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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政府对跨界族群的 “身份嵌套”
策略探析

———以库尔德人为例∗
∗

武桐雨

　 　 内容提要　 百年变局背景下ꎬ 跨界族群的身份政治问题成为影响一国国

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ꎮ 伊朗是欧亚大陆多族群国家的代表ꎬ 其

少数族群与邻国接壤、 跨界而居ꎬ 形成跨界族群ꎬ 在国内—国际互动中产生

地缘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双重影响ꎮ 伊朗利用身份关联、 政治互助和经济互补

的内外协同优势ꎬ 通过 “身份嵌套” 应对跨界族群身份政治诉求ꎬ 处理族群

冲突、 化解民族矛盾ꎬ 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ꎮ 以库尔德人为例ꎬ 伊朗对

跨界族群实行的 “身份嵌套” 策略具有内外两重性: 对内塑造 “国族身份”ꎬ
强化库尔德人对国家的向心力ꎬ 弱化离心力ꎻ 对外塑造 “统一多民族伊斯兰

国家身份”ꎬ 开展睦邻外交ꎬ 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ꎮ 伊朗的 “身份嵌套” 策略

多管齐下ꎬ 有效避免了民族问题政治化、 经济问题安全化、 国内问题国际化

和边疆问题复杂化ꎬ 实现了维护民族团结、 防范境外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伊

朗 “分而治之” 的目的ꎮ 伊朗对跨界族群库尔德人的 “身份嵌套” 策略ꎬ 为

多族群国家妥善处理跨界族群分离主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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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在内外联动、 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合力下ꎬ 以不同的内容、 形式

和发展脉络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ꎬ 并从国家内部矛盾发展为国

际问题ꎬ 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ꎮ①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ꎬ 处于攻势的西方国家在干涉南方国家内政时往往从民族问题入手ꎬ 通

过使民族问题国际化、 经济问题安全化和人权问题政治化ꎬ 干预反西方国家

内政ꎬ 从而达到 “西化” 和 “分化” 的目的ꎮ 跨界族群 ( Ｔｒａｎ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是西方殖民统治的遗产和现代国家形成后的 “副产品”ꎬ 也是

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 “同根异果”ꎮ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ꎬ 跨界族群成为

削弱国家认同的潜在难题ꎮ 尽管跨界族群可以成为维系国家间关系的纽带ꎬ
促进所在国之间的关系发展ꎬ 为其实现战略自主提供了生存空间ꎻ 但同时ꎬ
跨界族群也会成为他国利用的 “工具”ꎬ 引发族群矛盾、 混乱乃至地区战争ꎮ
尤其在后冷战时期ꎬ 身份政治成为一股新潮ꎬ 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社

会ꎮ② 跨界族群的身份政治问题本质上是民族问题ꎬ 关乎多族群国家的政治共

同体建构ꎬ 影响跨界族群所在国之间的关系发展ꎮ 跨界族群问题关涉 “身份

政治” 问题ꎬ 但 “身份” 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被赋

予新内涵ꎮ 当自我认定的身份出现了政治化和安全化之后ꎬ 跨界族群就会产

生 “身份政治” 问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身份政治呈现复合化趋势ꎬ 多重身份复

杂交织ꎮ 一方面ꎬ 身份政治逐渐成为少数族群争取合法权利的武器ꎬ 具有一

定积极作用ꎻ 另一方面ꎬ 它也成为少数族群挑战政权合法性的利剑———打着

“自由、 平等和人权” 的旗号ꎬ 煽动民族仇恨ꎬ 寻求民族自治ꎬ 甚至破坏国家

统一ꎮ
伊朗面临复杂的跨界族群身份政治问题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伊朗库尔德族女

性马赫萨阿米尼 (Ｍａｈｓａ Ａｍｉｎｉ) 因未戴头巾被捕入狱而引发大规模骚乱ꎮ
抗议活动从伊朗库尔德斯坦蔓延到全国ꎬ 参与者要求获得公民权利并结束国

家对公民生活的干预ꎮ 尤其在库尔德族群聚居区ꎬ 和平示威演变为骚乱ꎮ 在

此次大规模抗议运动中ꎬ 域外势力积极介入ꎮ 部分库尔德分离主义者与境外

反政府组织勾结ꎬ 以伊朗少数族群的人权问题为由挑战政府权威ꎮ 美国、 英

５４１

①

②

参见余建华著: «民族主义、 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ꎬ 民族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３０８ ~ ３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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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欧洲国家以库尔德问题为由对伊朗施压ꎮ 但此次风波未上升为库尔德分

离主义运动ꎬ 也未导致国家的分裂ꎮ 伊朗最终平息了因性别政治和库尔德族

群政治而引发的骚乱ꎬ 美西方国家对伊朗 “分而治之” 政策也失效ꎮ 实际上ꎬ
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ꎬ 美国及其盟友就对伊朗极限施压ꎬ 综合运用军

事遏制、 定点清除、 政治孤立、 经济制裁、 金融脱钩、 长臂管辖、 媒体宣传

等手段ꎬ 却鲜有策划伊朗跨界族群分裂主义的成功案例ꎮ 伊朗如何进行族群

身份整合、 实现民族差异的 “去政治化”、 维护国家安全遂成为值得探讨的

问题ꎮ
关于伊朗跨界族群问题ꎬ 国内外学者做了一些初步研究ꎮ 一方面ꎬ 侧重

“民族国家建构说”ꎬ 重点关注伊朗各族群的国家认同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

影响ꎬ 聚焦伊朗民族 “多元一体” 格局的建立、 形成与发展历程ꎮ① 关于伊

朗跨界族群的身份政治问题ꎬ 既有研究主要从政治思潮角度探究伊朗跨界族

群民族主义思潮的起源与发展ꎬ 考察跨界族群民族主义及其实践对伊朗民族

国家建构的影响②以及伊朗政府对库尔德人的政策ꎮ③ 另一方面ꎬ 聚焦 “睦邻

外交国内根源说”ꎮ 研究者主要探讨了跨界族群身份政治在伊朗外交政策制定

中的作用ꎬ 认为跨界族群不仅塑造了伊朗民族主义ꎬ 还间接影响了伊朗外交

政策的制定和调整ꎮ④ 总体看ꎬ 现有成果未能解释为什么伊朗能够比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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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ａｍ Ｓａｌｅｈ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３ꎻ Ｒａｓｍｕ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ｌｌｉｎｇꎬ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３ꎻ Ａｌａｍ Ｓａｌｅｈ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ｉｎ Ｍａｒｃｏ Ｄｅｍｉｃｈｅｌ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ｏｌｏ Ｍａｇｇｉｏｌｉｎｉ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ꎬ ＮＪꎬ ＵＳＡ: Ｇｏｒｇｉａ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３１１ － ３３９ꎻ Ｒａｓｍｕ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ａｍ Ｓａｌｅｈ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５９ － １７１

[英国] 西万赛义德、 阿兰哈萨尼扬、 梁钦: «伊朗库尔德地区的人口政策»ꎬ 载 «土耳

其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４２ ~ １６１ 页ꎮ
Ａｌｉ Ｆａｔｈｏｌｌａｈ － Ｎｅｊａｄꎬ Ｉｒａｎ ｉｎ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ｈｍａｄｉｎｅｊａｄ ｔｏ Ｒｏｕｈａｎｉ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２１ꎻ Ｄａｖｉｄ Ｙａｇｈｏｕｂｉａｎ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ꎻ 金良祥著: «伊朗外交的国内根源研究»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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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和叙利亚更好地处理了跨界族群问题ꎬ 以及为什么外部反伊朗势力难

以在伊朗煽动民族分裂主义ꎮ 鉴此ꎬ 本文尝试以 “身份嵌套” 为研究切入点ꎬ
构建联结跨界族群身份、 边疆治理和睦邻外交的互动框架ꎬ 研究伊朗如何通

过实施对内和对外双重政策ꎬ 成功实现了对库尔德人的身份整合ꎬ 且有效防

范了少数族群因身份差异而产生政治化趋向ꎮ 本文的 “身份嵌套”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Ｎｅｓｔｉｎｇ) 策略是指联结跨界族群身份与边疆治理以及内外互动的身份整合机

制ꎬ 在 “多元” 中寻求 “一体”ꎬ 增强民族凝聚力ꎬ 化解外部力量分而治之、
挑动民族矛盾构成的威胁ꎮ 本质上ꎬ “身份嵌套” 是国家如何处理主体民族与

少数族群权力分配关系ꎬ 是国家对族群身份从 “去政治化” 到 “再国家化”
的过程ꎮ

一　 伊朗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应对进路

伊朗是典型的多族群国家ꎬ 其主体族群波斯人在地理上聚居在中心地区ꎬ
少数族群多作为跨界族群分布在边陲地区ꎮ 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客观上存在

差异性ꎬ 尤其是跨界族群身份政治问题ꎬ 已成为伊朗国家建构以及对外关系

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ꎬ 促使伊朗在邻国外交中开展国内—国际双重

博弈ꎮ
(一) 伊朗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的多元表征

伊朗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该国西部地区ꎬ 与伊拉克、 土耳其和叙利亚库

尔德人连为一体ꎮ 库尔德语属于印欧语系ꎮ 在宗教信仰方面ꎬ 伊朗库尔德人

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ꎮ 在近代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ꎬ 伊朗库尔德人的族群身

份认同受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起伏不定ꎬ 具有融合与分离的双重性ꎮ
第一ꎬ 库尔德人身份诉求的强弱与中央政权的盛衰密切相关ꎮ 一战后ꎬ

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ꎬ 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ꎬ 伊拉克和土耳其库尔德

人独立运动此起彼伏ꎮ 伊朗库尔德人也跃跃欲试ꎬ 其中发生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初的希姆科 (Ｉｓｍａｉｌ Ａｇｈａ Ｓｉｍｋｏ) 叛乱就是一次带有部落色彩的民族独立运

动ꎮ 巴列维王朝时期ꎬ 伊朗对内实施波斯化和现代化ꎬ 同化温和的库尔德人ꎬ
增强伊朗国家认同ꎬ 对外则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结成准同盟ꎬ 打压本国库尔德

人ꎮ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ꎬ 伊朗库尔德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自治政权ꎬ 成立马哈巴

德共和国ꎮ 它不仅是伊朗库尔德内部政治力量和外部力量联合的结果ꎬ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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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库尔德人基于身份认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次成功尝试ꎬ 库尔德民族认

同感在此期间极大提升ꎬ 成为现代库尔德民族认同的顶峰ꎮ① 同年 １２ 月ꎬ 在

伊朗军队的打击下ꎬ 马哈巴德自治政权被推翻ꎮ 此后ꎬ 伊朗库尔德人内部逐

渐由分歧转向分裂ꎬ 其民族认同感弱化ꎮ １９７５ 年ꎬ 伊朗和伊拉克签订 «阿尔

及尔协议» (１９７５ Ａｌｇｉｅｒ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后ꎬ 一部分伊朗库尔德人移民至伊拉克ꎬ
伊朗库尔德分裂主义运动寿终正寝ꎮ

第二ꎬ 库尔德人的身份政治是伊朗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ꎮ 伊朗伊斯兰革

命期间ꎬ 霍梅尼表示将支持少数族群自治权ꎮ 库尔德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起

来ꎬ 成为支持革命、 反对巴列维王朝的重要力量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霍梅尼

在法国巴黎向 “库尔德斯坦的穆斯林人民” 发表讲话时说: 我向库尔德斯坦

的穆斯林兄弟致敬ꎬ 他们和其他兄弟一起加入伊斯兰革命运动ꎻ 他们勇敢起

义ꎬ 勇敢地与魔鬼斗争ꎬ 给伊斯兰的敌人和腐朽的旧政权制造了麻烦ꎮ② 在库

尔德人看来ꎬ 巴列维政权的倒台是一个重新获得自治权的机会ꎬ 因为新政府

可能会提高库尔德人的地位和待遇ꎮ③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ꎬ 伊朗库尔德民主党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Ｉｒａｎ) 结束地下活动ꎬ 正式确立在库尔德斯坦的

地位ꎻ 伊朗库尔德人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中坚力量ꎮ 伊

斯兰革命成功后ꎬ 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和其他库尔德组织向霍梅尼领导的革命

政府提出了八项自治计划ꎮ④ 这些自治要求相对温和ꎬ 并不损害中央在地方的

财政、 国防和外交权ꎮ 即便如此ꎬ 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政府却将库尔德人的要

求视为对国家完整性的威胁而予以拒绝ꎮ 新政府与库尔德武装之间爆发了小

规模冲突ꎮ 同时ꎬ 伊斯兰革命期间团结起来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 科马拉

(Ｋｏｍａｌａ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库尔德部落首领以及库尔德逊尼派人士也

产生了分歧ꎮ １９８０ 年ꎬ 随着两伊战争爆发ꎬ 伊朗库尔德人再次出现分歧ꎮ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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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是否与革命政府合作的问题上ꎬ 库尔德人内部派系林立ꎬ 无法和解ꎬ 士

气低落ꎮ 不仅如此ꎬ 伊朗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组织也貌合神离、
渐行渐远ꎬ 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陷入停滞ꎮ

第三ꎬ 库尔德人基于寻求自治的历史记忆而谋求独立的现实可能性ꎮ 冷

战结束后ꎬ 伊朗库尔德人仍深藏其寻求自治的历史记忆ꎮ 短暂的马哈巴德共

和国成为当代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理想寄托ꎬ 使得伊朗库尔德斯坦被认为是

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摇篮ꎮ①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重新激发了库尔德民族

主义的独立情绪②ꎬ 伊朗库尔德精英并未放弃他们的自治主张ꎬ 他们开始反思

其斗争手段的成效ꎮ 与反殖民时代的 “民族解放” 运动不同ꎬ 库尔德精英根

据冷战后的人权话语以及隐含的自由民主规范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ꎮ 伊

朗政府也注意到拉拢库尔德人对选举政治的重要意义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伊朗改革

派政治家哈塔米在竞选时提倡公民权利ꎬ 承诺为少数族群和宗教少数派提

供更多政治和社会自由ꎮ 库尔德人组织希望获得更多自治权ꎬ 呼吁库尔德

人投票给哈塔米ꎮ③ ２０１３ 年ꎬ 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也曾对库尔德选民许下

“扩大公民权利” 的承诺ꎬ 以此争取库尔德逊尼派的选票ꎮ 事实上ꎬ 身份政

治问题既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国族主义和族群主义的矛盾ꎬ 也体现

出多族群所带来的复杂政治生态ꎮ 尤其对存在跨界族群的多民族国家来说ꎬ
伊朗当政者将维护国家的统一视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ꎬ 由此努力统筹国

家利益与兼顾族群地方利益之间的关系ꎬ 避免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滑向分

离主义ꎮ
第四ꎬ 伊朗库尔德人政治参与受到邻国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外溢影响ꎮ

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话语建构中ꎬ 泛库尔德团结被称为 “库尔德性”
(Ｋｕｒｄａｙｅｔî)ꎬ 是一种基于血缘、 地理、 历史与文化亲和力的复合体ꎮ 这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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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哈塔米时期 “公民社会” 的研究ꎬ 参见蒋真: «从伊朗内外政策看 “哈塔米主义”»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４ ~ ５６ 页ꎮ 另有研究认为ꎬ 伊朗伊斯兰政权并未履行革命期间对库尔

德人的承诺ꎬ 而是继续将库尔德人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视为局外人ꎬ 并视为对伊斯兰共和国构成

潜在威胁ꎬ 如借用伊斯兰话语、 宗教意识形态、 伊斯兰团体和主流意识形态ꎬ 特别是利用世俗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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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跨越国界ꎬ 被视为泛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ꎻ 虽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

独立建国ꎬ 却成为争取库尔德人权益的一种政治口号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和 “库尔德之春” 此起彼伏ꎬ 这种 “想象的共同

体” 似乎正在变为现实ꎮ 库尔德人表现出强大的跨界联系和族群网络ꎬ 尤其

在 “大库尔德斯坦” 地区拥有数量繁多、 关系复杂的各类武装团体与社会组

织ꎬ 其频繁的跨界互动引起所在国的警觉ꎬ 如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的库尔德自

治区成为伊朗流亡库尔德人的大本营ꎮ 同时ꎬ 库尔德人跨界的经济、 文化和

政治联系不断增强ꎬ 跨界互动日益频繁ꎮ 伊朗库尔德人因生活、 工作、 学习

等需求ꎬ 经常前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ꎻ 而高度自治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

地区为身处 “异乡” 的伊朗库尔德人提供了 “想象空间”ꎮ 如何防止跨界族

群离心离德ꎬ 是摆在伊朗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ꎮ
跨界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多元性ꎬ 这决定了跨界族群的观念和自我认知

的复杂性ꎮ 伊朗库尔德身份认同包括族裔、 宗教、 政治和文化认同等多重维

度ꎬ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ꎬ 使伊朗库尔德问题复杂化ꎮ 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在

政治、 经济、 文化和心理上的差异性ꎬ 尤其是跨界族群与主体族群在地理空

间上的分离ꎬ 成为伊朗国家建构和民族团结的难题ꎮ
(二) 当代伊朗政府对跨界族群的身份整合策略

跨界族群中的亚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类别ꎬ 代表着在一个由共同的血统、
历史、 神话、 符号和文化习俗所界定的群体中的成员身份ꎮ 它与国家行为体

具有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ꎮ② 当族群群体归属成为政治动员、 竞争和冲突的工

具时ꎬ 它对政治将产生重要影响ꎬ 尤其是跨界族群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挑战

了现代国家认同ꎮ 同时ꎬ 当以族群为框架的政治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

不稳定、 暴力或战争时ꎬ 族群对国际关系至关重要ꎮ 换言之ꎬ 当跨界族群的

身份高于所在国的国族身份时ꎬ 身份政治便成为多族群国家的安全议题ꎬ 产

生民族隔阂ꎬ 甚至引发民族仇恨ꎬ 给国家治理带来难题ꎻ 而当身份政治问题

国际化后ꎬ 便成为所在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ꎮ 如何直面跨界族

群身份政治问题ꎬ 通过自上而下、 内外互动的治理进行身份整合ꎬ 成为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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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民族团结与抵抗外部干涉的重要挑战ꎮ
第一ꎬ 伊朗政府重视国内库尔德人问题ꎬ 采用 “身份嵌套” 整合策略ꎮ

百年变局下ꎬ 身份政治的兴起及信息技术的进步ꎬ 影响世界各地区多族群国

家的身份建构ꎮ 事实上ꎬ 各多民族国家实施的族群身份整合机制有所不同ꎮ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坚持 “身份熔炉”ꎬ 主族群不断同化亚族群ꎻ 以伊拉

克和黎巴嫩为代表的国家保持 “身份沙拉”ꎬ 主族群与亚族群处于对等位置ꎻ 以

利比亚、 索马里和也门为代表的国家呈现 “身份碎片”ꎬ 主身份虚弱ꎬ 亚身份走

强ꎬ 部落、 教派、 族群等身份凸显ꎮ 就伊朗而言ꎬ 该国的族群身份整合基于其

国情、 民情、 社情特点ꎮ 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强烈话语不同ꎬ 当代伊朗库

尔德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 “库尔德人身份 ＋ ” 为共同利益而开展的温和政治活

动ꎮ 一些库尔德人认为ꎬ 政府造成了库尔德斯坦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ꎻ 另一

些库尔德人认为ꎬ 波斯人是 “一等公民”ꎬ 库尔德人沦为 “二等公民”ꎻ 还有一

些库尔德人认为ꎬ 库尔德地区经济发展落后ꎬ 未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ꎮ 面对库

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ꎬ 伊朗政府在战略上高度予以重视ꎬ 加强少数族群同主体

民族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ꎬ 维护民族团结ꎬ 实施 “身份嵌套”
策略ꎮ 中央政府避免将伊朗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库尔德族群认同对立起来ꎬ 而是

强调二者是主身份与亚身份、 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有机统一ꎬ 亦即主族群对

亚族群形成吸引力和塑造力ꎬ 同时保留后者的亚文化特色ꎮ
第二ꎬ “身份嵌套” 策略的目标指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ꎮ 伊朗库尔德

人身份政治问题ꎬ 本质是对国民身份的接受度ꎮ 信任作为国家制度合法性赖

以存在的基础ꎬ 是国家强化凝聚力的需要ꎬ 是维护政权生存的保障ꎬ 但增强

社会凝聚力是一个需要不断培育和重建的持续过程ꎮ 需要国家通过治理等方

式促进和尊重有关团体的合法要求ꎬ 并将其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ꎮ① 伊朗领导

人和官方文件中虽从未使用 “身份嵌套” 这一概念ꎬ 政府甚至不认为阿塞拜

疆人、 库尔德人等跨界族群是独立的 “民族”ꎬ 而是认为他们是具有一定文化

特殊属性的 “族群”ꎬ 所有这些族群都是 “伊朗民族” 的平等一员ꎬ 都是波

斯文明、 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国家坚信 “内因是变化

的根本”ꎬ 通过建构更大的身份叙事ꎬ 以及通过内外互动建立 “自我”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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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ｈｉｋｈｕ Ｐａｒｅｋｈꎬ Ａ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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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 的身份ꎬ 将国家内部异质性的身份 “嵌套” 起来ꎬ 像 “套娃” 一样

形成多重复合身份ꎮ
第三ꎬ “身份嵌套” 策略的实施具有内、 外双向度特点ꎮ 伊朗政府在识

别和重塑跨界族群身份时ꎬ 依靠国内 (边疆治理) 和国际 (睦邻外交) 双

重手段ꎬ 淡化族群身份ꎬ 塑造国族认同ꎬ 以伊斯兰教和波斯文明为情感纽

带ꎬ 形成身份整合ꎬ 维护多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ꎬ 构建

民族—宗教共同体和区域安全—治理共同体ꎬ 从而达到族群身份 “去政治

化” 和 “再国家化” 的目的ꎮ 由此ꎬ 伊朗对库尔德人的 “身份嵌套” 策略

体现在国内政治与其邻国相关的国际层面之间的互动过程ꎮ 具体而言ꎬ 当

代伊朗以 “身份嵌套” 策略进行具象的国族建设与抽象的穆斯林共同体建

设ꎬ 应对跨界族群多元身份的政治诉求ꎬ 并通过与邻国互动不断调适政治

身份ꎮ 换言之ꎬ 伊朗以边疆治理与睦邻外交相结合的方式ꎬ 解决政治、 社

会和经济问题ꎬ 进而推进以波斯历史认同、 什叶派穆斯林宗教认同和伊朗

国族认同相结合的共同体建设ꎬ 使伊朗库尔德人族群认同与更高层次的国

家认同相兼容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 伊朗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是使国族认同

的 “主身份” 与库尔德族群认同的 “亚身份” 具有兼容性ꎮ 在处理跨界族

群问题过程中ꎬ “身份嵌套” 使伊朗成为一只 “刺猬”ꎬ 增强自我保护能

力ꎬ 力避外部势力的干预ꎬ 预防域外力量打 “民族牌”、 实施分而治之ꎮ 伊

朗 “身份嵌套” 策略的实施主要依靠防御性的边疆治理与进攻性的睦邻外

交双重手段ꎮ

图 １　 伊朗对跨界族群库尔德人 “身份嵌套” 策略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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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边疆治理: 伊朗对库尔德人践行 “身份嵌套”
策略的国内途径

　 　 伊朗跨界族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较为复杂ꎬ 族群关系体现为 “和而不

同”ꎮ 当代伊朗总体上延续了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现代化改革政策ꎬ 如强调波斯

语国语地位、 波斯民族主导地位以及伊朗国家认同优先地位等国家治理理念ꎮ
但相比巴列维时期重点突出伊朗身份中的波斯元素ꎬ① 当代伊朗避免推行极端

的身份政策 (如否认一维和僵化的身份ꎬ 强调一体多元)ꎻ 倡导跨文化团结和

同理心是伊朗族际身份整合的重要特点ꎮ 对此ꎬ 伊朗政府对库尔德人采取了

比巴列维王朝时期更加包容的对政治和文化之怀柔政策ꎮ 近年来ꎬ 伊朗实施

了多项脱贫减贫的民生项目ꎬ 秉持 “以发展促安全” 理念ꎬ 扩大就业ꎬ 努力

解决经济不平等、 发展不平衡问题ꎻ 为库尔德精英参政奠定基础ꎬ 关注库尔

德人的文化需求ꎬ 包括在不同教育阶段教授库尔德语ꎬ 以减少库尔德人的不

满情绪ꎮ
(一) 通过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手段淡化库尔德人族群意识

第一ꎬ 因地制宜ꎬ 重构库尔德人的族群分布ꎮ 伊朗库尔德人主要以聚居

和散居形式分布在伊朗西部地区ꎮ 在行政管理上ꎬ 中央政府保留 “库尔德斯

坦” 的名称ꎬ 表明国家对库尔德人的承认与尊重ꎬ 但实则将库尔德人分散在

西部四省ꎬ 并与阿塞拜疆人、 亚美尼亚人、 卢尔人等少数族群混合而居ꎮ 在

民族分类上ꎬ 当代伊朗宪法中的民族认同根据伊斯兰主义原则来定义ꎬ 而非

根据族群差异来区分ꎮ 自萨法维王朝以来ꎬ 伊朗各政权就延续了基于伊斯兰

教和什叶派对伊朗身份的界定ꎮ 近现代伊朗库尔德人的反叛组织以逊尼派库

尔德人为主ꎬ 什叶派库尔德人较少表现出族群身份政治特点ꎮ 例如ꎬ 霍梅尼

利用库尔德人之间的宗教差异进行国家动员ꎬ 反映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要

基于宗派归属ꎬ 使库尔德人难以 “抱团取暖”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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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ｈａｎｉ Ｂｏｌｏｏｒｉａｎꎬ Ａｌｌａ Ｋｏｋ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ｚａ Ｋｈｅｉｒｉ Ｍｏｔｌａｇｈꎬ Ｔｅｈｒａｎ: Ｒｅｓ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７ꎻ Ｓａｊｊａｄ Ｙａｚｄａｎｉꎬ ａｎｄ Ａｇｈａ Ｓａｊｊａｄｉꎬ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 － １８

Ｇｕｅｎｅｓ Ｍｕｒａｔ Ｔｅｚｃｕｒ ａｎｄ Ｐｅｙｍａｎ Ａｓａｄｚａｄｅ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２ꎬ ｐｐ ６５２ － ６７２ꎻ [英国] 西万赛义德、 阿兰
哈萨尼扬、 梁钦: «伊朗库尔德地区的人口政策»ꎬ 第 １５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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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在可控范围内扩大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使用空间ꎮ 与土耳其和叙

利亚不同ꎬ 伊朗对库尔德语持包容态度ꎬ 未禁止使用ꎬ 并将其视为国家主要

方言之一ꎮ 政府允许库尔德人在公众场合讲库尔德语ꎬ 学校还开设了库尔德

语言和文学课程ꎮ 此外ꎬ 伊朗政府重视什叶派节日加迪尔节 (Ｇｈａｄｉｒ) 在促

进库区宗教团结中的作用ꎬ 将其视为 “统一的轴心”ꎬ 而非 “分裂的轴心”ꎮ
例如ꎬ 伊朗政府要求相关机构在组织加迪尔等节日活动时ꎬ 创新思路ꎬ 通过

公共供餐、 城市装饰等活动ꎬ 丰富库尔德民族文化ꎬ 促进库尔德人与其他族

群的交流融合ꎬ 增强国家认同感ꎮ
第三ꎬ 以伊斯兰为原则共塑宗教身份ꎮ 伊朗通过强调 “穆斯林兄弟情谊”

和发挥 “乌玛” (穆斯林共同体) 的宗教号召力来强化伊斯兰身份ꎬ 弱化库

尔德人族群意识和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歧ꎬ 以实现 “我们与库尔德人没有区

别” 的目标ꎮ①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ꎬ 霍梅尼赞赏库尔德人在反抗巴列维政权的

斗争中所做出的牺牲ꎬ 称 “伊朗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库尔德兄弟的团结ꎬ 以及

他们在反殖民、 反独裁的斗争中与邪恶的巴列维政权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ꎮ
伊朗的伊斯兰运动是什叶派—逊尼派兄弟情谊和全国各民族团结一致的象

征ꎮ”② 另外ꎬ 伊朗强调战争和革命使库尔德人的身份意识与伊朗的民族身份

融为一体ꎮ 在伊朗当代史中ꎬ 伊朗库尔德人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

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ꎬ 也得到了伊朗政府的积极肯定ꎮ 同时ꎬ 伊朗政府强调

在社会中创造 “本国” 和 “外国” 之间的二元对立ꎬ 用来强化国家身份认

同ꎮ③ “在库尔德兄弟中ꎬ 有许多伊斯兰革命的战友ꎮ 也许可以说他们是那些

人中的大多数即使在今天ꎬ 当他们来到伊朗时———他们旅行并与当地人

交流———他们仍记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伟大以及伊朗政府对他们一贯的信

任ꎮ”④ 哈梅内伊是伊朗最高领袖ꎬ 也是阿塞拜疆人ꎬ 由此增强了政府在少数

族群中的亲和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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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我们与库尔德人没有区别» (波斯文)ꎬ 载 «伊斯兰革命仪式» 第 ２ 卷ꎬ 伊玛目霍梅尼

(ＰＢＵＨ) 编辑和出版研究所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４０３ 页ꎮ
Ｒｏｕｈｏｕｌｌａｈ ａｌ － Ｍｏｕｓａｗｉ ａｌ －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Ｓａｈｉｆｅｈ － ｙｅ Ｉｍａｍꎬ ｐ １６５
Ｍａｈｄｉ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Ｎｉａꎬ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Ｉｒ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５０
«库尔德斯坦游牧民族首领和受托人会议上的发言» (波斯文)ꎬ 载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

哈梅内伊作品保存和出版办公室信息库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ｒｓｉ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ｉｒ / ｓｐｅｅｃｈ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ｄ ＝ ６８３４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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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强化对伊朗历史身份认同的共同记忆ꎬ 增加了库尔德人对伊朗国

家身份的归属感ꎮ 库尔德人与波斯人的共同历史身份ꎬ 塑造了库尔德人对伊

朗的历史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ꎮ 在两伊战争中ꎬ 伊朗政府高举 “保卫国家不

受伊拉克入侵” 的大旗ꎬ 强调所有人都是伊朗人ꎬ 淡化了各自的族群属性ꎮ
哈梅内伊时代ꎬ 伊朗政府高度赞扬库尔德人在两伊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精神ꎬ
增强了库尔德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豪感ꎮ 在库尔德人佩什梅加烈士纪念大

会上ꎬ 领袖哈梅内伊赞扬库尔德斯坦人民的英勇气概ꎬ 认为相较于土耳其、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ꎬ 伊朗库尔德人是 “历史上真正的伊朗人和抵御

外国侵略的卫士”ꎮ①

(二) 通过促进库尔德人经济发展缓解其身份焦虑

失业问题长期困扰伊朗库尔德人ꎬ 因此伊朗的经济发展聚焦在库尔德地

区的就业和脱贫问题上ꎮ 伊朗强调民族平等ꎬ 认为跨界族群地处边陲ꎬ 经济

发展条件不足ꎬ 政府有责任推动社会公平进步ꎬ 维护跨界族群的发展权ꎮ 中

央政府对库尔德斯坦的经济发展规划是: 以知识经济为基础扩大生产ꎬ 创造

就业ꎻ 以团结为准绳推动库尔德斯坦的经济建设ꎻ 创造就业是库尔德斯坦省

的核心问题ꎻ② 库尔德斯坦安全环境的改善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善ꎮ③

鉴此ꎬ 伊朗政府采取了以下举措:
第一ꎬ 制定针对库尔德斯坦的经济规划ꎬ 努力将其打造成边境商业区或自

贸区ꎬ 以出口为导向奠定产业基础ꎬ 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ꎮ 伊朗政府利用区位

优势促进库区经济增长ꎬ 激活边境贸易ꎬ 利用边境出口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ꎮ
库尔德斯坦靠近伊拉克和土耳其ꎬ 跨界而居的库尔德人存在文化共性ꎬ 特别是

其共同的库尔德地缘关系和血缘联系ꎬ 为伊朗库尔德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潜力ꎬ
如巴奈赫 (Ｂａｎｅｈ)、 马里万 (Ｍａｒｉｖａｎ) 等地现已成为活跃的边境集市ꎮ 库尔德

斯坦省在马里万、 巴奈赫和萨南达杰 (Ｓａｎａｎｄａｊ) 拥有海关口岸和边境市场ꎬ
成为跨界库尔德人的贸易集散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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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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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斯坦发展文件» (波斯文)ꎬ 载伊朗库尔德斯坦省管理和规划部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ｏｓｔａｎ － ｋｄ ｉｒ / ? ｐ ＝ ６４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８ꎮ

«服务是库尔德斯坦的成功战略» (波斯文)ꎬ 载梅赫尔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ｏｓｔａｎ － ｋｄ ｉｒ / ?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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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激发库尔德斯坦边境旅游业的发展潜力ꎮ 伊朗库尔德斯坦拥有丰

富的历史古迹和自然旅游资源ꎬ 文化交流有助于提高边境地区的居民收入ꎮ
例如ꎬ 伊朗政府采取了促进库尔德斯坦手工艺品 (卡拉什编织) 产业的发展

举措ꎬ 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ꎬ 还构成伊朗大众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ꎮ
伊朗政府借此打造手工艺品边境集市ꎬ 为库尔德手工艺者提供免费技能培训ꎬ
且每年在萨南达杰的库尔德之家开办免费技术和职业培训成就展ꎮ 技能培训

成为伊朗跨界族群地区创造就业的重要平台ꎬ 强化了伊朗库尔德人的向心力ꎮ
第三ꎬ 通过战略传播来强化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ꎮ 伊朗政府强调民族团

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ꎬ 宣扬伊朗是各民族的伊朗ꎬ 不是波斯主体民族的伊朗ꎻ
伊朗用国族认同来形塑青年一代库尔德人的身份认同ꎮ 伊朗政府对内培养库

尔德精英和意见领袖ꎬ 防止其通过 “族群动员” 来实现个人或团体政治目标、
引发伊朗库尔德分离主义思潮ꎻ 对外通过严厉打击库尔德反叛组织ꎬ 形成高

压态势ꎬ 即通过内外双重手段对族群身份 “去政治化” 和 “再国家化”ꎬ 强

化国家身份认同ꎬ 增强库尔德人的现代国民意识ꎮ 伊朗政府通过制度保障ꎬ
妥善处理民族矛盾ꎬ 防止族群身份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标签和动员工具ꎬ 避

免邻国及域外势力以身份政治操控伊朗民族问题ꎮ
第四ꎬ 注重库尔德人才的培养ꎮ 关于库尔德斯坦人才选拔和使用ꎬ 伊朗

总统莱希曾表示: “当务之急是选拔当地人才ꎬ 必须雇佣库尔德斯坦省的高级

人才ꎮ 所有管理人员都应注意到ꎬ 政府的政策是在各省积极利用高效、 革命

和有爱心的民族青年ꎮ”① 此外ꎬ 莱希总统还强调要采纳社会各阶层、 知识分

子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ꎬ 妥善解决库尔德斯坦省的民生问题ꎮ
(三) 通过打击分裂主义加强民族团结

伊朗库尔德组织主要包括伊朗库尔德民主党、 伊朗库尔德斗争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ꎬ 又称 “Ｋｈａｂａｔ”)、 科马拉、 库尔德

自由党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ａｒｔｙ) 和库尔德自由生活党 ( Ｆｒｅｅ Ｌｉｆ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等ꎮ 在伊朗库尔德人身份重构和民族主义觉醒背景下崛起的库尔

德自由生活党是库尔德工人党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 的一个分支ꎬ
最初活跃在土耳其库尔德地区ꎬ 后迁移到伊拉克库尔德地区ꎬ 成为伊朗和土耳

６５１

① «莱希: 政府决心降低库尔德斯坦失业率» (波斯文)ꎬ 载世界经济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ｎｙａ － ｅ －
ｅｑｔｅｓａｄ ｃｏ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０８ꎮ



伊朗政府对跨界族群的 “身份嵌套” 策略探析　

其共同打击的对象ꎮ 库尔德工人党在坎迪勒 (Ｑａｎｄｉｌ) 山区的活动为库尔德自

由生活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ꎬ 美国在伊拉克建立联

邦政府ꎬ 提高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ꎬ 激发了伊朗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

动ꎬ 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和其他库尔德组织暗流涌动ꎮ 这些组织将伊朗库尔德人

生活的土地称为 “东库尔德斯坦” (Ｒｏｊｈｅｌａｔ)ꎮ 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的目标是建立

一个能够保证库尔德人充分自治的联邦制伊朗ꎬ 而不是神权制的伊朗ꎮ
第一ꎬ 在应对突发性政治事件时ꎬ 政府采取及时且有效的应对措施ꎮ 进

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全球范围内身份政治愈演愈烈ꎬ 族群认同不断强化ꎬ 伊朗政

府尤其忌惮一些声称代表少数族群和宗派少数群体利益的运动 (如人民圣战

组织作为少数民族反对派团体的力量ꎬ 公开挑战现政府)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
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马哈巴德市举行 “神圣防御周” 年度庆祝活动时ꎬ 伊朗

发生爆炸事件ꎮ 虽然没有个人或团体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ꎬ 但伊朗政府将矛

头指向库尔德自由生活党ꎬ 称其为 “反革命分子”ꎮ① 实际上ꎬ 这种在伊朗西

北部由库尔德自由生活党领导的库尔德武装分子与伊朗国家安全部队之间的

暴力冲突ꎬ 折射出伊朗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ꎬ 即伊朗库尔德少数族群身份认

同得以强化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 伊朗库尔德族女性马赫萨阿米尼被

道德警察拘留ꎬ 死于警察局ꎬ “反政府” 与 “反体制” 的抗议运动席卷全国ꎮ
莱希总统表示ꎬ 这场骚乱是自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伊朗

的最新举措ꎮ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强调ꎬ 伊朗的敌人应对骚乱负责ꎬ “民族团

结和主权完整是使我们的敌人绝望的必要条件”ꎮ② 针对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

动ꎬ 伊朗官方也批准了 “支持政府” 的游行活动ꎬ 不仅呼吁全国各族群团结

起来对抗 “敌人” 的阴谋ꎬ 还公开揭露了此次伊朗骚乱背后敌对势力的阴

谋ꎮ③ 随后ꎬ “一个民族ꎬ 一面国旗” ( “Ｏ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Ｏｎｅ Ｆｌａｇ”) 的标语遍布

伊朗ꎮ 伊朗政府呼吁民众严防外部干涉ꎬ 加强各族群团结ꎮ 在此期间ꎬ 科马

７５１

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 Ｚａｍｂｅｌｉｓｔꎬ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ꎬ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ｃ ｗｅｓｔｐｏｉｎｔ ｅｄｕ / ｔｈｅ －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ｂｅｈｉｎｄ －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 ｉｎ － ｉｒａｎｉａｎ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０８

“Ｒａｉｓｉ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ａｌｍ Ｒａｇｉｎｇ Ｉｒａ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ｓ Ｄｅａｔｈ Ｔｏ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ｂ”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ｍ / ｒａｉｓｉ － ｔｒｉｅｓ － ｔｏ － ｃａｌｍ － ｒａｇｉｎｇ － ｉｒａｎ －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 ａｓ － ｄｅａｔｈ － ｔｏｌｌ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 ｔｏ － ｃｌｉｍｂꎬ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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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和库尔德民主党试图通过利用大规模抗议运动制造骚乱ꎬ 破坏政治稳定ꎮ
对此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炮击邻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科马拉阵地ꎬ 逮捕

了库尔德民主党部分党员ꎬ 以防止 “头巾事件” 升级为国家安全危机ꎮ①

第二ꎬ 在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过程中ꎬ 采用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手段ꎮ 一

方面ꎬ 伊朗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维护民族地区稳定ꎬ 迫使极少数分离主义者

盘踞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或者伊朗边境山区ꎮ 为应对库尔德分离主义卷土

重来的威胁ꎬ 伊朗部署了特种作战部队ꎬ 以空袭的方式打击库尔德自由生活

党等库尔德叛乱分子ꎮ 伊朗还指责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代

理人ꎮ 伊朗认为ꎬ 美国正在与其盟国 (以色列) 一起策划一场民族分裂运动ꎬ
以煽动伊朗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的社会抗议ꎮ 在伊朗看来ꎬ 美国或以色列一直

图谋颠覆伊朗政权ꎬ 鼓动库尔德人等族群的暴力活动ꎮ② 为此ꎬ 伊朗将库尔德

自由生活党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逊尼派萨拉菲派武装分子联系在一起ꎬ 作

为打击的对象ꎬ 防止民族分裂势力充当美、 以的代理人ꎮ③ 另一方面ꎬ 伊朗政

府在西部地区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ꎬ 以巩固民族地区稳定ꎮ 伊朗政府在西

北地区部署多个指挥控制中心以应对各种威胁ꎬ 预防库尔德地区街头骚乱的

外溢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乌米尔等西北地区和克尔曼沙赫等西部地区

安全ꎮ 由于伊朗政府担心针对库尔德组织的惩罚性打击ꎬ 可能会刺激其他民

族地区也发生骚乱ꎬ 故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的总部、 民兵分支机构以

及各种情报机构在库尔德地区建立城市监控和围堵系统ꎮ④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伊

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地面部队在伊朗西北地区开展联合行动ꎬ 打击反

政府的库尔德武装组织ꎮ⑤

第三ꎬ 在边疆治理问题上ꎬ 伊朗坚持 “胡萝卜 ＋ 大棒” 政策ꎬ 一手抓民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宣布对库尔德斯坦地区科马拉恐怖组织的总部发动炮击» (波斯

文)ꎬ 载伊朗报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ｒａ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ｉｒ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ｉｔｅｍ / ６２７７０６ꎬ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２６ꎮ
陆瑾: «从 “十月抗议” 事件审思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的稳定性»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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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Ｔｈｅ Ａｒｔｅｓｈ: Ｉｒａｎ’ 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６



伊朗政府对跨界族群的 “身份嵌套” 策略探析　

生改善ꎬ 一手打击分裂势力ꎮ 当前ꎬ 虽无迹象表明库尔德自由生活党会对伊

朗现政权构成严重威胁ꎬ 但地缘政治动荡、 邻国库尔德问题外溢以及伊朗与

美国和以色列的对抗升级ꎬ 将影响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的角色ꎮ 尽管美国将库

尔德自由生活党列入 “恐怖组织” 黑名单ꎬ 但该组织将继续利用美国和伊朗

之间的敌对关系ꎬ 抓住机会窗口伺机搞破坏ꎮ 伊朗则继续通过更严厉的打压

措施来应对库尔德分裂主义势力ꎬ 实现 “身份嵌套”ꎮ

三　 睦邻外交: 伊朗对库尔德人实施 “身份嵌套”
策略的国际途径

　 　 应对共同威胁是伊朗跨界安全合作、 开展睦邻外交的动力ꎬ 库尔德人分

离运动、 恐怖主义袭击、 跨境犯罪、 毒品走私、 拐卖人口等诸多问题是各方

共同的安全关切ꎮ 伊朗强调与邻国存在共同威胁、 共同利益ꎬ 呼吁相关国家

采取共同行动ꎬ 以跨界安全共享、 利益共生维护跨界族群地区安全ꎮ 同为伊

斯兰国家ꎬ 伊朗、 土耳其、 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上述方面存在利益契合点ꎬ 由

此相向而行ꎬ 共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打击民族分裂主义ꎮ 伊朗在 “身份

嵌套” 策略实施中ꎬ 善于在跨界库尔德地区推动边境贸易ꎬ 开展能源合作ꎬ
与有关各方共同打击分裂势力ꎮ

(一) 与土耳其加强全方位合作

库尔德问题是伊朗与土耳其的共同关切ꎬ 是形成安全共识、 加强合作安

全的基础ꎮ 伊朗与土耳其积极构建 “统一战线”ꎬ 认为邻国伊拉克和叙利亚库

尔德人的任何独立运动都可能在本国引发类似的分裂主义ꎬ 产生 “多米诺骨

牌效应”ꎬ 故库尔德问题成为伊朗对土耳其外交的重要议题ꎮ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安

上台后ꎬ 两国关系迅速改善ꎬ 共同的库尔德问题成为双方的 “黏合剂” 之一ꎮ
埃尔多安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对伊朗进行首次正式访问ꎬ 双方同意加强经济合作ꎬ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ꎮ 伊朗和土耳其还签署安全合作协议ꎬ 强调共同打击库尔

德工人党及其支持者ꎬ 定期召开安全会议ꎬ 分享有关库尔德工人党和库尔德

自由生活党活动的信息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伊朗和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自治的库

尔德斯坦地区开展联合军事行动ꎬ 打击库尔德叛乱分子ꎮ 上述安全合作表明ꎬ
尽管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土耳其军队与伊朗的各种代理人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

省爆发冲突ꎬ 但两国在叙利亚的分歧并不妨碍在其他地区开展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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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月 １４ 日ꎬ 土耳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境内的庇护所ꎬ 时任伊朗外交

部长扎里夫抵达伊斯坦布尔ꎬ 与土耳其达成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联合打

击恐怖主义” 的共识ꎮ① ６ 月 １６ 日ꎬ 伊朗炮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靠近两伊

边境的哈吉奥马兰区ꎬ 即库尔德工人党及其伊朗分支机构库尔德斯坦自由

生活党的据点ꎮ②

伊朗和土耳其在打击库尔德独立运动方面相互配合ꎬ 形成默契ꎮ 虽然土

耳其偶尔指责伊朗在其边境地区制造安全问题、 越境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

力ꎬ 但伊朗总体上保持克制ꎬ 理解土耳其政府的合理关切ꎬ 并对土耳其越境

打击库尔德工人党采取默许态度ꎬ 为伊朗与土耳其加强全方位合作奠定了基

础ꎮ 由于伊朗政府受到美国施压与国际制裁ꎬ 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ꎬ 因此ꎬ
伊朗通过与土耳其的合作来遏制西方介入库尔德问题ꎬ 防止西方和以色列以

土耳其为跳板ꎬ 干涉本国库尔德事务ꎮ
伊朗对土耳其开展睦邻外交ꎬ 还通过与土耳其建立高层互访和高层合作

委员会、 各部门联合委员会等机制ꎬ 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地区政治对话ꎮ 土耳

其—伊朗高级合作委员会为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提供了制度基础ꎮ 两国还以经

贸为纽带ꎬ 形成议题耦合ꎬ 设立了联合经济委员会和商业委员会等双边合作

机制ꎬ 保障双边经贸合作的顺利进行ꎮ 伊朗在两国边境的库尔德地区ꎬ 通过

经贸合作实现互联互通ꎬ 如修建天然气管道、 开展边境贸易等ꎬ 保障西部边

境安全ꎬ 促进边境地区发展ꎬ 挖掘两国的合作潜力ꎬ 以此加强双边关系ꎬ 防

止库尔德边境地区陷入安全困境ꎮ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上ꎬ 伊朗和

土耳其的利益存在交集ꎮ 两国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者企图建立包括土耳其、
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在内的 “大库尔德斯坦”ꎻ 伊、 土两国认为库尔德问题

威胁各自主权ꎬ 坚决反对库尔德人独立ꎮ
(二) 与叙利亚政府共同遏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

在叙利亚ꎬ 伊朗与巴沙尔政府联合打击 “伊斯兰国”ꎬ 合作解决跨境族群

问题ꎮ 阿拉伯剧变后ꎬ 虽然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未被西方颠覆ꎬ 但实力大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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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伊斯兰革命卫队炮击伊拉克库尔德工人党» (波斯文)ꎬ 载伊朗伊斯兰世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ｗｎｅｗｓ ｃｏ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０６ꎮ

“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Ｉｒａ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Ｊｏｉ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 － ｍｉｄｅａｓｔ － ｃｒｉｓｉｓ － ｔｕｒｋｅｙ － ｉｒａｎ / ｔｕｒｋｅｙ － ｉｒａｎ － ｃａｒｒｉｅｄ － ｏｕｔ － ｊｏｉｎｔ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ｋｕｒｄｉｓｈ －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ｉｄＵＳＫＣＮ１ＱＺ１ＣＩꎬ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８



伊朗政府对跨界族群的 “身份嵌套” 策略探析　

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ＰＹＤ) 的领导下ꎬ 通过与美国结盟ꎬ
积极打击 “伊斯兰国”ꎬ 并在巴沙尔政府力量被削弱的情况下ꎬ 不断提高政治

地位、 拓展其地区影响力ꎬ 进一步推进库尔德斯坦自治议程ꎮ 中东地缘政治

生态的变化ꎬ 特别是所谓的 “库尔德之春”ꎬ 迫使伊朗加强睦邻外交ꎬ 提高与

叙利亚政府的合作力度ꎮ
伊朗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推行相似的民族政策ꎬ 共同反对美西方和以色

列利用民族牌对伊朗和叙利亚 “分而治之”ꎮ 伊朗和叙利亚政府存在特殊关

系ꎬ 在政治、 军事和财政上长期支持巴沙尔政府ꎬ 共同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ꎬ
防止叙利亚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形成事实上的独立ꎮ

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的武装部队 “人民保护部队” (ＹＰＧ) 击败 “伊斯兰

国” 后ꎬ 巩固了对叙利亚北部主要库尔德人居住的城镇的控制ꎬ 建立了自治

政府ꎬ 变成事实上的 “罗贾瓦民主联盟”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阿斯塔纳和谈”
后ꎬ 土耳其、 伊朗和俄罗斯的三边谈判机制逐步成熟ꎬ 伊朗和叙利亚在减少

军事冲突和推动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等方面开展战略协调ꎮ 在处理叙

利亚危机问题上ꎬ 伊朗与土耳其共同参与俄罗斯发起的 “阿斯塔纳进程”ꎬ 共

同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殃及本国ꎮ 伊朗密切关注叙利亚境内各种

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ꎮ ２０２３ 年ꎬ 随着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ꎬ 颠覆阿萨德政

府的反对派团体未能建立统一战线ꎬ 甚至趋于瓦解ꎮ 它们分裂成众多敌对团

体ꎬ 伊朗对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心存疑虑ꎬ 故默许土耳其多次跨境打击叙利亚

境内的库尔德目标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攻占大马士革ꎬ 阿

萨德政权垮台ꎬ 叙利亚进入新的政治发展期ꎮ 占据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武

装 “叙利亚民主力量” (ＳＤＦ) 虽表示愿意与新政府合作ꎬ 但并非完全解除武

装ꎬ 未来叙利亚东北部安全形势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对此ꎬ 伊朗识变应变ꎬ
对内继续保持边境稳定ꎬ 防止地区库尔德问题变化波及国内ꎮ

(三) 与伊拉克以安全共识为基础防范境外库尔德问题反噬

早在巴列维王朝时期ꎬ 伊朗国王就曾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战略联系ꎬ
以遏制伊拉克对伊朗领土完整、 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构成的威胁ꎮ① 伊拉克战

争结束后ꎬ 两伊关系从敌对转向友好ꎬ 伊朗不仅与伊拉克保持官方联系ꎬ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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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 (ＫＲＧ) 有着较为密切的经贸联系ꎮ 伊拉克库尔德

斯坦是伊朗重要的出口市场ꎮ 双方的贸易额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８０ 亿美元ꎬ 伊朗

成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ꎮ① 即使是在各方对抗

“伊斯兰国” 期间ꎬ 双方仍继续开展经贸往来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双方展开贸易谈

判并签订谅解备忘录ꎬ 其中包括石油与非石油贸易、 管道建设、 铁路修建

等项目ꎬ 以提升双方贸易交流与边境市场活跃度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尽管两伊贸易

额大幅度下降ꎬ 但伊朗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贸易额仍达到 ４０ 亿美元ꎮ②

从民间的边境市场发展到官方的跨境贸易和投资ꎬ 双方保持密切贸易联系和

商业往来ꎮ
２０１７ 年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投ꎬ 约 ９３％的选民投了赞成票ꎬ 对

伊朗库尔德人分离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对此ꎬ 伊朗联合土耳其、 伊

拉克政府及叙利亚共同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ꎬ 不承认公投结果ꎻ 伊

朗只接受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自治ꎬ 这是伊朗 “身份嵌套” 策略的实际需要ꎮ
与此同时ꎬ 伊朗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培植亲伊朗力量ꎬ 借力打击反伊朗势力ꎬ
阻断境外库尔德分离主义的渗透ꎮ 在境外库尔德地区培养代理人行为实际上

是一种反遏制策略③ꎮ 以什叶派库尔德人为例ꎬ 菲利库尔德人 (Ｆｅｙｌｉ Ｋｕｒｄｓ)
就成为伊朗民兵招募的主要目标ꎮ 这些库尔德人聚居在伊拉克政府与北部库

尔德人有争议的地区ꎬ 伊朗通过招募当地什叶派库尔德人扩大在该地区的影

响力ꎮ 尤其是在 “伊斯兰国” 肆虐期间ꎬ 作为对 “伊斯兰国” 反什叶派意识

形态的回应ꎬ 伊朗什叶派库尔德人更加强调自身什叶派身份ꎬ 与伊朗的什叶

派国家属性一脉相承ꎮ 伊朗利用它同库尔德工人党、 库尔德民主党等紧张关

系ꎬ 各个击破ꎬ 纵横捭阖ꎬ 总体上达到了维护边疆稳定的战略目标ꎮ 从伊朗

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接触和支持可以看出ꎬ 伊朗奉行代理人战争策略ꎮ 总体

而言ꎬ 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培养亲伊朗力量可谓 “一箭三雕”: 一则ꎬ 扩大

伊朗影响力ꎬ 阻止美国、 以色列和沙特的渗透ꎻ 二则ꎬ 可压制国内库尔德武

装团体发展壮大ꎻ 三则ꎬ 借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对伊朗商品的依赖ꎬ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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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库尔德分离主义力量ꎮ 库尔德人作为伊朗的代理人 (包括 “直接代理人”
或 “间接代理人”) 已成为伊朗降低成本、 扩大自身战略空间、 增强地区影响

力的重要方式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以来ꎬ 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升级ꎬ 伊朗的邻国土耳其利

用这一时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展开了空袭ꎮ 这些袭击主要

针对境外的库尔德工人党及其他支持者ꎮ 土耳其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再次激发

了跨界库尔德人的民族自决诉求ꎮ 与土耳其 “以暴制暴”、 越境打击伊拉克境

内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行为方式不同ꎬ 伊朗政府通过睦邻外交营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ꎬ 维护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稳定ꎮ 在与伊拉克的外交中ꎬ 伊朗宣扬本国民

族制度的优越性———伊朗库尔德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ꎬ 这有助于减轻外部

环境变化对跨界族群的影响ꎬ 使 “身份嵌套” 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四　 思考与启示

作为跨界而居的族群ꎬ 伊朗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的跨国性和复合性引

发一系列国家安全与地区发展问题ꎮ 随着土耳其库尔德人独立意识增强ꎬ 以

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地位不断巩固ꎬ 在全球化退潮、 地缘政治回归

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ꎬ “我们是谁” 成为多民族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ꎮ
“身份熔炉” “身份沙拉” “身份碎片” 和 “身份嵌套” 是多民族国家民族

政策的几种主要形式ꎮ 美国对少数族群的 “身份熔炉” 战略在中东难以实

现ꎻ 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 “身份沙拉” 促进了战后伊拉克联邦政府的建构ꎻ
叙利亚因长期战乱导致主体民族和库尔德人等形成 “身份碎片”ꎻ 土耳其以

暴制暴、 越境打击库尔德分裂主义势力ꎬ 反而强化了库尔德人 “身份政

治”ꎮ 相比之下ꎬ 伊朗的 “身份嵌套” 策略更加成功ꎬ 以下几方面做法值得

关注:
第一ꎬ 倡导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ꎬ 推动国族身份整合ꎮ 一国政权的

持续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增强民族凝聚力ꎬ 而跨界族群的身份政治与分离主

义密切相关ꎮ 成功的分离主义不仅会产生 “多米诺骨牌效应”ꎬ 还会发挥 “示
范效应”ꎬ 鼓动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ꎮ 鉴此ꎬ 伊朗政府在践行 “身份嵌

套” 策略过程中ꎬ 一方面伊朗政府强调穆斯林身份这个 “最大公分母”ꎬ 维护

伊斯兰核心价值观ꎮ 纵观伊朗历史发展ꎬ 该国作为伊斯兰国家和波斯文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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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ꎬ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ꎮ 不可否认ꎬ 波斯—伊

斯兰文化作为伊朗各族群共同身份和历史记忆ꎬ 其强大的黏合力对这种多族

群和平共处的民族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由此ꎬ 伊朗政府也将这一珍贵的文

化遗产用于治理国内库尔德问题上ꎮ 伊朗政府抑制库尔德群体的族群身份ꎬ
强调共有的波斯文明和伊斯兰价值观ꎬ 呼吁增强民族凝聚力ꎮ 另一方面ꎬ 伊

朗政府通过控制舆情来增加对库尔德人的影响力ꎬ 强调通过民族团结和增强

民族凝聚力来塑造库尔德人身份认同ꎮ 伊朗政府对内防止库尔德精英通过寻

求提高民族群体的动员能力来实现个人或团体政治目标ꎬ 引发伊朗库尔德身

份政治危机ꎬ 成为伊朗后革命时期的重要治理目标ꎻ 对外通过强力打击库尔

德反叛组织ꎬ 形成对内施压的目的ꎮ 换言之ꎬ 伊朗政府通过内外双重手段对

身份政治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ꎬ 塑造国家身份认同ꎻ 通过制度保障ꎬ 妥善处

理民族矛盾ꎬ 防止民族身份、 族群身份成为政治的主要标签和动员工具ꎬ 不

给邻国及域外干涉势力以身份政治操控政局的机会ꎮ 伊朗通过塑造外部 “敌
人” 来加强国家身份建构ꎬ 加强民众 “内外有别” 的国民意识ꎮ 从实际效果

看ꎬ 伊朗的 “身份嵌套” 策略有效防范了库尔德族群认同对伊朗国家认同产

生的稀释作用ꎬ 尤其在民族自觉意识增强、 身份政治大张旗鼓、 库尔德跨界

族群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ꎬ 更加彰显伊朗在防范国内库尔德人问题失控进而

影响伊朗国家认同虚化方面的战略意义ꎮ
第二ꎬ 坚持以发展促安全ꎬ 增强库尔德人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ꎮ 针对库

尔德人民族经济发展面临的失业和收入水平低 “痛点”ꎬ 伊朗政府把改善民

生、 凝聚人心作为解决上述 “难点” 问题的利器ꎮ 如前所述ꎬ 伊朗政府通过

出台有关有针对性的库尔德斯坦的经济规划ꎬ 建设边境商业区或自由贸易

区ꎬ 推动边境旅游业发展等多重举措ꎬ 释放库尔德地区的经济潜力ꎬ 有力

提升了国内库尔德人的归属感与向心力ꎮ 此外ꎬ 在以发展促安全理念引领

下ꎬ 建设性地管控库尔德地区的冲突ꎬ 实施共同边疆地区的 “发展政策”ꎬ
遂成为伊朗参与跨界库尔德地区治理的重要方式ꎮ 伊朗通过与土耳其的高

层互访、 设立了联合经济委员会和商业委员会等双边合作机制ꎬ 保障了双

边经贸合作的顺利进行ꎮ 例如ꎬ 伊朗和土耳其修建天然气管道、 开展边境

贸易等务实合作ꎬ 对于保障伊朗西部边境安全、 促进库尔德人地区发展、
挖掘两国的经济合作潜力起到了积极作用ꎬ 尤其是有利于防止边境地区陷

入安全挑战的阴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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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与周边库尔德人问题利益攸关国密切合作ꎬ 确保本国边疆安全ꎮ
应对来自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共同威胁是伊朗与土耳其、 伊拉克、 叙利亚安

全合作的有效基础ꎮ 基于此ꎬ 在实施 “身份嵌套” 策略中ꎬ 伊朗政府对库尔

德人的治理注重通过睦邻外交改善周边政治生态ꎬ 以外交手段消解内部库尔

德民族主义思潮ꎮ 伊朗政府强调伊朗、 土耳其、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

问题是 “地区一盘棋”ꎬ 各国存在共同安全和利益诉求ꎬ 必须联合行动ꎬ 共

同打击库尔德分裂势力ꎮ 伊朗密切关注境外库尔德人独立诉求所产生的威

胁ꎬ 对 “外国势力” “外国代理人” “无身份者” 或外国收买的少数族群间

谍保持高度警惕ꎬ 通过跨境打击分离主义ꎬ 伊朗遏制 “大库尔德斯坦” 的

思想得以传播ꎮ 此外ꎬ 伊朗因势利导ꎬ 在库尔德问题上与土耳其开展合作ꎬ
共同探索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出路ꎬ 防止美国和以色列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为情报收集站、 向伊朗库尔德地区渗透ꎻ 通过代理人借力打力ꎬ 分化了各

国的库尔德政治势力ꎮ 由此ꎬ 伊朗正是通过与邻国在反恐、 地区安全等领

域形成议题联系ꎬ 平衡好国内议程与国际议程ꎬ 内外联动使伊朗的国家主

权和安全利益得以保障ꎬ 成功应对了境外库尔德地区热点问题和边疆库尔

德热点问题的双重挑战ꎬ 塑造了 “统一多民族伊斯兰国家” 政治认同ꎬ 总

体上维护了民族团结ꎮ
总之ꎬ “身份嵌套” 策略的本质是对 “身份政治” 进行去风险ꎬ 而非彻

底消除身份认同差异ꎮ 伊朗通过多重手段进行身份建构ꎬ 让不同族群的身份

认同从属于伊朗国家认同ꎮ 基于共同宗教和波斯文明ꎬ 各族人民形成的伊朗

政治共同体成为各族群的共同身份认同ꎬ 为全体伊朗人提供心理上的归属感ꎬ
使得波斯人、 阿塞拜疆人、 库尔德人、 阿拉伯人等在共同的历史记忆、 伊斯

兰教信仰、 波斯文明下和谐共处ꎬ 形成 “文化共同体”ꎮ 伊朗的 “身份嵌套”
策略具有内外协同的特点ꎬ 以 “边疆治理” 和 “睦邻外交” 为两翼ꎬ 在民族

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超越族群认同的 “伊朗民族”ꎬ 进而完成 “伊朗大团结”
的身份建构ꎮ 当然ꎬ 各国少数群族问题情况各异ꎬ 伊朗的做法与经验仅具有

“他山之石” 的借鉴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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