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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发展道路在中东地区的现代化的前景 ,国内外大多

数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 ,认为它与世俗化是决然对立的 ,没有前途。但实际上它是伊斯兰世界

自近代以来努力实现现代化中的一种历史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讲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道

路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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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持否定态度 ,对它们的未来发展持悲观预测 ,认为

神权政治与现代化 、世俗化格格不入 ,背道而驰。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倒台似乎验证了他们的看法 ,但

是 ,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的性质和它们上台后的表现实际上要复杂 、现代得多。本文认为 ,从某

种程度上说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道路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尝试 。它是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尝试之一 ,并且它自身正处于调整变化的阶段 。

一 、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各种发展道路对比分析

18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奥斯曼土耳其衰落以后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相比 ,从先进者变为

落后者 ,开始被动挨打。强盛起来的西方一步步把势力扩张到中东伊斯兰世界 ,由经济控制升级到军

事 、政治上的殖民统治。这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穆斯林身分定位 、伊斯兰教与理性 、伊斯兰教与科学和技

术 、沙里亚法和西方法律 、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 、君主制和宪政等诸方面的思考。核心问题是:“伊斯兰

教是否能满足现代性的政治 、社会 、经济要求 ?”
[ 1]
(第 3 页)面对这个关系伊斯兰世界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

改革和复兴成为时代主题 ,实现现代化是一项紧迫任务 。从历史上考察 ,在时间上先后或同一时期存在

性质不同的世俗化发展道路和宗教复兴运动 。从总体上讲 ,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世俗化发展道路占

优势 ,而宗教复兴主义思潮一直相伴随存在于社会内部 ,70年代后力量发展壮大 ,甚至取得执政地位 。

先探讨世俗化的发展道路 ,世俗化的发展道路有两种类型 ,一是二战前以西方为样板的凯末尔类

型 ,二是 20世纪 50 、60年代阿拉伯社会主义类型 ,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19世纪初的埃及阿里改革

是最初的西方化尝试 ,实行了局部的世俗化改革 ,一度使阿里时代的埃及富国强兵 ,但没有改变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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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性质和完成国家的最终振兴。而一战后土耳其的凯末尔实行的世俗化 、西方化则要彻底得多 。他

试图使土耳其摆脱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和除去伊斯兰特色 ,建立一个西方式世俗国家 。废除伊斯兰教的

国教地位 ,伊斯兰教信仰被定义为个人事务 ,国家还干涉宗教活动 , “西化”伊斯兰教 。在这个时期伊朗

的礼萨汗和阿富汗的阿马努拉也效仿凯末尔进行世俗改革 ,由于领导人的才能 、改革的措施不恰当 、国

内保守乌里玛集团的反对和民众的漠视等原因 ,使得改革取得的成果很少 ,基本上失败了 ,社会原封不

动。二战后 ,中东伊斯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 ,它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些国家如黎巴嫩 、伊朗等

国仍坚持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而另一些国家如埃及 、伊拉克 、叙利亚则走上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

世俗化发展模式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基调仍是世俗的民族主义 ,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是它次要的组成

部分 。世俗化的领导者在处理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关系上有一个变化过程 ,在阿里那里 ,宗教社会政治一

体;凯末尔则坚持政教分离 ,把伊斯兰教发挥作用的空间尽量压缩使之成为单纯的个人事务;到纳赛尔 ,

传统的宗教机构逐渐被政府所控制 ,伊斯兰教教义经过官方的解释后又被融合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为政

府存在的合法性和官方政策的合法性辩护 ,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变成在当政者控制下的结合。其动机是

使埃及的穆斯林现代化 ,而不是使伊斯兰教现代化 ,这个过程里存在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使用的问题。

接下来探讨各个时期的宗教主义运动或思潮 。在近代伊斯兰世界衰落和西方侵略的大背景下 ,重

新审视社会 ,从自身寻找衰落原因成为一种必要。况且在伊斯兰历史上 ,在面临巨大问题和挑战时 ,有

“向后看的传统” 。18世纪沙特的瓦哈比运动是近代中东最早的宗教复兴运动 ,带有明显的原教旨倾

向。19世纪上半叶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手段上更激进 ,有赛义德 ·艾哈默德这样的“杰哈德”伊斯兰

教护教斗士。如果说在 19世纪中期以前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眼光还主要限于穆斯林社会内部的话 ,

那么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则开始把眼光描向了穆斯林外部的西方 ,它是伊斯兰历史

发展上一个影响重大的社会思潮。它是当时世界各地一批受到过现代西方教育的穆斯林知识精英发起

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他们是调和主义者 ,既珍惜伊斯兰教 ,又仰慕近代西方工业文明 ,对异域异质的

西方文化抱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 。他们既不是完全的西化论者 ,也不同于 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者 ,是向前看的 ,朝向现代的运动。例如在调和伊斯兰教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上 ,伊斯兰现代主义

的代表人物阿富汗尼这样论述道:“科学的原则构成了沙里亚法的哲学……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不能用

非知识的手段加以区分……,人们必须与科学发生联系 , ……伊斯兰教是一个与科学和知识最亲密的宗

教 ,科学知识与伊斯兰信仰基础没有不可兼容性。”一战后一些中东国家在学习西方走得更远 ,埃及甚至

引进了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和法律制度时 ,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拉希德 ·里达站出来反

对 ,引用伊斯兰教经典抨击埃及的过度世俗化和西方化 ,与当初的改革主义倾向逐渐分离 。这显示了伊

斯兰现代主义者珍惜伊斯兰教的一面。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思潮主要在思想上给 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

各种运动提供养料 ,它没有付诸实施。它向西方学习的一面被世俗化的推动者借用 ,而维护伊斯兰教的

一面则刺激了 20世纪中期以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 。

原教旨主义运动不是从天而降的东西 ,它与伊斯兰历史传统有关联 ,也与当代中东各国现代化实践

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有关系 ,它是与当前现实有紧密联系的一种社会发展道路。原教旨主义可以分为

温和与极端两个派别 。有学者认为温和的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教历史上一切主张复兴与改革的宗教思

潮同出一渊 ,一脉相承 ,是历史上原教旨主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则教法思想上泛

化 ,意识形态极端化 。拉登类型的武装派别是以伊斯兰圣战名义从事恐怖活动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组织。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各方的看法比较类似 。例如 ,埃及穆斯林兄弟

会的创始人哈桑 ·班纳所说:“学习西方的风向已变 ,人们反对和不信任西化的做法 。人们发出呼声 ,很

有必要回到伊斯兰的原则 、教导和生活方式中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持类似的观点 ,他的“第三条

道路”理论:在伊斯兰复兴过程中 ,不需要来自东方或西方的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 ,而是从我们(穆斯林)

自己的理论和信条中寻找指导思想 。他俩的言论从正面说明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有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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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发展道路 。西方学者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观点。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 ,当代的伊斯兰复兴

运动…… ,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找“解决方法”的努力 。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

受 ,对西方文化的摈弃 ,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生活的指导来信奉。可以说 ,伊斯兰教原教

旨主义道路也是一种现代化尝试。在实践中不仅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存

在 ,而且 ,原教旨主义派别还在伊朗 、阿富汗 、苏丹取得了政权。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 ,从近代以来 ,

在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之外 ,确实存在着有伊斯兰特色的发展道路 。

二 、伊斯兰教法改革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道路

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法是维护 、调节 、治理穆斯林社会的法律依据。它在内容上远远不止是西方意

义上的法律 ,包含的内容繁多 。它涉及的条款规定包括了道德法 、民法 、刑法 、宗教礼仪 、饮食等方面。

沙里亚法主要有两部分 ,基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明确训导和命令制定出的不可更改原则 ,以

及根据著名穆斯林教法学家做出的推理 、解释和个人见解制定的条款。穆斯林民众与沙里亚法之间的

关系是 ,主权和立法权属于安拉 ,穆斯林社会的现行法必须遵循伊斯兰教的普遍原则和价值观 。长期以

来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法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近代以来 ,为了救亡图存 ,各伊

斯兰国家在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实行了多方位的改革 ,特别是甚为重要的伊斯兰

教法改革 。早在 “坦志麦特”时期(1839-1876),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四部以法国法律为基础的现代法典。

此后 ,埃及也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改革 ,并且把法律改革深入到穆斯林社会中最顽固最保守的家庭法里

面 ,限制多妻制 ,提高穆斯林妇女的地位 。教法改革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 ,伊斯兰现代主

义者强调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经文的原意重新加以解释 ,废弃宗教保守人士长期坚持的陈腐歪

曲的观点 ,使之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像凯末尔 、纳赛尔这样的世俗化主义者则采取了国家控制宗教

的做法 ,合则用 ,不合则弃 ,他们把伊斯兰教法降低到更低的层次 。

这种政教分离的做法和种种的伊斯兰教法改革 ,是当今伊斯兰教世界原教旨主义运动反对的直接

目标之一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有两个代表性的口号 ,正面口号是“伊斯兰化” ,包括政治体制 、

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方式的伊斯兰化。而反面的口号则是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 ,主要反对的是外来的 、

源自西方的 、非伊斯兰的政治理论 、法律制度 、发展道路 、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回到伊斯兰”是穆斯林

社会在遇到重大问题的一种历史现象 ,认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在伊斯兰教中 ,不需要借助外来理论的帮

助。“无论过去或现在穆斯林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 ,信徒们总是在祈求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不管出

现了什么社会问题……他们在寻找答案时总是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模式 ,即到伊斯兰教法中去进行分析。

去查查 7世纪阿拉伯半岛上最早的穆斯林社会是怎么做的 ,再看看是否顺应 19世纪和 20世纪的现代

风格 。”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教能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主张伊斯兰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复

兴 ,但是它带有 20世纪现代社会的烙印和期求 ,并不是回到创教初期的那种状态 ,他们不是泥古不化的

宗教卫道士。当代各伊斯兰教国家里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几乎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现实要求 ,

他们通常是把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化 ,以此为工具来达到政治目的 。他们也不是盲目全面地反对一切西

方的东西 ,西方的政党组织形式 、社会动员方式 、高科技的宣传手段他们也照样拿来使用。巴列维国王

60 、70年代在伊朗的西方化世俗改革 ,内容之一是政教分离 ,降低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

没收清真寺的土地为国有 ,侵害了伊斯兰教宗教层的利益 ,这是霍梅尼起来反抗巴列维国王统治的原因

之一 。但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 ,霍梅尼政权仍保留了白色革命的一些成果 。阿富汗 1988年在苏联撤军

后 ,国内陷入内战 ,政权不稳 ,经济凋敝 ,民众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 ,整个社会普遍希望结束这种混乱

落后的状态。以青年宗教学生为主体组成的塔利班集团 ,他们一出现就打着“铲除军阀 ,恢复和平 ,重建

国家” 、“不想掌权 ,只想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旗号 ,还发誓要“实施伊斯兰教” ,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 ,

这对民众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政策确实帮助他们控制了阿富汗政权 。在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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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集团那里 ,充分显示了原教旨主义运动中的伊斯兰教政治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这一特点 ,以及他们的

理论宣传和政治组织形式明显地借鉴了西方的成果所表现出的现代的一面 。

三 、伊朗伊斯兰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现代化努力

霍梅尼革命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发动的 ,革命的目标也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政权 ,霍梅尼在革

命后订立国名时 ,不使用西方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字眼 ,坚持使用体现穆斯林团结 、平等 ,反对

君主专制的“共和”一词。“共和”一词也是借用西方的 ,实际上在霍梅尼的指导思想里存在着神圣和世

俗 ,传统和现代两部分内容。革命后 ,在政治上保留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 ,议会 、总统 、检察机构以

及共和制 、委员会制 、政党制等内容 。

在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势头越来越明显。在他去世的那年 ,伊朗

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对至关重要的国家领袖(伊玛目)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宪法第 107 ～ 109条)予以

修订 ,不再强调担任此职的教法学家(法基赫)的效仿榜样作用 ,而更重视他的政治勇气 、社会经验和治

国能力。这些任职条件都是世俗的 、非宗教性的 ,这项修改使时任议长 、宗教职称并非最高(阿亚图拉)

的哈梅内伊顺利当选为国家领袖。1993年春 ,哈梅内伊对伊朗国策是实行世俗化改革还是坚持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这一人们关心的问题时说:“就强调安拉是唯一的真主这一伊斯兰特质来说 ,我们是`原教旨

主义者' ,而就退回到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这一意义上说 ,我们又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在政府方面 , 1989

年当选的拉夫桑贾尼总统 ,他任命的 22名政府部长中 , 7位是博士 ,9 位是工程师 , 4位是霍贾特伊斯

兰 ,2位没有头衔。这是一个技术官僚型 、非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建设内阁” ,西方学者称之为“从伊斯兰

极权主义过渡到实用伊斯兰主义” , “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边缘化”。经济上 , 1989年哈梅内伊-拉夫桑贾

尼政权为了改变伊朗因国有化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和危机 ,宣布实行私有化政策 。1993 年 3月低 , 77家

工厂出售给私人 ,政府收回 370亿里亚尔的资金。政府还宣布对部分矿业和重工业私有化。对外经济

交往方面 ,也有开放的举措。1989年后 ,伊朗加速了经济国际化步伐 ,鼓励外国直接进入伊朗投资;向

外借款 ,进行货币改革以促进外贸出口;设立自由贸易区 ,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投资设厂。从国内生产

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看 , 1979年到 90年代总体上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根据伊朗中央银行发表的数字统

计 ,1978—1979年度 GDP 降低 6%,1979—1980年度降低 3.5%, 1980—1981年度降低 10%。1983年

是伊朗伊斯兰新政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头年 ,但经济发展没有起色 , 1985—1990年 GDP 增长率为-

1%, 1990 —1994年为 2.3%。1980—1988年为两伊战争期间 ,经济建设让位于战争 ,经济发展状况不

好 ,1989年后 ,经济建设形势大有好转 。1994—1995年 GDP 增长率为 2%,人均 GDP 为 1 005美元;

1997 —1998年度 GDP 增长 3%,人均GDP 为 147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值都有

了比较大的提升 ,在教育 、住房 、社会福利方面 ,拉夫桑贾尼政府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 。1997年继任

的哈塔米总统继承了拉夫桑贾尼总统的内政政策 ,加大了改革力度和范围 ,更加务实开明 ,对外关系上

主张“文明对话论” ,与美国 、西欧缓和 、改善外交关系 ,为伊朗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前的内贾德政府也延续了这种政策。

塔利班集团在阿富汗控制政权的原因与伊朗霍梅尼革命有些不同 ,虽然二者在上台前后表现出了浓

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特色。从国情上讲 ,阿富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远远落后于伊朗 ,阿富汗更落后

保守。并且在1979—1989年期间 ,阿富汗与苏军作战了 10年 ,这段时间先于塔利班集团出现了许多伊斯

兰教原教旨主义的武装派别和其它性质的伊斯兰教抵抗组织 ,它们在战争中锻炼和发展了力量 ,阿富汗是

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一个大本营。1989年苏联撤军后 ,阿富汗陷入了军阀混战 、党争夺权的

混乱状态。塔利班在这种国家分裂 、战争肆虐的背景下崛起 、壮大 ,一步一步控制政权的。

客观地讲 ,应该把它的表现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待 ,一是它上台后在治理国家和探索现代化的努力阶

段 ,二是与基地组织合作的阶段。塔利班上台时 ,在国家形势方面 ,城市仅有的一点现代化文明成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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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被战乱摧毁 ,所剩的是农村与部族落后的经济文化 ,以伊斯兰教为载体的阿富汗乡村 、部族文化和

意识取得了主体地位 ,这就是阿富汗在塔利班时期给人落后保守封闭印象的深层次原因。塔利班的领

导人奥马尔也的确是一个对现代化知识了解不多的传统的宗教学者。在第一个阶段 ,塔利班的总的指

导思想是按伊斯兰教法行事。但它在这一期间也做出了一些成果:统一了分裂的阿富汗 ,解除了民间武

装 ,建立了内战 10年来的第一个中央政府 ,铲除了生产占世界 75%的阿富汗鸦片种植业 。尽管成果有

些夸大 ,但毕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上 ,成果匮乏。塔利班政权没有长期的完整

的发展战略 ,在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方面呆板地照搬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依赖外国的支援 、发展过境贸

易 、与西方国家合作建立石油管线等低层次计划 ,最终效果也不好。国内外的困境使得塔利班集团向基

地组织靠拢 ,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一时期 ,塔利班政权已丧失了发展经济社会的进取心 ,与基地组织一道

发动针对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恐怖活动 ,并于 2001年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武力推翻 。

四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道路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的一种现代化模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地区尝试初步成功的例子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失

败的典型 。在当代中东 ,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道路正处于探索阶段 ,没有现存的经验可以借鉴 ,必须要

在发展中不断进行调整 ,进行灵活而不失原则的改变有可能成功 ,顽固地不顾国内外实情实行与现实脱

节的伊斯兰教法则有可能导致失败 。说到底 ,原教旨主义国家建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现

代化 ,这是近代以来各种世俗化改革和宗教复兴运动的目标 。在现代化面前 ,它会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一

样遇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对待传统 ,凯末尔 、纳赛尔 、巴列维国王则采取否定 、抛弃 、改造的态度 ,以西

方发达国家或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效仿对象 ,但他们的这种世俗化发展道路没有国富民强 ,也没有消

灭传统或消除伊斯兰教在他们国家里的影响 ,相反刺激了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 。土耳

其如今面临着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兴起与国家的西方化发展道路矛盾的认同危机。埃及则在伊斯兰教

道路与世俗化道路之间难以抉择。沙特阿拉伯面临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美国结盟带来的

政权信任危机和国内分裂危险 。中东其他的一些非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伊斯兰国家里还存在着诸如贫

困 、阶级对立 、财富差距过大 、经济结构二元化 、产业结构单一 、威权政治 、官僚主义 、军队干涉政治等诸

多问题。

世俗化与现代化性质上绝不是同义词。西方国家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 ,使国家与宗教相分离 ,

世俗权力日趋增强 ,这一世俗化促进了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世俗化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

先决条件 ,而不是所有国家现代化必须要遵守的一种模式。在中东地区 ,自伊斯兰教创立时起 ,宗教与

政治合为一体。乌玛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原型 ,兼有教会和国家的职能 。现代伊斯兰国家里 ,伊斯兰教是

伊斯兰国家的灵魂 ,伊斯兰教已深入人们的骨髓里 ,所以在这里实施世俗化有很大的阻力 ,转型难以成

功。近代伊斯兰教世界的衰落激起了“回到伊斯兰教”的“托古改制” ,但改革是绝对不能超越伊斯兰教

的普遍原则和价值观 ,所以越是像巴列维国王那样的彻底世俗化 、西方化 ,就越激起穆斯林的反对 。

中东伊斯兰国家存在非世俗化 、非西方化方案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应该是一种继承 、融合与调整的关系 ,而不是简单地相互对立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证明:世上既没

有完全扬弃传统的现代化 ,也不存在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发展道

路就很好地处理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它是在伊斯兰教原则内的现代化尝试 ,它并不像塔利班政权那

么僵化 ,而是对内稳妥改革掉不合时宜的规定 ,对外开放 ,从异质文明中积极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 、文明

成果 ,增进与其它国家的对话 ,促进与外部的交流 ,积极参与世界事务 。虽然有美国等外部因素的阻挠 ,

以及内部反对派的阻碍 ,仍然在不断取得进步 ,它的未来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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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lthough many scho lars hold on a negative view about the prospect o f Islam

fundamentalism to propel the modernization const ruct ion in the M iddle-East area w ith an opinion of

Islam fundamentalism is absolutely contrary to secularism which is conside red as a principal character

of modernization , the autho 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w ay of Islam fundamentalism is the

histo rical choice s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Islam w o rld in the pro cess of t rying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dated f rom the modern tim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 rig in , nature and future on Islam

fundamentalism from three facto rs , which are comparative analy sis about all kinds o f w ays of

modernization once appeared in M iddle-East area f rom mode rn times , the relation of Islam

jurisprudence reform and Islam fundamentalism as w ell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 Taliban in Afghanistan.To some extent , contempo rary Islam fundamentalism prog ram is the

t rial of modernization w ith the feature o 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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