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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美國發動伊戰的「借
口」、即所謂大殺傷力武器依

然未見蹤影。目前美國社會圍繞伊
拉克是否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依舊
進行激烈討論。CNN國家安全
分析師、智庫「新美國」副總
裁伯根稱，20年前時任美國總統
布什和美政府高官不斷地向美國
民眾說，伊拉克領袖薩達姆擁有大
殺傷力武器，並與恐怖組織「基地」
有關聯。這些說法導致大多數美國人
相信薩達姆參與了「911」事件，但沒有任何
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薩達姆幫助恐怖分子，也沒有美
官員宣稱的大殺傷力武器。
這場戰爭造成深遠影響，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刊文說，美國
入侵伊拉克是一個「嚴重且代價高昂的錯誤」。美國沒有給中東地
區帶來穩定，相反令伊拉克陷入內戰。利比亞、敘利亞也緊隨其後
爆發內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敘利亞橫行肆虐。數以
百萬計難民湧向歐洲，顛覆了歐洲的政治格局。這場戰爭也改變了美
國政治格局。特朗普將自己塑造成伊戰的事後反對者，這幫助他贏
得2016年總統大選。
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教授巴尤米表示，以美國為首的入侵
行動摧毀了伊拉克，還導致約900萬人流離失所，破壞了伊拉克本
已岌岌可危的環境。美軍的入侵也打破中東地區的穩定，是造成今
天全球難民危機的主要原因。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計劃指
出，美國在「911」後發動的所有戰爭，造成流離失所的人數
至少為3,800萬，「超過1900年以來，除二戰以外的所有戰
爭造成流離失所的人數總和。」

美前議員：應為伊戰及烏危機負責
前弗吉尼亞州議員布萊克表示，美國不斷插
手他國事務，推翻了一些國家原本的合法政
府。美國至少要為過去20年裏的兩場重大衝突負
責，即伊戰和烏克蘭危機。他說，諷刺的是美國在
伊拉克並沒有贏，最終導致很多人家破人亡。布萊克批
評稱，美國政客不顧民眾反對，在軍火商游說下，為了特定
的所謂「精英」群體的利益採取行動。

布什說了逾900「薩達姆威脅論」謊言
英國《衛報》刊文說，伊拉克戰爭開啟了「後真相時代」，而美國是罪魁禍首，
「我們絕不能忘記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後，是如何操縱事實、媒體和公眾，當時政
府拚命想要發動伊戰。」根據美國非牟利組織「公共廉正中心」的數據，在「911」
後的兩年裏，布什和他的高官們公開說了至少935個關於薩達姆對美國構成威脅的
謊言，「在美國入侵伊拉克後，謊言機器在美國政府中變得制度化，並得到了美
國媒體的慫恿。」
巴尤米表示，美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在布什執政期間急劇下降，目前接
近歷史最低點，而美國社交媒體開始放大政客們所說的謊言。「在入
侵伊拉克20年後，這場拙劣的戰爭繼續削弱美國的政治，這是
不爭的事實。」

◆綜合報道

25萬平民遇害 極端組織肆虐 引發難民危機

美國於2003年3月20日出兵入侵伊拉克，在這場戰爭中，

美軍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導致約20萬至25萬名伊拉克平

民死亡，在伊境內爆炸的貧鈾彈累計超過3,400噸。這場戰爭

始於謊言，當時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以所謂伊拉克擁有大殺傷

力武器為由，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入侵伊拉克。20年後，美國

輿論反思這場戰爭給美國以及世界帶來的巨大痛苦與災難。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發表文章，形容「伊戰是美國在

21世紀初的原罪」，這是一場在錯誤假設下進行的戰爭，不

但損害美國在全球的地位，還損害美政府在公民中的信譽。

美國在20年前為爭取更多西方盟友支持出兵
伊拉克，說出一個又一個謊言，包括時任美國
國務卿鮑威爾在聯合國提出其所謂關於伊拉克
生化武器的證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最近
推出系列節目，披露當時有關搜尋大殺傷力武器
的新細節，顯示所謂證據根本存在極大疑問。
英國是當年派兵支持美軍的主要國家，英國前

安全與情報協調員奧曼德指出，美國當時決心推
翻薩達姆，大殺傷力武器問題只是次要，英國官
員不斷向英民眾渲染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所帶
來的威脅，強調情報來源可靠。奧曼德認為這是

「一個重大失誤」，政府專家只聽取薩達姆擁有大
殺傷力武器這一觀點的零碎信息，忽略了沒有這些武

器的信息。
該節目指出，英國情報機關軍情六處（MI6）駐紮在

伊拉克的特工，幾乎沒有關於大殺傷力武器的信息，但
他們迫切地從新的來源尋找新情報，以支持英政府聲稱伊

擁有相關武器的說法。有英情報官員聲稱破譯了一條信息，
可證明薩達姆擬重新啟動大殺傷力武器計劃，但消息來源沒有

經過全面檢查，便提交給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 ◆綜合報道

據西班牙埃菲通訊社報道，
很多伊拉克年輕人都在伊戰中
失去親人，充滿暴力的童年給
整整一代人留下心理創傷。
20年前美國佔領伊拉克，導

致該國爆炸頻仍、屍橫遍野、
混亂不堪，現年29歲的阿里正
是在此亂局中長大的許多年輕
伊拉克人之一，「美國入侵使
伊拉克四處都是孤兒，這些年輕

人現在甚至記不起他們父親的臉。」
據報阿里在戰亂中失去他的4個叔

叔，其岳父也在入侵後的暴力事件中被
殺，「我總會提醒我的妻子，她的父親
是一名出色的伊拉克人，因她已不記得
關於父親的任何事情。這就是美國人從
她身上奪走的東西。」
在首都巴格達一條充滿傳統文化氣息的

街道上，阿里正在自己店舖裏用一支畫筆
為顧客描繪暫時性紋身。一名年輕的顧客
從阿里提供的紋身設計中，選擇了一支
AK-47突擊步槍的圖案，因為「這是伊拉克
人最熟悉的東西」。

父母每外出「恐再也見不到」
報道指出，美國入侵後的暴力和混亂，伊拉

克民兵和美軍之間的衝突，以及2006年至2008
年間在該國肆虐的教派戰爭等一幅幅色彩慘淡的
畫面，構成了這代巴格達人成長的環境。在美國
入侵伊拉克20年後，每名伊拉克年輕人都有着相同
的童年記憶：爆炸聲不絕於耳；殘缺屍骸散落街
頭；父母每天外出尋找食物和飲用水的時候，孩子內
心都充滿「再也見不到父母」的恐懼。 ◆綜合報道

美國於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總統薩達姆，
但《紐約時報》指出，美國為伊拉克帶來的只有
生靈塗炭，民眾生活依然困苦，國家重建仍有漫
漫長路。
《紐時》記者走訪伊拉克各地，與居民談到伊

戰，不少人都認為伊拉克石油資源豐富，但政府
多年來貪腐成風，投入公共基礎設施或提供服務
的資金寥寥可數，國家經濟前景黯淡，令民眾普
遍感覺不到安全。
37歲的通訊工程師哈桑育有3名孩子，負責監

督首都巴格達一個中產階級社區的互聯網線路鋪
設，他慨嘆生活條件仍然惡劣，收入不足以維

生，「我看不到太多的未來。我們希望國家變得
更好。但始終沒有得到我們想要的。」伊拉克因
美國入侵及內戰，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即使在
2011年美軍撤出後，動盪仍未平息，一波又一波
衝突令不少城市被摧毀。

1/4民眾活在貧窮線下
報道稱，目前伊拉克近4,500萬人口中，約一半
出生於2000 年之後，當地年輕人受到美國入侵後
的暴力事件影響，同時對自己國家遠未達到一個更
開放的社會感到失望。據世界銀行和國際勞工組織
的數據，伊拉克失業率高企，超過三分之一的年輕

人失業，私營部門工作很少。據伊拉克規劃部稱，
約四分之一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此外，美國入侵和佔領伊拉克後，將伊斯蘭遜
尼派邊緣化，政策傾向在該國佔多數的什葉派和
少數庫爾德人，結果引發教派衝突和分裂。許多
人仍認為美國在伊建立的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
德人之間的權力分享制度，從一開始就破壞了任
何善政的希望。
美國研究機構「世紀基金會」伊拉克政治分析
家兼非常駐研究員吉亞德說，伊拉克每個政黨都
試圖盡可能獲取財富和權力，多年來腐敗已經制
度化，「這讓管治變得非常困難。」 ◆綜合報道

英散播伊擁武器輿論
MI6情報來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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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多地民眾前日舉行反戰示威，其中首都華盛頓有數百人
在白宮北側拉斐特廣場集會，敦促美國政府反思伊拉克戰爭，
呼籲美國關停「戰爭機器」。
抗議者舉着寫有「對美國無休止戰爭說不」、「停止戰爭撥

款」、「修建學校而不是製造炸彈」等反戰標語牌，齊聲高喊
反戰口號。來自弗吉尼亞州的埃斯特萬說，伊戰是一場「可怕
悲劇」，美國為自身利益不惜讓整個地區動盪，20年過去了，
這些事實仍不能被忘卻。他批評美西方當下在烏克蘭危機中的
角色，呼籲各方加強協商對話，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
來自馬薩諸塞州的萊夫科表示，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就利
用制裁手段打擊伊國，然後通過戰爭將其摧毀，伊拉克人民持
續承受痛苦。美國並沒有從伊戰中汲取教訓，近年來依舊痴迷
戰爭，包括繼續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煽風點火。
美國目前通脹嚴峻，銀行危機加劇經濟衰退預期，俄亥俄州
「毒列車」脫軌事故暴露監管和基礎設施不足，反戰人士敦促
美國把注意力和資源放到解決自身問題上，不要再為運轉「戰
爭機器」燒錢。萊夫科表示，美國更應把錢用於改善民生，真
正能給美國安全的是食物和住房。

逾六成民眾認為伊戰錯誤
美國民調機構Ipsos的最新民調顯示，在美國入侵伊拉克20
年後，61%美國人認為美發動伊戰是錯誤的，大多數人認為這
讓美國變得不安全。民調專家佐格比說，伊戰後美國公眾對
政府信任度低迷，比當年越戰後的情況更嚴重也更持久，「伊
戰首先告訴美國年輕人，政府是不可信的，它還說明美軍存在
嚴重的局限性，不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哪怕是較小的國
家。」 ◆綜合報道

入侵引發教派衝突 政府貪腐民生困苦

美多地舉行反戰示威
籲關「戰爭機器」

◆伊拉克教派衝突不斷，民
眾在進出宗教場所時警方均嚴
陣以待。 網上圖片

◆美國曾佔領伊拉克，
讓當地年輕一代留下陰
影。 網上圖片

◆美國大
批民眾在華

盛頓舉行反戰
示威。

網上圖片

◆美軍第五騎兵團士兵2003年8月在納杰夫
一個墳場與武裝分子駁火。 網上圖片

◆扎希位於費盧杰的住所遭美軍炸中，
痛失27名親人。 網上圖片戰爭遺禍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