只是空襲，怎麼殲滅 IS？

而且空襲時造成的敘利亞、伊拉克難民如何善了？且在 IS 作亂之際，先前的巴

勒斯坦問題仍在進行中；各地恐怖攻擊威脅幾無寧日，中東的問題恐怕只是更加

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