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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友其

对 阿拉拍政治思潮的影响 *

� 心民族 与宗教吴系着视 角的考察

刘中民

摘 要 宗教性 � 整体性 � 地方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 并对近代以来的阿拉伯政治思潮产

生了重要影响 宗教性在伊斯兰改革主义 � 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中都得到了体现 在伊斯兰改革主

义中体现为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混合; 在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中体现为以宗教认同否定民族认同 ,

但两者的政治主张又有所不同 整体性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 , 强调民族认同高于宗教认同,

时伊斯兰教既排斥限制 , 又加以整合与利用, 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待伊斯兰教的典型特征 地方性

特征构成了地方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基础 , 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以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 , 建构

自身的民族认同, 排斤和贬低泛宗教认同, 并奉行反对政教合一的世俗主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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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 , !一族多国 ∀ 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典型特征 , 其重要的

外部原因在于 , !帝国主义强加给中东地区的国家边界导致了领土与认同之间突出的不一致

性 , 并且导致了国家认同 � 次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之间的激烈竞争  ∀川在阿拉伯国家 ,

超国家的泛阿拉伯民族认同 � 泛伊斯兰宗教认同一直对阿拉伯国家认同构成了严重困扰 , 国

家主权规范 (sov ere igni y no rm ) 与超国家规范 (suP ra st at e no rm ) 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阿拉伯

国家外交政策的两面性  阿拉伯国家一方面坚持捍卫各 自的国家主权及其合法性 , 另一方面

又从阿拉伯一伊斯兰规范寻求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 , 除上

述外部因素的重要影响外 , 其内部原因之一在于阿拉伯民族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受此影响产生

的多元化政治思潮及其复杂关系的影响  

在阿拉伯世界 , 围绕阿拉伯人是否是一个民族一直存在争议  根据相关学者的总结 , 大

致有四种观点: 第一 , 认为世界上没有阿拉伯民族 , 只有伊斯兰民族  有观点认为 , !阿拉

伯人由部落主义过渡到伊斯兰主义 , 没有经历过作为与众不同的人民或民族阶段  ∀ 第二 ,

阿拉伯人不是一个民族 , 而是一个文化实体  有观点认为 , !阿拉伯共同体是一个包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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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阿拉伯语诸民族的国际文化实体  , &&∋泛阿拉伯主义不能抹去这些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的

特征和特点 ∋∋∀ 第三 , 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民族 , 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民族  
有观点认为 , !阿拉伯世界只是在短暂的历史时期组成了一个民族 ∀, 在其之前埃及等民族

就已经存在  第四 , 多数阿拉伯学者认为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 , 但他们在阿拉伯民族形成的

时间上认识不一  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产生前的蒙昧时期就已经形成; 有人认为

阿拉伯民族形成于伊斯兰教诞生后的一个世纪内; 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的形成时期是楼马亚

王朝  (∃J在笔者看来 , 以上分歧至少反映了如下几个问题 :

第一 , 如何看待民族共同体与宗教共同体的关系 如第一类观点只承认伊斯兰民族而否

认阿拉伯民族的存在 , 其背后反映的多是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宗教认同否定

民族认同 � 以宗教共同体否定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倾向 

第二 , 如何看待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与地方性的关系 第二类观点认为阿拉伯人仅仅是

语言文化共同体 , 而非民族共同体 , 同时特别强调 !阿拉伯语诸民族 ∀ 的地方特征; 第三
类观点虽承认阿拉伯民族曾在历史上存在 , 但同时特别强调埃及等民族在阿拉伯化以前已经

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  

第三 , 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作用  如第四类观点虽承认阿拉伯

民族的存在 , 但又体现为多种不同的观点 , 其核心分歧在于对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民族形成过

程中的作用看法不同 强调阿拉伯民族形成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观点 , 在很大程度上与泛

阿拉伯民族主义具有一致性; 强调阿拉伯民族形成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后的观点 , 或者反映的

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以阿拉伯民族作为伊斯兰教创立者为荣的历史观 , 以及试图协调民族主义

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政治诉求; 或者反映的是伊斯兰主义者所坚持以伊斯兰教产生为标志划分

!蒙昧时代 ∀ 与 !文明时代 ∀ 的历史观  也就是说 , 即使是都承认阿拉伯民族形成于伊斯兰

教产生之后的观点 , 在其历史观以及政治诉求上 , 依然可能表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

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 

在笔者看来 , 上述分歧集中反映了阿拉伯思想界围绕阿拉伯民族属性及其与伊斯兰教的

关系问题上的尖锐矛盾  有的观点侧重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 , 有的观点侧重阿拉伯民族的地

方性; 在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上 , 有的强调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统一 , 有的

强调民族认同高于宗教认同 , 有的强调宗教认同高于民族认同  这种争议在近代以来的阿拉

伯政治思潮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 并突出体现为阿拉伯政治思潮围绕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多元

化观点  本文认为 , 宗教性 �整体性 �地方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 , 从意识形态的

角度看 , 它们在近代以来的阿拉伯政治思潮中分别对应着伊斯兰主义 (包括泛伊斯兰主义

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三种典型政治思潮  它们

留给当代阿拉伯国家的沉重政治遗产之一 , 就是在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 , 始终存在着

宗教 � 民族 � 国家三种群体认同的巨大张力 , 并表现为在政治合法性 � 国家体制 � 意识形

态 �发展道路等领域的竞争态势  

一 � 阿拉伯民族的宗教性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 !蒙昧时期 ∀, !阿拉伯人尚未从部落发展成民族 ∀[4% 穆罕默德

面对阶级矛盾激化 �社会道德堕落 �部落战争频繁 �外部威胁严重的社会现状 , 创立了伊斯

兰教 , 并创立了穆斯林公社 � 乌玛 (U ~ a , 宗教共同体 �穆斯林公社 , 国内多译为民

族 , 事实上并不准确 , 结束了阿拉伯半岛的分裂局面  在社会组织方面 , !乌玛 ∀ 构成了以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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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团为表现形式的民族组织乃至国家的雏形, 它 !既是汇聚的人群, 又是国家∀;[ ∃]在
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方面 , !阿拉伯民族的政治 �经济 �信仰 � 意识 �语言都深深打上了伊

斯兰教的烙印 ∀  [6 %

由此可见 , 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的产生几乎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  一方面 , 伊斯兰

教把 !向来散漫的阿拉比亚团结起来 , 使他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 ∀;f∃ %另一方面 , 通过阿

拉伯民族的扩张和传教活动 , 伊斯兰教逐步演变成世界宗教 , 并使许多民族因饭依伊斯兰教

而阿拉伯化 , 成为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在此过程中 , 伊斯兰教通过对民族狭隘性的扬弃 ,

突破部落 �种族 �语言 �地域等障碍的限制 , 发展成为世界宗教  但世界宗教的普世性并不
能完全祛除不同地区宗教信众及其文化的民族性 , 因此在世界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上必然存在

普世性与民族性的复杂关系  

在中世纪时期 , 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并无矛盾  在包括阿拉伯民族在内的穆斯林的群体

认同中 , !宗教忠诚与民族认同意识相结合 , 形成 )双重忠诚 ∃ 观念: 首先要忠于真主及穆

斯林共同体 (乌玛 , u ~ a) , 其次才是忠于民族和国家  ∀(8%对真主的绝对信仰和对乌玛的

忠诚 , 曾经是凝聚阿拉伯民族 , 继而团结所有穆斯林的认同纽带 , 并使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

在阿拉伯帝国 �奥斯曼帝国框架内得以统一  但是 , 当伊斯兰世界在近代因西方殖民统治而

变得四分五裂 , 并最终因 1923 年凯末尔革命而使徒具象征意义的 !乌玛 ∀ � 奥斯曼帝国

寿终正寝后 , 穆斯林世界便陷人了深刻的认同危机  由于阿拉伯民族处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
地位 , 这种危机无疑更加深刻  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 , 通过宗教复兴实现民族复兴构成了阿

拉伯民族觉醒的典型特征  这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阿拉伯民族的宗教性 , 并突出表现为伊斯

兰复兴的三种典型思潮 � 伊斯兰改革主义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 它们对民

族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显然都深受传统宗教认同的深刻影响 , 并不同于阿拉伯民族主义  

1. 伊斯兰改革主义 (现代主义)

在整个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 , 以阿富汗尼 �穆罕默德 &阿布杜 �穆罕默德 &拉希德 &里

达等穆斯林思想家为代表的伊斯兰改革主义 , 在民族与宗教关系的认识上具有典型的混合性

特征 , 主要表现为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尚未进行明确的区分与剥离 , 其典型特点 !是企

盼通过复兴信仰来达到民族的复兴  ∀叫如阿富汗尼从最初反对民族主义到承认民族主义有

利于阿拉伯民族复兴的转变;l )0] 主张 !民族团结 ∀与 !伊斯兰团结∀ 同样重要, 倡导泛伊

斯兰主义I川  又如 , 里达一方面强调伊斯兰社团是由阿拉伯穆斯林组成的 !乌玛 ∀ (不包

括土耳其穆斯林) , 只有阿拉伯人才能肩负起 !穆斯林统一 ∀;∗∀%但另一方面 , 在阿拉伯复

兴的最终归宿即建立政治组织方面 , 他又转向了实行伊斯兰教法的 !伊斯兰国家 ∀ #), +由此
可见 , 在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中 , !阿拉伯主义是用伊斯兰的语言加以阐释的 , 而且与伊斯

兰复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4%

伊斯兰改革主义构成了近代以来中东地区两大政治思潮 � 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复
兴主义的共同的思想之源  一方面 , 它包含了具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 , !这种

改革主义的遗产与阿拉伯东方 �阿拉伯西方 (北非) � 印度次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直接

的联系  ∀#∃SJ另一方面 , 它又强调伊斯兰传统 , 进而为伊斯兰复兴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 , 如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 , 对于后来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阿布

杜强调捍卫伊斯兰教的正统性和纯洁性 , 里达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 , 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

生了深刻影响  

2 . 伊斯 兰原教 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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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哈桑 &班纳 �赛义德 &库特布 , 作为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的重要理论家 , 在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 , 对世

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 , 以回应民族主义的冲击与挑战 , 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6%

首先 , 以宗教认同否定民族认同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不是现代民族主义

的民族认同 , 而是对超越种族 �超越民族 �超越地域的信仰共同体 � 乌玛的认同  其次 ,

以真主主权抗拒国家主权: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追求之一就是以伊斯兰教贬损和取代世

俗民族主义 , 重建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 , 即 !伊斯兰国家是国家统治必须与沙里亚

法 (伊斯兰教法) 保持一致的国家 ∀ #∀]最后 , 以伊斯兰化取代世俗化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提出了 !唯有伊斯兰能解决 ∀ 的口号 , 强调 !伊斯兰的全面性 ∀, 反对政治与宗教 �法律与

宗教 � 教育与宗教的二元分离 , 以回应世俗民族主义对传统伊斯兰的冲击和挑战  

3 . 泛伊斯 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是认为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一个 !穆斯林民族 ∀ 原教旨主

义在乌玛认同以及重建乌玛方面的努力与泛伊斯兰主义有密切联系 , 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等

同 因为进人当代以后 , 泛伊斯兰主义更多地成为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

成为官方伊斯兰的重要形式; 而原教旨主义主要表现为以重建伊斯兰国家为目的政治反对

派 , 构成民众伊斯兰的重要形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泛伊斯兰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 它

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各不相同  

第一 , 早期的泛伊斯兰主义  它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早期的泛伊

斯兰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 !企望以共同的宗教感情为纽带加强全世

界穆斯林的团结互助 , 结成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  ,,[ ∃)]

第二 , 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二战结束前的泛伊斯兰主义  奥斯曼帝国晚期力图利用泛伊
斯兰主义维系帝国的统治 , 其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推行泛突厥主义  而

凯末尔革命宣告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破产  在此过程中 , 部分保守的思想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崩

溃感到惋惜 , 如里达主张阿拉伯人应肩负起重建乌玛 , 实现 !穆斯林统一 ∀ 的历史使命 ;

而更多的思想家主张 !以泛阿拉伯团结来代替泛伊斯兰团结作为联系民众的纽带 , 以现代

民族认同来代替传统的宗教认同 ∀[)9], 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  

第三 , 战后的泛伊斯兰主义  由于伊斯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高涨 ,

战后的伊斯兰主义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以重建哈里发制度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 , 而主要体现

为加强伊斯兰国家间团结 �互助与合作的泛伊斯兰主义  [∃!]在此过程中 , 沙特等国家扮演了

重要角色 , 以泛伊斯兰主义抗衡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 并通过 19 26 年成立的世界穆

斯林大会 � 19 62 年成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 � 19 71 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广泛施加对伊斯

兰世界的影响  ∗∃)J从泛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看 , 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 , 在民族认

同与宗教认同方面 , 泛伊斯兰主义仍然非常重视强调 !穆斯林民族 ∀ 的统一性 , 伊斯兰统

一的思想也从未消失 , 但已不再直接谋求政治统一  其次 ,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 ,
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 , 泛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不断上升  

二 � 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

阿拉伯民族整体性的形成是伴随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帝国扩张 , 通过对西亚北非诸民族群

体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而完成的  根据学者的详尽历史考察 , 阿拉伯人经过两个时期逐步

发展为一个民族  第一 , 从穆罕默德创教到楼马亚王朝 , 是阿拉伯民族初步形成时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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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阿拉伯民族同化和融合其他民族 , 并使阿拉伯民族扩大的时期  这一时期是指在阿拉伯
民族形成后的二三百年间或者更长的时期内 , 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诸多民族 , 大多通过 自然

同化或强制同化 , 逐渐和阿拉伯民族融合 , 进而 !形成一个以阿拉伯语为母语 , 具有共同

心理素质的新的阿拉伯民族  ∀∗川因此 , 有学者指出 , !同一性 ∀ 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特征的

一个重要方面 , 并体现为共同的历史 �语言 �宗教 �文化等  ∗2, ]因此 , 完全否认阿拉伯民族
的整体性显然不符合历史现实  

事实上 , 阿拉伯民族所具有的共同语言 �宗教 �历史 �文化和共同地域等共性特征 , 恰

恰是 19 世纪下半叶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与社会土壤  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

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 , 以主张推广使用阿拉伯语 , 复兴阿拉伯传统文化等为主要特征  从

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前 ,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成为以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为目标的政

治运动 , 并产生了阿布德 &拉赫曼 &卡瓦克比 �康士坦丁 &祖莱克 �阿布德 &拉赫曼 &巴扎

兹 �萨提 &胡斯里 �米歇尔 &阿弗拉克等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  二战结束的当年 , 阿

拉伯国家联盟年宣告成立 , 成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泛阿拉伯组织  在20 世纪 50 一60

年代 , 埃及等国家积极推动泛阿拉伯联合 , 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阿拉伯联合的形式 , 并对阿拉

伯国家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处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 一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

题 , 对伊斯兰教既排斥限制 , 又加以整合与利用 , 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待伊斯兰教的

典型特征  在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 , 阿拉伯民族主义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 , 在群体认同方面试图明确区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 , 并将民族认同作为阿拉伯民

族统一的认同基础  如拉巴斯认为阿拉伯人的历史并非是伊斯兰教的历史 , 伊斯兰教实际上

是阿拉伯人的民族宗教;#洲阿拉伊利把语言 �利益 �地理环境 �血缘关系 �历史和风俗作为

民族构成的六个要素 , 而把宗教排除在民族的构成要素之外;#25] 胡斯里认为民族最强有力 �

最有效的纽带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 , 而血缘 �经济生活 �地域 �宗教等并不是民族构

成的主要因素;[ ∃6了都表达了以民族认同取代宗教认同的思想努力 
第二 , 在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上 , 提出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政治主张  如阿佐利主张建立

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 , 确立宗教与世俗二元分离统治体制;∗川阿拉伊利主张宗教的社会功

能应局限在精神和道德领域 , 并不应与民族主义相抵触  [2s +

第三 , 协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 并使伊斯兰教能够服务于阿拉伯民族主义  如祖莱克 �

巴扎兹 �阿弗拉克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 , 都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并没有

矛盾 , 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民族的信仰应该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  #洲

第四 , 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 !穆斯林统一 ∀ , 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的 !阿拉伯统一 ∀ 

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关系作出最为系统论述的当数胡斯里  他提出了民族共

同体优于和高于宗教共同体 (乌玛) � 阿拉伯统一优于和高于穆斯林统一等主张 , 并倡导以

阿拉伯统一取代穆斯林统一  #∃!%

三 � 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

在中东的历史舞台上 , !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帝国 , 每个帝国都把越来越多的地方置于

自己控制之下  但由于地方分裂主义和交通的迟滞 , 总是不断感到保持统一的困难  ∀[川伊

斯兰教的创立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 , 尽管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 , 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

帝国的统一 , 但是远没有将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地区融合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  阿拉伯民族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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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文化板块在阿拉伯帝国中后期以及奥斯曼帝国体制下 , 形成了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局

面  进人近代后 , 西方殖民列强的人侵和瓜分 , 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 , 使阿拉伯

世界分化成阿拉伯半岛 � !新月地带 ∀ �埃及一苏丹地区 �马格里布地区等地缘文化板块  #∀3
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的相互影响来看 , 阿拉伯民族的部落主义传统以及地方性特点

与伊斯兰教的教派斗争交互影响 , 加剧了阿拉伯民族的内部分裂 , 进而使地方性和差异性构

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阿拉伯史专家希提看来 , 崇尚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构成

了阿拉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  伊斯兰教兴起后 , 它们不但没有消失 , 反而愈演愈烈 , 并

!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J
首先 , 阿拉伯社会的传统部落特征构成了导致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内部分裂的重要因

素  在四大哈里发时期 , 围绕哈里发职位的斗争与南北阿拉伯人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

楼马亚王朝时期 , 南北阿拉伯人围绕帝国领导权斗争以及分裂活动此起彼伏; 在阿巴斯王朝

时期 , 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以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得更加突出 据史料记载 , 阿巴斯王朝虽然

延续了500 年的时间 , 但是 , 还在这个帝国建立之初 , 便在 !帝国的中心及其周围 ∀, 兴起

!无数的王朝和准王朝 ∀  !34] 以战乱四起的马格里布地区为例 , 在8 一16 世纪涌现出的地方王

朝就多达 13 个之多  (∀]纵观阿拉伯世界约 14 00 年的历史 , 其统一的时间仅有 100 年左右 ,

而分裂的时间则长达近 13 00 年  #∃6+

其次 , 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作为阿拉伯民族内部分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 进一步加剧了阿

拉伯民族的分裂 尽管 ,古兰经 − 不断以 !统一 ∀ (21 : 92 ) � !不要自己分裂 ∀ (3 : 103 ) � !不

要为正教而分别门户 ∀ (42 : 43 ) 等教导其追随者 , 但伊斯兰教的分裂从穆罕默德逝世时便

已经开始  历史表明 , 伊斯兰教教派的产生和统一的穆斯林公社的分裂 , 以及各教派的长期

斗争 , 对阿拉伯民族的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  !伊斯兰教的分裂和不同教派的长期对立显然

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 , 扩大了中东一阿拉伯社会结构的异质程度 , 阻碍了这一地区的人

们向一个统一民族发展的进程  ∀#∀ %

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特征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统治的人为分割 , 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进

一步分裂 , 使得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 , 并且在此过
程中形成了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应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基本上是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 , 通过反对英 �法 � 意等国在各地区的殖民统治得以完成的 在民族

国家建构的过程中 , 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泛民族认同 �泛宗教认同的关系成为阿拉伯国家独

立后面临的迫切政治任务  无论是独立前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 , 还是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

民族主义 , 在民族与宗教关系的问题上都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 以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 , 建构 自身的民族认同 如埃及的民族主义思想家

利法阿 &塔赫塔维提出了埃及人为一个民族的论断;[ ∃81艾哈迈德 &卢特非 &赛义德明确提出
!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 ∃9%陶菲格 &哈基姆甚至否认埃及民族的阿拉伯属性  [侧叙利亚民族
主义者安东 &萨阿德主张叙利亚属于叙利亚人 , 叙利亚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

族国家  (4,]阿拉伯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 , 在国家认同方面 , 也力图实现 !基于共同认同的

民族文化和 )公民神话 ∃ 的发展 ∀ , 各国高度重视发掘包括前伊斯兰时期在内的民族文化  

如埃及 �伊拉克十分重视对古代史的研究 , 并将大量古代符号 (埃及的法老文明和伊拉克

的巴比伦文明) 运用于现实之中 , 旨在培养共同的民族认同  [42%

第二 , 排斥和贬低泛宗教认同  如埃及的塔赫塔维明确区分了宗教与民族作为社会组织

形式的区别 , 主张民族优先于宗教;#4, %卢特非强调埃及民族应 !把对宗教的 �伊斯兰的忠诚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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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对祖国 � 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 #叫并对泛伊斯兰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陶菲格 &哈

基姆认为 !埃及的民族存在独立于阿拉伯人 �穆斯林 � 基督徒和整个世界 ∀ 汇#5] 叙利亚的安

东 &萨阿德主张必须和泛宗教认同决裂 , !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都不能以宗教为基础 ∀ #例

第三 , 强调世俗主义 , 反对政教合一  如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家塔哈 &侯赛因明确主张宗
教和政治分离 , 主张根据民族主义思想建立一个非宗教的政府 , 埃及的出路在于 !民主的 �

世俗的改革方案 ∀  #4, %叙利亚的萨阿德更加明确地主张政教分离 , 严禁教士干预政治  [∃s ]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 , 阿拉伯民族的宗教性决定了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思潮均

无法回避如何处理各自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一历史性课题 , 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思潮均不同程

度地倡导宗教复兴 , 并排斥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和地方性分别构成了泛阿拉伯民

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 , 各种民族主义思潮虽强调与伊斯兰教的联系 , 但

更侧重民族认同并排斥宗教认同 因此 ,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思潮在群体认同 �国家建构 �社
会发展道路方面围绕如何处理宗教与民族的关系 , 形成了两大发展方向 , 一个方向是包括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等形式的伊斯兰复兴思想 , 另一个方向是包括泛阿拉伯民族

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  它们之间既存在相互联系 �相互融合的一面 ,

也存在相互排斥 � 矛盾斗争的一面 , 并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从政治发展的层面看 , 突出表现为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合法性 � 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等方

面始终交织着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斗争; 从国际关系层面看 , 突出表现为地方

(国家) 民族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复杂矛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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