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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开展非日常生活教育，于“自在”与“自为”的有机统一中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需要。 

 

五、结语 

 

“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集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

态问题。”[19]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过程，将宗教与民族关系模糊化，宣扬“族教合一”“以族定教”显然有悖于这一现代化

进程。本来，民族与宗教有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诉诸的个人权利和理性精神直接源

于对宗教的批判和超越，但如果过激的宗教认同抑制了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正常的个人权利诉求和

理性精神，民族主义就会演变为一种与宗教信仰相重合的迷信和狂热，甚至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

产生。因此，适当唤醒和培育个人权利意识并将这种权利诉求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有机结合，

积极推进“族教分离”，这对于抵制狭隘的民族、宗教认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们总是要对事实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判断，对于认识处理兼有民族风俗与宗教性质的

现象时更应如此。纵然，民族与宗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在

看待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任务要

求中去动态把握，将民族、宗教问题看作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虽然，在民族国家仍是现代

国家的主要形式和宗教信仰长期存在的当代社会，“族教分离”会因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而任重

道远，但其作为一种价值态度更加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

求。 

 

【报刊文章】 

从世界历史看后 IS 时代的中东 
《环球时报》2017 年 12 月 6 日第 14 版 

 

昝  涛1 
 

随着 IS 作为一个有疆土诉求的极端主义实体在形式上走向覆亡，关于“后 IS 时代”的讨论

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话题从未停止过。关注点首先是安全，比如数万参加了恐怖组织的人员可

能回流相关国家；另外还有过去数年动荡给当地带来的破坏，以及即将开展的经济、社会与政治

重建等等。 

作为一个世界近现代史方向的历史学者，笔者更想从世界历史尤其是百年中东史的视角，回

溯和讨论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世界史”，既是过程，也是方法和视角。“后 IS 时代”的中东，

在实践上，是重回世界历史进程，在认识上也需要回到世界史的视野。 

 

需以世界史视角看后 IS 时代 

 

IS 不只是个极端组织，它在意识形态上提出的挑战，以及为何能吸引世界不同地区包括很多

非穆斯林在内的人加入其中，这些值得研究。它的领土诉求和社会治理理念也应引起注意。美国

入侵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带来的危机，为 IS 的崛起提供了土壤。但 IS 现在的失败并

不意味着极端主义威胁的减缓，因为极端主义产生影响的原因很多：意识形态灌输、国家失败、

                                                        
[19]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副主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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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西方化、经济与社会不公等等。极端主义存在的一个最大理由，就是它那饱满状态的

宗教理想和总难让人满意的复杂现实之间的距离。 

IS 在短期内引发严峻挑战、带来巨大冲击，在当今这个传播日益发达的时代自会引发密集关

注，但连续报道同类突发事件也使人们视线被转移，从而遮蔽了一些更重要、更根本性的历史问

题。探索“后 IS 时代”，还须回到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认识后 IS 时代的中东，须把关注重点从突发性恐怖主义活动，转移到中东在世界近现代历

史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的转型与发展问题上来。近代以降，西方崛起带来的挑战具有普

遍性与全球性，穆斯林社会也出现多种主动探索自身历史命运的思潮与实践，它们留下的历史经

验和教训应被认真反思。对于中东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变迁，须在尊重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来

阐释和理解。换句话说，这些变化首先要在“价值无涉”的意义上被承认为一种史实，然后才能

在世界史的过程与视野中被理解。 

 

伊斯兰国家发展的两种“主义” 

 

百年来，中东地区动荡不断。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影响下，阿

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并延续至今。这不只是阿拉伯人的分裂，也是部落和教派意义上的碎片化。

因而，阿拉伯诸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基础薄弱。主张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主义”，也在上个世

纪就失败了。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局面，与其所处之重要能源-地缘位置亦不无关系，那里自古

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为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丰富资源所带来巨大财富效应，这又使当地

经常处在世界冲突的前沿，难以摆脱外来势力的操控与影响，从英、法到美、苏莫不如此。 

面对西方崛起的挑战，穆斯林精英们也曾围绕如何实现自身国家的复兴与富强提出很多方

案，其中主要是两种思潮：一是西方化的世俗主义；二是伊斯兰主义。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

的变革就是不彻底的西方化，后来的凯末尔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也都是走西化的世俗主义道

路，坚持国家控制宗教。 

伊斯兰主义大致可分两种：一是现代主义的，如 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青年奥斯曼人”、

19-20 世纪之交的阿富汗尼与阿卜杜师徒等；二是传统主义的，如瓦哈比主义、苏丹马赫迪起义。

到 20 世纪，穆斯林兄弟会、霍梅尼的伊朗也是现代主义的，沙特则是典型的传统主义。伊斯兰

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仰慕现代的物质进步，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力主接轨、吸收、改造和创新，

但在文化上坚持伊斯兰价值。瓦哈比主义则将落后的根源归于偏离了伊斯兰的正道，认为宗教被

外来势力破坏，主张搞伊斯兰净化运动，摆脱“异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一种极端主义的，

如基地组织、IS 等，但这些极端型伊斯兰主义不被大部分穆斯林所接纳，在伊斯兰主义的光谱中

处于边缘，只是因其极端行动而更受关注。 

 

为何“伊斯兰主义”在中东日盛 

 

较之伊斯兰主义，各种世俗主义因其外来行而缺乏群众基础。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

义的失败以及数次与以色列之间战争的失败，促使穆斯林尤其阿拉伯人不断反思与西方有关的理

念和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在中东以及苏联等其他地区的实践失败后，西方模式影响日增，但它对

阿拉伯下层民众普惠不足。而伊斯兰教一向注重平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基层动员能力强。所以

它们很快成为对西方影响和本国政治不满的代言人。尤其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

失败后，对原有发展理念的坚持更是难以为继。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的胜利和成功，对阿拉伯人

显然是极大的刺激：犹太人既坚持自身宗教和传统又很强大；而阿拉伯人不断从外面贩卖来的各

种济世方案都被证明无效。 

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冷战以来、尤其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支持了不同版本的逊

尼派伊斯兰主义对抗苏联，这也是世俗主义日衰、伊斯兰主义日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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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看，伊朗是被西方过度“污名化”了的国家。它在体制上的摸索和

创新还未被充分严肃地对待和讨论。伊朗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创新，伊朗的体制设计吸纳了伊斯

兰与世俗的多重因素，使激进世俗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无法对它构成实质的挑战。但伊朗的体制

及其创新具有什叶派属性，不但很难在逊尼派世界杯复制，甚至还对逊尼派构成挑战。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影响，中东传统上的世俗主义正在被重新定义。穆兄会上台时，埃尔多安

访问埃及期间就曾强调了世俗主义，但侧重点已与历史上的凯末尔主义颇为不同，凯末尔主义的

世俗主义强调将国家和政治从宗教剥离出来，最大程度地将宗教的影响在各个领域予以弱化和边

缘化。埃尔多安强调的世俗主义，说的是国家要平等对待不同信仰，其深意是强调穆斯林的信仰

在威权主义的世俗模式下未获平等对待，戴头巾的权利等宗教自由未被充分尊重。这是埃尔多安

在埃及穆兄会通过选举上台后讨论世俗主义的历史语境。 

穆斯林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对自身的现代变革有很

多认真的探索。世俗主义的很多模式已经失败或正在遭遇挑战，伊斯兰主义日益上升和普遍化。

这说明：一方面，穆斯林社会仍在积极探索其现代道路，另一方面，他们的探索日益具有伊斯兰

特色。 

伊斯兰主义现在的上升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在今天的穆斯林社会，那些没有任何伊斯兰主

义色彩的政治力量可能越来越难立足。对“后 IS 时代”，世人应有一个大致的历史判断，那就是

伊斯兰主义会进一步上升，极端主义会继续存在并寻找新的土壤，比如西奈或利比亚等。而笔者

所说的“重回世界历史”，意思就是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在后 IS 时代，

经济重建、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等这些一度因为失焦而被忽略或耽搁的问题，将再次回归世界历

史议程，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伊斯兰主义”将在相关国家探索发展过程中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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