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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双重历史遗产
*

� � � 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复兴主义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上海 � 200083)

摘要: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构成了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留给后世的双重历史遗产。

阿富汗尼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为反对专制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以伊斯兰教为团结纽带反对西方殖民

侵略的思想; 强调保持民族文化和实现民族团结的思想。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想主要体现为强调伊斯兰教传

统信仰对于伊斯兰复兴的重要性;提倡理性, 强调重启伊斯兰教的  创制!大门; 以泛伊斯兰主义拯救伊斯兰

世界。由于伊斯兰改革主义所具有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兼有的二元色彩 ,其思想中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

分别构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思想源泉。

关键词: 中东;民族主义; 伊斯兰教;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 B96� � 文献标志码: A� � 文章编号: 1002- 0292( 2009) 05- 0083- 06

哲马路丁∀阿富汗尼 ( Jama l a1�D in al�A fghan,i 1838~ 1897年 )是 19世纪穆斯林世界最负盛名的思

想家、哲学家和伊斯兰改革家, 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其  活动与思想对于激发穆斯林东方的革

命热情和以全新的态度对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 1] 7
。阿富汗尼生存的年代正值伊斯兰世界走向衰

落的 19世纪中后期,他一生的活动极其广泛,足迹遍布阿富汗、埃及、法国、俄罗斯, 终生致力于宣传和

推行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阿富汗尼的政治思想具有混合性的特征。对此,美国学者埃斯

波西托 ( John L. Esposito)指出:  反对帝国主义、主张阿拉伯统一、泛伊斯兰主义和立宪主义是它留传后

世的精神财富的主要部分。! [ 2] 72
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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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

义构成了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留给后世的双重历史遗产。

� � 一、阿富汗尼的生平概况

关于阿富汗尼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文献认为他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附近的名门之

家
[ 3] 73

;有的文献认为他出生于伊朗西北部哈马丹市附近的艾斯达巴兹
[ 4] 78
。尽管阿富汗尼本人并非

阿拉伯人,关于其究竟是伊朗人还是阿富汗人也有争论, 有人  甚至说他绝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但
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探讨其思想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 因为  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承认自己

受过他的理论的熏陶 ![ 5]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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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尼自幼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 后求学于德黑兰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纳贾夫等地, 学习

阿拉伯文的各种知识、语法、修辞,通读历史书籍,了解掌握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义、苏菲思想、逻辑学、

政治学、神学,广泛涉足数学、工程学、医学及解剖学等领域。阿富汗尼一生除阿拉伯语外还通晓 5种语

言:阿富汗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法语和英语。

1858~ 1865年,阿富汗尼旅居印度,因目睹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暴行, 萌生了通过加强伊斯兰

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复兴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初步构想。在印度期间, 他还了解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

并且认识到西方的强盛在于科学技术的发达。穆斯林国家要强大、昌盛,出路在于学习科学知识,唯有

如此, 才能恢复昔日的荣耀。此后,他曾到希贾兹地区朝觐, 并到麦加等地游历, 在穆斯林虔诚宗教信仰

的感召下,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加强。

1866~ 1868年间, 阿富汗尼移居阿富汗,一度任首席大臣, 并且创办 #喀布尔 ∃报宣传反英思想, 同

时实践其改革思想。阿富汗尼于 1869年取道印度去埃及, 随后转赴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适逢

奥斯曼帝国推行现代改良主义运动, 阿富汗尼因力主改革而受到王室中  现代改良派 !的欢迎。但后来

被保守势力以  诋毁!伊斯兰教正宗信仰的罪名驱逐出境,于 1871年赴埃及。

在埃及的 8年 ( 1871~ 1879年 )间,阿富汗尼  直接参加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运动,并给这个运动以

深远的思想政治影响 ![ 5] 166
。在埃及期间,他任教于爱资哈尔大学,对于埃及知识界民族意识的觉醒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唤起了一批富有爱国心的有识之士,如穆罕默德 ∀阿布杜 (M uhammad Abduh, 1849~

1905)、赛阿德 ∀扎格鲁勒 ( Sad Zaghu,l 1860~ 1927)等人。他通过创办报纸, 反映埃及人民的苦难, 讴

歌自由平等;他同情和支持阿拉比 ( 184 l~ 1911年 )领导的民族起义, 并成为埃及  民族党 !的领袖。
1879年,阿富汗尼遭埃及政府驱逐被迫离开埃及, 转赴孟买。在印度期间,阿富汗尼埋头著述,撰写了

#驳自然主义者∃ #哲学的益处∃#人类幸福与痛苦的真正根源∃ #答无神论者∃等著名论文。[ 4] 80 ~ 81

埃及阿拉比起义爆发后,阿富汗尼前往加尔各答,后经伦敦旅居巴黎,与其学生阿布杜共同创办了

#团结报 ∃,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 共同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在此期间, 他

还游历了许多国家,到过伊朗的伊斯法罕和德黑兰,两次访问俄罗斯,宣传其改革主张。后因在伊朗召

开秘密会议,筹划建立共和宪制政府,被伊朗国王遣送到什叶派圣城库姆,旋又被押到伊土边境地区,过

着流放生活。1892年,阿富汗尼到达伦敦,后来应土耳其苏丹阿布杜∀哈米德 ( AbduhH am id)二世的邀

请到伊斯坦布尔访问。由于他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与苏丹哈米德二世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加强自身专制

统治的目的截然不同,而与土耳其王室发生矛盾。因受宫廷中保守势力的迫害, 阿富汗尼从此失去政治

自由和人身自由, 1897年逝世于伊斯坦布尔。

� � 二、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及其评价

阿富汗尼最初并不接受民族主义的观念, 认为  穆斯林的宗教就是他们的国籍 !,  他们不需要民族

主义, 并且应从自己的心目中把它抹掉。统治权仅属于崇高伟大的安拉 ! [ 6] 101
。后来,他在反对殖民主

义和国王专制统治的政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作用,但仍坚持  宗教信仰的联系高

于民族和语言的联系 !。后来, 阿富汗尼的思想再次发生了飞跃, 承认泛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都

具有制服敌人的威力,  民族主义也是安拉赋予人类的一种天性 !, 并  热情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斗
争 ! [ 6] 101

。由此可见, 阿富汗尼作为近代穆斯林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

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困扰。毫无疑问,阿富汗尼思想的核心是伊斯兰改革

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但其中都包含了救亡图存,挽救伊斯兰社会危机,寻求民族独立,探索伊斯兰社会

现代化道路的丰富的民族主义思想。

1. 反对专制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

阿富汗尼深受西方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深刻批判了伊斯兰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推翻

君主专制,实行共和宪政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导致穆斯林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主张采

用西方的现代共和宪政制度。他认为:  共和制和宪政制是政府的最好形式, 它是开明的政府, 它能促

进经济生活、商业、科学、教育、人权、合理税收、平衡预算等,是由有知识的专家辅政。! [ 3] 76
他指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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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制度与伊斯兰教的  协商原则! (舒拉 )并无矛盾, 他主张治国的不应该是苏丹和埃米尔, 而应该是

人民群众推选的代表,提倡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并积极支持埃及、伊朗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立宪运动。他

认为:  世界上的伊斯兰人民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应该为他们提供保护和福祉的国家虚弱不堪, 专权

腐败, 对欧洲摇尾乞怜,为了恢复国家的事务, 穆斯林只有自己动手,他们必须强迫或胁迫他们的统治者

改善统治。! [ 1] 9
阿富汗尼主张宪政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抵抗殖民侵略的需要,即  加强民族团结以

抵制欧洲殖民侵略的需要, 伊斯兰世界人民广泛团结和制定宪法以限制统治者权力的需要 ! [ 7] 109
。此

外,在妇女问题、人民主权等问题上, 阿富汗尼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欧洲启蒙思想的观点。尤其是他提

出尊重妇女权利,主张在穆斯林妇女中发展教育、传播文化知识的观点在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的进步

意义。
[ 8 ] 299

阿富汗尼还积极将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思想付诸实践。在埃及期间, 他经常参加集会,发表演讲,

抨击埃及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号召埃及人民行动起来, 振奋民族精神,推翻反动的专制统治。他还号召

埃及民族主义者建立  祖国党!, 保卫祖国的利益、民族的荣誉,建立议会民主制度。他在#东方的圣贤∃

一文中,号召埃及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共和制度。

2. 以伊斯兰教为团结纽带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想

阿富汗尼在主张借鉴西方文明拯救伊斯兰世界的同时,提出了坚决反对西方殖民侵略和奴役的民

族主义思想,并且把伊斯兰教视为穆斯林各民族政治认同的精神纽带。他认为,穆斯林  必须团结在一

起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反欧阵线。在这一事业中伊斯兰是最关键的因素,它是穆斯林之间联系的唯

一纽带,如果这一纽带得以加强,如果它能够成为穆斯林忠诚的核心, 就有可能产生和保持一个强大稳

定的国家! [ 1] 9
。由此可见,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学和一种文化传统,具有

能够使穆斯林民族团结起来抵御欧洲殖民主义的力量。在阿富汗尼的思想中,  伊斯兰教变成了唤醒

反欧政治行动的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 [ 9] 64
。他提出,应当迫使伊斯兰国家统治者进行有效的改革,

并通过穆斯林民族团结一致,组成强有力的联合阵线共同对抗欧洲, 应以埃及和土耳其为核心,建立伊

斯兰教国家联盟,对抗欧洲的挑战。  尽管他没有提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信条, 但是他特别强调印度、

苏丹、北非等国家的穆斯林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获取自由的重要性,同时他呼吁青年人要用科学思

想的光辉赋予伊斯兰教活力,并使其通过创新执掌世界的权力。! [ 10 ] 102- 103

必须应当指出的是,阿富汗尼与土耳其苏丹哈米德的泛伊斯兰主义也有着不同之处, 哈米德的泛伊

斯兰主义在于维系土耳其的帝国统治,而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复兴伊斯兰教,

他的泛伊斯兰主义  从来未曾失去其中心目标,即召唤伊斯兰民众抵抗和反对欧洲 !,而  苏丹哈米德则
是利用这一强大的思想提高自己作为伊斯兰统一象征的地位 !。因此,  阿富汗尼拒绝了苏丹哈米德二

世的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而  把泛伊斯兰主义视为穆斯林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意识和团结纽

带 !。[ 9] 65 - 66
按照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萨提 ∀胡斯里的解释, 阿富汗尼非常厌恶苏丹哈米德滥

用他的泛伊斯兰主义,并最终与之决裂,也不再坚持所有穆斯林只应该有一个统治者的观点。尽管  他
赋予宗教纽带以优先权:伊斯兰教在文化上比民族更富完整性和自足性 !,指出在  伊斯兰教产生后的

历史表明穆斯林都承认宗教纽带的作用超过了种族和民族纽带的作用!,但是他也开始承认土耳其、伊

朗、阿富汗、印度穆斯林的民族属性,  承认了这些民族的存在, 尽管在他的不同作品中强调的程度有所

不同!。[ 9] 139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与那种有着政治野心的泛伊斯兰主义相比较, 更侧重于通过伊斯

兰教的纽带作用建立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联盟,因而也更富有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进步民族主义的

色彩。

3. 强调保持民族文化和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尽管阿富汗尼强调通过泛伊斯兰主义来加强伊斯兰世界的团结, 甚至也奢望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反

欧阵线乃至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保持民族文化和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阿富汗尼的这一思想是从关于宗教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中引申出来的。他曾经指出:  宗教与哲学并无

明显的界限,宗教之中有哲学, 相反如果哲学被作为王权的工具时,哲学便不成其为明智的科学,而变为

一种新的宗教。! [ 5] 172
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哲学:一种是教导人们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的哲学,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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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导人们不要安于现状的哲学。
[ 1] 11
他据此认为,一个民族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  不安

于现状的哲学!, 而这种哲学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之中。他认为:  丧失了统一和自己文化

的民族是没有自己语言的民族,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自豪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如果统治当局不唤醒

人民对历史的回忆, 他们将为历史所淘汰。所以他们必须发展教育, 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民族教育

[N ational( w atan i) education], 这种教育的起点是关于 %祖国 & [Home land( w atan) ]的教育, 其终点仍然是

关于%祖国 &的教育。! [ 1 ] 14
由此可见, 阿富汗尼的思想中已经具有了  民族 !、 祖国 !等民族主义思想概

念的轮廓。

此外,阿富汗尼还提出了一个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  团结!。他首先阐述了  伊斯兰团结 !对

于阿拉伯民族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同的人类群体在生存、安全和财富方面存在着必然的冲突,这些冲突

促使不同的集团以王权为纽带形成民族, 诸如印度、英格兰、俄罗斯。他指出民族团结是权力产生和存

续的必要条件。在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上,  是伊斯兰教使四分五裂的阿拉伯部落具有了强有力的向心

力,并使他们控制并保持一个强大的帝国达八百年之久!。  对于穆斯林而言,神启的宗教缔造了超越

不同民族团结的更高的团结!, 穆斯林的辉煌得益于此,而伊斯兰国家衰落的根源也正在于  内部的纷

争 !,  他们在公共利益方面缺乏应有的关怀!, 而统治者勾心斗角、贪图安逸、营私舞弊导致臣民遭受外
敌的入侵。振兴伊斯兰国家的希望也在于以伊斯兰为纽带的团结, 因为  团结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

要,而宗教则是缔造团结最有力的武器!。[ 1] 15
穆斯林民族团结的动力就在于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对

于穆斯林民族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是  团结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和摩洛哥人最

强大的精神纽带 !
[ 11] 35

。在这里,尽管阿富汗尼在  民族团结 !与  伊斯兰团结 !之间还没有严格的区
分,但他确实已经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也正如研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专家塞拉维

亚 ∀哈伊姆 ( Sy lv iaG. H a im )的评价:  在他的思想里,民族团结与伊斯兰团结是相互支持的。!他甚至

 试图将民族团结与宗教团结等同起来,并且倾向于认为民族团结比宗教团结更为有效!, 指出  民族统
一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因而比以共同宗教为基础的统一更为强大和持久。人们可以容易地改变他的

宗教, 但却不容易改变他的语言 !。[ 1] 14- 15

阿富汗尼还提出,宗教信仰与民族团结之间并无矛盾。宗教的联系并不排除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

的民族联系,像在埃及和印度这些国家中,穆斯林应该和非穆斯林合作, 并且在具有同样民族利益的同

胞之间,在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邻居之间,都应该保持和睦。阿富汗尼强调,每一个民族坚持其民族主

义伊斯兰精神并不相悖。他指出,对于人类来说,他的生活范围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所属的民族圈,

二是所皈依的宗教圈,三是个体所从属的群体阶层圈。对于民族来说, 它包括五个要素:语言、伦理、风

俗、气候和宗教。
[ 4] 105, 108

阿富汗尼的上述思想确实标志着他对于宗教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对比较清晰的

认识, 他的这种认识对于后来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此, 有学者评价说:

 阿富汗尼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他的学生带着老师的学说, 在中东历史的

洪流中,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奔去,形成两股社会潮流: 以扎格卢勒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和以阿布杜

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派 � � � 人们通常称他们为伊斯兰现代主义。! 世俗民族主义思潮, 以扎格卢勒为代

表,主要是继承和发扬阿富汗尼关于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学说, 并发展为强大的群

众政治运动或群众性武装斗争,以实现民族解放,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建设民

族经济与文化。! [ 6] 114

� � 三、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中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及其评价

1. 强调伊斯兰教传统信仰对于伊斯兰复兴的重要性

阿富汗尼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建立在其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在 #答无神论者∃一文中, 他重点阐述了

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拒绝那些外来理论进入伊斯兰社会并加以传播, 二是反复强调伊斯兰是适宜每一

时代和每一地方的信仰。他认为,现代伊斯兰社会面临着许多外来新思想的严峻挑战,诸如达尔文的进

化论、伏尔泰和罗素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都对伊斯兰世界构成了威胁。
[ 4] 88
因此,他认为穆斯林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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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贫积弱就在于作为穆斯林精神支柱和行为规范的伊斯兰教中渗入了  异端邪说 !。他指出:  在埃及

和波斯,西方唯物主义向穆斯林世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它使穆斯林不再履行宗教和道德上的义务从而

损害了穆斯林信仰的基础。而正是由于穆斯林丧失了道德上的持久力, 他们才变得十分脆弱以至于几

个欧洲人一来就能在他们的身旁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 并延续 200年之久。! [ 12] 336
在阿富汗尼看来, 西

方的意图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蛊惑穆斯林,动摇他们的宗教信仰,分裂穆斯林的力量,以达到他们殖民

主义的目的。

此外,阿富汗尼在 #驳自然主义者 ∃一文中对印度的赛义德 ∀阿哈默德汗等人的自然主义哲学以及
盲目效仿西方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是怀有阴谋的人, 其目的在于破坏作

为人类文明基础的宗教。他一再强调宗教信仰的价值,认为它是民族存在与社会构成的基础。
[ 4] 92- 94

因

此,在宗教改革方面, 他首先主张坚持  认主独一 !的教义, 反对任何形式的多神崇拜行为,确立真主的

绝对权威;坚持#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适用于一切时代,穆斯林都要遵守。

2. 提倡理性,强调重启伊斯兰教的  创制! (独立判断 )大门

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作为理性主义的信仰体系, 能够协调与哲学、科学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伊斯

兰教传播发展的历程表明,理智的科学曾经在阿拉伯世界繁荣过, 它们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科

学。他告诫穆斯林不应以坚持信仰为名, 拒绝外来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 他又对印度现代改良派代表

人物阿赫默德汗的自然主义和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因此, 阿富汗尼主张宗教改革应同时

代精神相结合,认为伊斯兰各族人民、国家的领袖人物和宗教学者,如能改变因循守旧思想,发扬伊斯兰

教的进取精神,精诚团结, 通力合作, 依靠科学和哲学,就会变得强大无比,最终摆脱外强奴役。

阿富汗尼坚持伊斯兰传统信仰的正统性, 但他同时又反对盲目信从传统的宗教权威, 坚持打开  创

制 ! (独立判断 )的大门,对#古兰经∃可以进行新的解释, 可以依据 #古兰经∃和确凿可信的  圣训 !进行

推理演绎,剔除有悖于宗教教义的异端、迷信及其不合时宜的陈习陋俗, 使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会的发

展需要相适应。他主张,运用#古兰经∃的信条重新解释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是一项义务,也是一项权

利。对于其改革伊斯兰教的思想,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评价说:  他批评乌里玛以及其对伊斯兰教的扭

曲解释,倡导复兴和改革。从其明确表达的回应欧洲和关于现代化的标准问题的阐述上, 听起来非常像

%伊斯兰式的新教 &。! [ 2] 72
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如同基督教一样, 需要马丁 ∀路德式的人物和改

革。
[ 7] 122
因此,阿富汗尼的宗教改革思想  既包容了伊斯兰复古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表达了现代主义的革

新主张 ! [ 3] 74
。

3. 以泛伊斯兰主义拯救伊斯兰世界

阿富汗尼思想对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他号召各国穆斯

林不论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摩洛哥人, 不分学派和教派,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希望各国的穆斯林能联合起来,携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

主义思想是其伊斯兰复兴思想和改革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阿富汗尼在坚持宗教改革与复兴的同时,

目睹了伊斯兰国家在外强打击下分崩离析的现状, 因此不得不首先考虑世界穆斯林各族人民的政治解

放,后来转向泛伊斯兰主义。! [ 4] 99
他在#人类幸福和痛苦的真正根源∃一文中指出,对穆斯林大众来说,

保卫祖国和民族的愿望,同保卫宗教的愿望是一致的,这便是民族热情、爱国主义热情和宗教热情,它们

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他在晚年于伊斯坦布尔发表的讲演中指出:  今天伊斯兰教好比一条船,船长

是穆罕默德,全体穆斯林是这只圣船的乘客。不幸的是,这只圣船在海上突遇风暴,就要沉没,所以大家

都有义务拯救它。! [ 4] 99

由于坚持泛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尼早期的思想中是完全反对民族主义的, 在后来逐步认识到民族

主义的作用后,虽然也承认民族主义的重要性, 但仍然反对把民族主义置于宗教之上。他认为:  对于

穆斯林,没有任何一种自然团结或爱国主义可以代替伊斯兰教所创立的纽带关系。在一个穆斯林民族

中,真正的团结, 就得依靠共同的宗教信仰。否则的话,社会就会解体。![ 4] 104
正如一位学者对他的评价:

 他已完全超越了狭隘的地区主义、民族主义偏见,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世界主义者, 他的信念是 %只有伊
斯兰才是我的祖国 &。![ 13] 62

阿富汗尼的思想构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基础, 对于后来泛伊斯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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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而泛伊斯兰主义恰恰成为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 � 四、结 � 语

通过对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的考察可以发现, 在伊斯兰教传统深厚的中东阿拉伯社会,任

何现代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形成中都不可能脱离中东阿拉伯社会浓重的宗教文化氛围。阿富汗尼的

伊斯兰改革思想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压力的一种反应,旨在通过宗教改革促进内外交困的

伊斯兰社会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  坚持和改革伊斯兰教, 反对殖民主义、提倡

理性、崇尚科学! [ 10 ] 103
, 其思想基础在于如下认识: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宗教思想的僵化将导致社会的停滞、落后和衰落, 其出路在于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 重新开启  创

制 !之门,寻求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 强大的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侵略对伊斯兰社会造成了深刻

压力, 只有彻底清除殖民主义, 穆斯林民族才能获得解放;西方的强大在于富有时代精神的科学文化、民

主制度和理性之中,伊斯兰社会必须协调宗教与科学、理性以及民主的关系, 才能摆脱落后停滞。阿富

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表明  在 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已经具备了雏形, 并不可避免地与宗教联系

在一起;同时阿拉伯人已经产生了社会正义与政治自由的要求,他们同时也为维护其宗教信仰的至高无

上而不断奋斗! [ 10] 103
。

客观而言,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无疑植根于伊斯兰的传统之中, 但是它并不是要回到伊

斯兰早期的社会模式去,而是具有  托古改制 !的浓厚色彩,并且在其思想框架内已经涉及了宗教与世

俗、传统与现代化等各种关系, 为伊斯兰社会接纳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伊斯兰改革主义不仅对于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其本身就具有许多民族主义思想。正如有的学者

所言:  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地区政治文化, 在思想渊源上同伊斯兰改革主义相交融而生, 在政治

背景上同阿拉伯统一运动应运而发, 在经济基础上同民族经济的成长而成长,在文化上随着现代化与传

统的矛盾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中间, 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思想材料,

成为它产生的前提。∋∋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就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重要的源头和出发点。! [ 5] 176
但

是,由于伊斯兰改革主义所具有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兼有的二元色彩,其思想中传统主义的一面则成

为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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