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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寺的功能包括宗教功能与社会功能, 前者

是其基本功能,后者则是前者的衍生甚至变异,清真

寺这一特殊的文化场域也和其他社会各部门形成不

同的关系,在输出正负不同的社会资本的过程中, 产

生了不同的影响, 全球化带来大量跨国移民移入非

穆斯林国家,加速了信息和社交网络的传播,并增加

了产生跨文化冲突的可能性, 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制

约力日趋复杂和重要, 一系列 /涉寺事件0更将阿拉
伯 ) 伊斯兰问题复杂化,并在中东热点问题、穆斯林

移民问题、国际反恐斗争甚至民族宗教复兴运动等

重大全球性问题上出现 /外溢 0。因此, 在全球化思

潮冲击清真寺功能的现实背景下, 研究清真寺功能

影响,也是对国际关系中的 /伊斯兰因素0作进一步
思考。

一

/清真寺 0亦即 / M asijid0 (阿语意为 /叩拜之
地 0) ,仅 /清真寺 0一词在 5古兰经 6中就出现过 28

次, 5古兰经6和 /圣训0均强调了清真寺的基本功能
是提供宗教场所服务。作为 /近主而敬主之地 0的

清真寺,就是穆斯林聚礼颂主的 /精神家园 0, 宗教
功能自然成了清真寺的基本功能。在这一基本功能

的影响下,又派生出以下几种伊斯兰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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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穆斯林自发地 /围寺而居0,并形成以清真

寺为核心的最基本的穆斯林聚居范式。先知穆罕默

德强调: /没有礼拜的宗教是毫无益处的。0据记载,

穆圣迁入麦地那的 /这一天正是主麻日,穆罕默德就

在麦地那拉努那河谷的清真寺做了礼拜。穆斯林赶

来了, 每个人都想见他, 都想靠近他 0 [ 1] ( P186 )
。穆圣

迁入麦地那后不久就在自己的住所旁建造了先知

寺,鉴于当时犹太教用号角、基督教用大钟来招呼信

徒做礼拜,穆圣决定让一个声音洪亮的、名叫比莱勒

的人登高宣礼, 召唤穆斯林前往清真寺做礼拜: /安

拉至大! 安拉至大! 我作证: 除安拉外, 别无他主!

我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快来礼拜吧! 快

来走获救之路吧! 安拉至大! 安拉至大! 除安拉

外,别无他主! 0

庄严肃穆的宣礼词每日五次传遍了麦地那的四

面八方,伊斯兰教的黏结力也随之萌发: /穆斯林以

往那种担心受怕的心情变成了安全感 0, /这是一种
来源于为了信仰作出了牺牲、饱尝了各种迫害的人

们内心深处的力量。穆斯林们今天尝到了忍耐的甜

果,享受到了信仰的自由0 [ 1 ] ( P199)
。追随穆圣到达麦

地那的穆斯林迁士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批穆斯林移

民,并以 /围寺而居 0的方式在异地立足, 逐步融入

当地社会。为此,穆圣以 /凡穆斯林皆兄弟 0为指导

思想, 号召穆斯林内部打破部落、家族和地区的界

限,加强彼此之间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团结,以形成

统一的战斗集体; 倡导穆斯林同居住在麦地那的犹

太人建立睦邻关系,以共同抵御入侵之敌。5麦地那

宪章6即是以盟约的形式,体现了穆圣上述建国指导

思想的纲领性历史文献而具法律效力。其主要内容

有: ( 1)规定了伊斯兰教早期的政权性质。强调穆

斯林不分部落、家族, /对外皆属统一之整体 0) ) )

乌玛 (Ummah), 即政权为全体穆斯林所共有的 /穆

斯林公社0; ( 2)规定了 /众信士一律平等0、/互为亲

朋盟友 0的关系准则; ( 3)规定穆斯林内部或缔约者

之间 /无论何事发生歧异争端 0, /均须服从安拉及
其使者穆罕默德判断裁决 0; ( 4)规定了穆斯林必须

遵守的社会公德与行为准则; ( 5)阐明了联合犹太

人共同对敌的方针和孤立、打击古莱什多神教徒的

立场
[ 2]
。可见, /迁徙事件0的意义在于, 穆圣是 /以

一个被轻视的先知身份,离开诞生之地,又以一个受

尊敬的领袖身份, 进入他寄居的麦地那。穆罕默德

陆续建立了伊斯兰教的各种典章制度, 并突破氏族

血缘关系把政治、经济、军事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结

合在一起, 建立全新的穆斯林 -乌玛 . (社团、公社,

Ummah) 0 [ 3]
。 /作为一种集体礼拜的典礼来说, 聚

礼的整齐、严肃和朴实, 都是无比的。礼拜的群众,

在礼拜寺里自动排成整齐的横行, 在行里严肃地立

正,在伊玛目的领导下,准确地、恭敬地举行礼拜, 这

种情景,往往是动人的。作为一种训练的方法来说,

这种聚礼,对于骄傲自满的、个人主义的游牧民族,

一定有过重大的价值。这种仪式, 在他们的心中培

养了社会平等的观念和团结一致的意识。这种仪

式,促进了教胞之间的兄弟关系,穆罕默德的宗教,

在教义上就用这种兄弟关 系取代了血缘 关

系 0 [ 4] ( P154)
。 /这就是威廉 # 麦克纳尔 (W illiam

M cne ill 1995)所说的伊斯兰教在 7世纪迅速成为一

个世界性宗教的原因: 每天五次共同的身体祈祷活

动来自很多不同部落的人们形成了内聚力 0。因为,

/在正常的环境中, 从婴儿开始,人与人之间的仪式

就创造出有界限的归属意识、相互的道德义务和集

体力量 0。亦即 /在大多数正常情况下, 宗教会产生

紧密的团结、面对灾难的勇气和改善团体命运的灵

感0 [ 5]
。清真寺会礼这一重要的宗教仪式之所以引

起了宗教社会学家的重视, 清真寺能产生凝聚人心、

动员社会共抗异教徒、在坚信 /安拉至上0中获得面

对灾难的勇气和改善团体命运的灵感, 进而提升了

穆斯林的社会道德与灵性品质, 成为一种强大的社

会动员力量源, 这是揭示伊斯兰文化内核的重要一

步。在清真寺这个 /近主敬主 0的特定空间里举行

的念、礼、斋、课、朝等宗教功修的相关仪式不同程度

地促进了穆斯林个人与团体间的团结, 穆斯林在清

真寺一起活动促成的团结更易产生心灵归属感和文

化认同感,并逐渐形成了恒久的内聚力。

除每日五次礼拜、每周一次的聚礼和每年两度

的节日会礼是在清真寺里完成外,穆斯林生老病死、

红白喜事均与清真寺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从

婴孩起经名、学阿语念经、成人后的每日五次礼拜、

圣纪和节日活动、结婚与丧葬等人与人之间的仪式

就在清真寺这个特定的文化场域实现了 /共意性运
动 0,提供团体认同功能以形成信仰共同体, 创造出

有界限的归属意识、相互的道义义务和集体力量。

穆斯林在清真寺内怀着相同的信仰和思想崇拜独一

的真主,因此,清真寺是展现穆斯林团结和尊严的地

方,也是宗教人士宣传和讲解伊斯兰知识和价值观

的地方,更可为相聚清真寺的穆斯林相互了解个人

和社会问题从事有益事务重视公益事业创造机会。

尤其是 /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出于宗教传播、延续的目
的而利用宗教资本从事生产、流通经营的活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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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资金、物资等动产的流通和房屋土地等不动产

的租借租种,以此增加收入扩大积累,维持清真寺宗

教活动的支出需要0 [ 6 ]
。亦即 /围寺而居 0穆斯林的

生活与寺院经济有密切关联, 寺院经济又吸引更多

穆斯林 /围寺而居 0,两者相辅相成。

总之,穆斯林自发地 /围寺而居 0, 一是靠近清

真寺居住亦即 /近主 0而居,旨在获得伊斯兰的精神

归属感; 二是方便于每日的 /敬主0活动, 在清真寺

里与穆斯林共享宗教礼拜生活; 三是伊斯兰所倡导

的 /两世吉庆 0观的集中显现, 穆斯林在清真寺与集

市的并存空间里经营着两世的生活; 四是这一伊斯

兰信仰的坚守场所,解决了教内外的社会人际关系,

确立了穆斯林平等友爱的兄弟关系; 五是清真寺既

是穆斯林聚居区的信仰支柱与精神家园, 又是重要

的宗教组织机构, 成为联结穆斯林社会与外界的沟

通桥梁。

二是伊斯兰教主要以 /依寺传播 0的方式走向

世界, 并彰显出伊斯兰的地缘文明特质。诚如法国

思想家卡洛蒂所指出的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一面

镜子0, 折射出伊斯兰文明远播世界的清晰足迹。

637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命令出征的将领, 每开

拓一个新地区,就要在该地建造清真寺,此命令后来

演变为一种伊斯兰文明与 /他者 0开展和平与非和

平交往的惯例, /依寺传播 0成为伊斯兰走向世界的

主要方式。在伊斯兰教的开创时期, 除三大圣寺等

外,在麦地那和麦加以外地区也开始出现规模不等

的清真寺,如巴士拉清真寺 (约建于 636年、位于伊

拉克 )、库法清真寺 (约建于 639年、位于伊拉克 )、

阿慕尔清真寺 (约建于 642年、位于埃及 )等;自 661

年起伊斯兰教进入阿拉伯帝国期, 历经倭玛亚王朝

和阿拔斯王朝,形成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多民族的

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尤以 /百年翻译运动 0的兴起

和著名清真寺的大量涌现为标志。在倭马亚王朝时

已出现自发文化译介活动, 直到阿拔斯帝国建立后

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大规模、有组织的译介活动,形成

巴格达学派,并引发阿拔斯王朝后期科尔多瓦文化

中心和开罗文化中心的出现,共同构成 /阿拔斯王朝

五百年文化黄金时代 0; 在各地兴建了一批宗教、文

化和教育中心的清真寺,其中以军营 /清真寺 0为代
表的文化传播中心开创了在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传

播阿拉伯文化的先河。其他名寺还有欧格白清真寺

(约建于 670) 675年、位于突尼斯 )、倭马亚清真寺

(约建于 705) 710年、位于叙利亚 )、宰桐清真寺

(约建于 8世纪、位于突尼斯 )、巴格达曼苏尔清真寺

(约建于 761年、位于伊拉克 )、科尔多瓦清真寺 (约

改建于 786年、位于西班牙 )、萨马拉清真寺 (约扩建

于 849) 851年、位于伊拉克 )、卡拉维因清真寺 (约

建于 868年、位于摩洛哥 )、伊本 #图伦清真寺 (约建

于 876) 879年、位于埃及 )、爱资哈尔清真寺 (约建

于 970) 972年、位于埃及 )以及卡迪尔清真寺 (约建

于 11世纪末、位于伊拉克 )等。 13世纪中期随着异

族入侵和地方割据王朝的兴起, 阿拉伯帝国随之解

体,奥斯曼帝国版图和影响最大, 史称 /伊斯兰教第

三次大传播的时期 0, 也出现了一些著名清真寺: 苏

丹 #哈桑清真寺 (约建于 1356) 1363年、位于埃

及 )、阿加德兹清真寺 (约建于 1405年、位于尼日

尔 )、苏莱曼清真大寺 (约建于 1550) 1557年、位于

土耳其 )、伊玛目 #伊斯法罕清真寺 (约建于 1612

年、位于伊朗 )、蓝色清真寺 (约建于 1616年、位于土

耳其 )以及巴德夏希清真寺 (约建于 1673年 ) 1674

年、位于印度 )等。17世纪伊斯兰教在印尼和马来

半岛占优势。 18世纪中叶后, 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

侵入伊斯兰世界,许多国家逐步沦为殖民和半殖民

地,但 20世纪以来, 穆斯林移民、劳工、商人和学者

又将伊斯兰教带人西欧和北美。二战后, 各伊斯兰

国家相继独立,大致形成当今伊斯兰世界的格局, 并

出现了费萨尔清真寺 (建于 1982) 1986年、位于巴

基斯坦 )、哈桑二世清真寺 (建于 1993年、位于摩洛

哥 )及博而基亚清真寺 (建于 1994年、位于文莱 )等

名寺。其中, 中国与美欧清真寺又在伊斯兰文明向

非阿拉伯 ) 伊斯兰地区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世纪中期, 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商人和学

者,通过海、陆 /丝绸之路 0将伊斯兰传入中国, 并形

成中国伊斯兰文化四次发展高潮, 贞观年间来华的

苏哈巴. 艾. L. 宛葛作为穆圣弟子自麦加来华传播伊

斯兰教,并在 631年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清真

寺 ) ) ) 广州怀圣寺。到了元代,穆斯林纷纷东来, 中

国伊斯兰教随着清真寺在各地遍地开花而逐渐发

展,涌现出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真教寺、昆

明礼拜寺及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等名寺。 20世纪以

来清真寺也陆续出现在美欧国家的主要城市: 1925

年在衣阿华州建成了美国首座清真寺, 法国巴黎最

早的清真寺建于 1926年, 20世纪 60年代在德国慕

尼黑郊外出现了最早的清真寺, 目前欧洲最大的清

真寺当属竣工于 1977年的伦敦中心清真寺, ,可

见,世界著名清真寺的相继建立与伊斯兰教的世界

传播几乎同步, /清真寺作为文化传播中心发挥着支
撑异质文明扎根生存的功能 0 [ 7] ( P57 )

。从穆圣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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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库巴清真寺一直到世界各地正在或即将竣工的清

真寺, 都是伊斯兰文明 /依寺传播0的真实写照, 并

以三大圣寺和著名清真寺为基点形成空间毗邻性和

地缘一体性, /一种直观或显性的空间格局, 一种基

于这种空间格局的经济互动性和文化亲缘性。它也

意味着一种隐性或潜在的政治整合的功能0 [ 8]
。若

/对穆斯林世界作一次鸟瞰,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奇

观:由礼拜人构成的一连串的同心圆,都是由麦加的

克而白辐射出去的,覆盖着一个不断放宽的面积, 从

非洲西岸的塞拉利昂到马来西亚, 从苏联的托博尔

斯克到南非的开普敦 0[ 4] ( P105)
。尤其是每年的朝觐、

每座清真寺的会礼、每个穆斯林的礼拜 ) ) ) 在全世

界形成了以麦加天房为圆心的大大小小无数个信仰

同心圆,每个穆斯林人人都怀揣一个清真寺,并凸显

出伊斯兰的地缘文明特质。因此, 作为一种宗教信

仰、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体系,它在 1300多年的传播

历史中,与异质文明相互影响和融合,在不同的历史

条件下,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政治结构、

经济形态、文化风尚、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都发生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一个区域宗教逐步发展成一

种生活方式甚至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力量,一直影

响着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国家, 并因中东热点问题

而不断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

三是清真寺在不同程度地满足了穆斯林的两世

诉求中,也萌生 /因寺而安0的集体心理。从 M asijid

(礼拜安拉之所 )到 Jam i. (可举行主麻聚礼的大清

真寺 )的语义扩延、5古兰经 6/吉祥的天房0与 /全世

界的导向0到 /圣训 0的 /天堂的花园 0的概念考释,

围绕清真寺尤其是关于 /天房 0的各种阐释、传说及

故事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 而

每年数百万人的朝觐之举又不断发掘着清真寺这一

伊斯兰物质符号的原型意味: /中外穆斯林共同参

与,在同一个伊玛目的带领下礼拜, 动作整齐划一,

气氛肃穆端庄,表现出了不同肤色、国籍、语言、种族

的人们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活动, 是乌玛观念构建

起来的较大规模的临时哲玛提。在这种特定的时间

和空间中,信仰者通过共同参与礼拜活动, 聆听阿洪

的宣讲,观察清真寺内的各色人群和仪式, 充分感受

到了世界性乌玛的意义和氛围, 从而获得对真主的

伟大、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信仰的力量等等实际的宗

教体验。通过共同的宗教行为, 个体在完成宗教功

课的同时也增强了宗教体验, 坚定了宗教观念和信

仰态度, 培养了共同体意识。0 [ 7] ( P440)
作为 /中心圣

殿 0的天房, 拥有经训中相关的经文阐释、广泛流传

的易卜拉欣父子建天房的故事与传说、仍保存着大

陨石和渗渗泉等历史遗迹, 激发穆斯林在朝觐仪式

中的虔敬、感恩与自豪等情绪, 体认 /安拉至上 0的

伊斯兰核心价值观。至此, 借天房朝觐这一年度仪

式,伊斯兰教便对 /清真寺 0这一文化符号作了解

释,再加上沙特当局出色的朝觐服务性运作,由来自

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朝觐者将获得的朝觐感受带回所

在国家和地区。因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 /文化总是
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

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

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

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符号之所以被创

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

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

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

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 所谓文

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

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

造、交往、理解和解释0 [ 9]
。因此, 清真寺成为伊斯

兰文化符号表征、清真寺文化成为伊斯兰文化的核

心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作为伊斯兰文化场域的清

真寺,不仅具有表征伊斯兰文化六大信仰的 /符号
性 0,还拥有履行穆斯林五大功修的 /实践性 0, 穆斯

林在需要清真寺的精神导引、情感依托及团体性支

持的过程中萌生自我归属与身份认同, 清真寺文化

影响了穆斯林个体的物质与精神追求, 且塑造了穆

斯林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 /因寺而安0就成为伊斯

兰文化群体的一种集体潜念, 关涉伊斯兰三大圣地

的政治纠纷易激发出全世界穆斯林的 /圣地情结 0

就是最好的印证: 如果说海湾战争使伊斯兰教第一、

第二大圣地蒙羞的话, 那么,跨世纪的巴以冲突也总

绕不开对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归属权的争

夺。作为重叠的宗教领地, 耶路撒冷历来成为三大

宗教的争夺焦点。伊斯兰教和这座圣城的渊源, 既

有 5古兰经6的明确昭示,更有穆斯林中代代流传的

/登霄说 0和年年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 且金顶清真

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傲立于耶城的壮观景象, 又将穆

斯林纪念先知 /登霄 0壮举的敬畏情怀表露无遗。

但在英国助长与美国偏袒下造成以色列在伊斯兰教

第三大圣地建国这一现实刺激对全世界穆斯林的伤

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巴以冲突也成了阿以冲突, 甚

至是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与整个西方的冲突。为

此,捍卫第三大圣地的斗争从以色列建国的那一刻

起就开始了: 1948年 5月 14日以色列宣布成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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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便爆发了保卫第三圣地、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的第

一次中东战争,结果以阿拉伯国家的惨败告终,为阿

以冲突埋下了隐患; 1967年阿以之间爆发了 /六 #

五战争 0,结果以色列侵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
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

岸和耶路撒冷旧城, 丢了圣地的 /六 #五战争 0给阿

拉伯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使全世界穆斯林背负

了极大的屈辱。从此, 不单是巴勒斯坦人在强调着

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而且这座城市也变为鼓动世

界穆斯林思想的一股强大动力, 巴勒斯坦解放事业

因而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关切, 1967年也被视为

世界穆斯林的 /屈辱年 0,而 1969年阿克萨清真寺遭

犹太复国分子放火焚毁事件, 更使伊斯兰世界在屈

辱中喷发的 /圣地情结 0转化为空前的团结, 并在数

月后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 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国

之间的团结,巩固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科

学等方面的合作;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 反

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

民族权利和重返家园的斗争, 支持一切穆斯林人民

保障其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在伊朗等国

的建议下,伊斯兰会议组织将 8月 21日定为 /世界
清真寺日0, 将阿克萨清真寺遭焚之日定为世界清真

寺日就是为了记住这个宗教圣地受到压迫而采取的

措施, 此事成为在这一天清真寺的重要性和作用受

到关注的一个因素, 也是审视伊斯兰圣地的重要性

及作用和状况的一次良机, 表明伊斯兰世界对第三

圣地所应承担的圣神责任。因此, 清真寺对穆斯林

来说是坚固的文化堡垒,它给予穆斯林与敌人进行

顽强抵抗的力量。其实,阿以双方就领土、难民和永

久地位等问题一直冲突不断, 争夺耶路撒冷的斗争

尤为激烈。 1982年的 /阿拉伯非斯方案 0强调 /建立

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1988年

巴解组织在 5独立宣言 6中宣布将耶城定为巴勒斯

坦国的首都。尽管以方在 1980年已将东耶、西耶合

而治之且宣布为以色列的 /永久的首都 0, 但国际社
会并不承认以方对东耶的非法吞并, 阿方一直视东

耶为被占领土且坚持将其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

都。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一直是阿以双方难以逾越

的 /和平死结 0, 近来因巴勒斯坦的内忧外患、以色
列的大选临近以及巴以兵戎相见等因素的渗入, 阿

以和平充满更多变数,耶路撒冷的归属实难预料, 阿

拉伯 ) 伊斯兰世界与美、以之间因伊斯兰三大圣地

所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的隐患仍然存在, 危及地区与

世界的安全。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指出的,

/在中东,冲突、已经非常棘手的领土、独立国家地位

和拥有权等问题,因一块被三种宗教视为圣地的土

地所产生的宗教分歧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过去

基本上是民族之间的一个冲突有可能演变成宗教冲

突。在此情况下, 真诚和建设性的对话有助于把所

谓的文明和宗教问题与政治和领土问题区别开来,

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通过选择公正的和平

而不是无休止的战争, 最终使所有信仰得到尊

重 0[ 10]
。

可以想见,随着全球化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不

断加剧,将会产生大量弱势群体,尤其是身处冲突和

战乱中心又遭全球经济边缘化的中东穆斯林、客居

非伊斯兰国家又受 / 9# 110事件连坐而处 /被审 0境
遇的穆斯林移民更需要清真寺的情感依托, 清真寺

的社会支持功能将被进一步发掘和利用。

二

在阿拉伯语中, / Masijid0一词除含有 /叩拜之

地 0外,还有 /大学 0之意, 而事实上清真寺除具有基

本宗教功能外,也成为教学、科研、司法、慈善、外交、

社区服务等社会功能的分担者,在 /禁武力、禁异教
徒 0之 /禁地 0的清真寺诸多衍生功能的影响下, 又

派生出以下几种伊斯兰文化现象。

一是著名清真寺多成为传播阿拉伯语言、文化、

科学、艺术、美学、哲学等的教研机构、文化重镇甚至

伊斯兰智库。

清真寺不但是穆斯林礼拜的圣殿, 也是伊斯兰

教文化教育和宣传中心, 先知穆罕默德一到麦地那

后就兴建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思想,在先知之后, 伊

玛目阿里选择伊拉克库法清真寺作为教育和传播伊

斯兰教的中心,后来,这座清真寺成为重要的伊斯兰

教育中心,培育了许多人才,对传播伊斯兰教起到了

重要作用。以爱资哈尔清真寺为代表的世界著名清

真寺长期在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方面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结果在伊斯兰地区伴生大

量的经文学校、在中国出现了经堂教育、在美欧产生

了伊斯兰文化中心等等, 均为自成体系的寺院教研

模式之影响产物。如中国 /清真寺内设学之风 0始
于明朝,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 ( 1522) 1597) ,是中

国经堂教育的开拓者, 以在清真寺讲经授课的毕生

努力确立了中国经堂教育的发展路径, 为儒伊文明

对话作出了积极贡献; 埃及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就是

世界千年学府,踏进爱资哈尔等名寺,扑面而来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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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浓烈的伊斯兰文化气息。

/正如同西方基督教精神产生了罗马和哥特式

建筑一样, 东方伊斯兰精神产生了阿拉伯建筑风

格 ) ) ) 那巍峨的圆顶高高昂起, 统率全城, 显示出伊

斯兰教的至高无上;那高耸入云的尖塔直刺蓝天, 使

人联想天国;那宏大华丽不乏神秘色彩的大殿,使人

深感自己的渺小和真主的伟大; 那长长的翼廊、精巧

的拱形和精美绝伦的华饰则体现着时代精神 ) ) ) 轻
松和自信。0且 /圣龛必须背向麦加, 以保证礼拜时

正确的朝向;殿堂严格禁止人和动物入画, 所以多用

植物纹样、几何纹样及 5古兰经 6经文美术字0 [ 11]
。

由宣礼塔、庭院、讲经台和圣龛等基本要件构

成,并附以月牙标示、绿色基调、经文修饰等形成清

真寺基本建筑形制,整体透出庄严、肃穆的伊斯兰神

韵和 /安拉至上0的伊斯兰理念, 在如此伊斯兰的特

定空间内进行伊斯兰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内容与形

式可谓相得益彰, 世界名寺多成为吸引穆斯林青年

求知的殿堂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在千余年教研

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寺院教研模式自成体系: ( 1 )

设置幼儿园 ) 小学 ) 中学 ) 大学甚至研究生教育等

完整的教育框架,开设宗教和世俗两类课程,满足学

生掌握伊斯兰基本知识和获得基本生存技能的双重

需求,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种补充力量, 在巴基斯

坦等国甚至成为瓦解国民教育体系的抗衡势力;

( 2)在名寺所展开的教研活动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

学术成果的诞生, 这是历代驻寺学者积极致力于学

术争鸣、勤勉著书立说的结果,尤其是以安萨里为代

表的学术大师在清真寺教书育人之余, 还潜心研究

伊斯兰哲学,成为伊斯兰学术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

( 3)清真寺出色完成了阿拉伯语的民间普及任务:

穆斯林每日五次诵念阿语版的5古兰经 6、伊玛目每

周五用阿语讲 /瓦尔兹 0、不定期举行的阿语经训诵

读演讲比赛以及为不同年龄段开设的各类阿语学习

班等,都为穆斯林学习阿拉伯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后来又增设了波斯语、希伯来语甚至英语学习课程,

开拓了阿拉伯语传播和运用的领域, 促进了阿拉

伯 ) 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 4)世界名寺不仅

珍藏大量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图书资料, 还占有伊

斯兰国家相当数量的伊斯兰智力资源, 更拥有大伊

玛目、大阿亚图拉等伊斯兰宗教学术泰斗而对国家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名寺既是

伊斯兰文化的重镇,更成为国家重要的智库。

二是清真寺坚守 /禁武力、禁异教徒0的基本原
则,以伊斯兰法的宣传者与仲裁者身份化解纠纷、促

谈求和,形成特有对话机制。

630年穆圣率穆斯林大军进入麦加后, 下令捣

毁克尔白殿内除黑陨石外的全部偶像,宣称 /真理已

经来临, 荒谬是一定要消灭的 0 ( 5古兰经 617: 81)。

并宣布克尔白四周为禁地 ( 5古兰经 69: 28), 改克尔

白圣殿为清真寺, 实施非穆斯林不得入寺、多神教徒

不可朝觐等一系列伊斯兰化举措,自此之后, /禁武

力、禁异教徒 0便成为世界各地清真寺一贯持守的基
本准则。在先知时代, 一般的民事纠纷都由穆圣依

据伊斯兰法在清真寺处理, 后继的四大哈里发也坚

持在清真寺里处理民事诉讼甚至国家大事, 如著名

的两次选举仲裁就在先知寺进行, 并传为伊斯兰民

主史上的佳话:如于 632年 6月穆圣逝世后在麦地

那召开的选举、确定其继任者塞基法会议,因决议只

是由少数与会者做出, 尚不能代表全体穆斯林的意

志,故史称 /特别誓约 0。次日穆斯林公众在先知寺

内再次表决, 一致拥护艾布 #伯克尔为哈里发, 史称

/公众誓约0。至此,艾布 #伯克尔正式当选为政教

合一的穆斯林公社领袖, 除按照教规不能继承先知

圣位外,他继承了穆圣的国家元首、最高法官、宗教

领袖和军队最高统帅等一切职务和权力。从此, 伊

斯兰教史开始进入正统哈里发时期。因此, 塞基法

会议是伊斯兰教早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因按

照古阿拉伯人选举部族酋长的传统方式民主选举政

权领导人, 标志着一种新兴制度的确立; 644年末,

伊斯兰教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遇刺身亡后, 舒

拉会议即在圣门弟子米斯瓦尔家中举行, 确定奥斯

曼和阿里为候选人。在征得二人服从选举结果的承

诺后,便在先知寺内组织集会征求意见。经过激烈

的辩论,奥斯曼被推选为第三任正统哈里发。欧麦

尔临终所前倡导的舒拉会议,是继 632年塞基法会

议后民主协商选举哈里发的又一体现, 清真寺与伊

斯兰民主制度 ) ) ) 舒拉制密不可分。因此, 作为伊

斯兰法的权威仲裁者的清真寺逐渐形成了化解冲

突、倡导对话、规避武力的原则 ) ) ) 对异教徒绝不轻
易动武、对矛盾冲突绝不放弃和解,并在此原则指导

下构建起了特有的清真寺对话机制。鉴于 / 9# 110

后宗教多与国际政治冲突相纠葛的现实, 以清真寺

为依托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和公

共平台,积极展开教际对话,在求同存异中起到抑制

极端主义、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的作用, 如召集清真

寺的集体祈祷声援巴勒斯坦问题, 力促世界穆斯林

大会形成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决议, 直接参与调解、

谈判和解救人质, 为地震、海啸中的穆斯林灾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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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救济,协助阿拉伯国家政府对战乱中的穆斯林

难民施与国际人道援助,,形成与自上而下的政府

和解模式互补性的自下而上的清真寺和解模式。作

为一种相对封闭的意识形态, 宗教通过全球宗教资

源网络,跨越民族国家和世界经济界限,对国际社会

的各种行为体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此种独特

优势又影响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发挥以及

发挥的功能是正向还是负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不取

决于以清真寺为主的组织运作, 而在于该组织作持

守的宗教意识形态与其对象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的

关系以及与其主体所在国的关系, 其伦理性和道义

性可使其最终成为充当某些国际推行 /软实力 0的

棋子之一。因此,保障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成为全

球善治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 通过承担全球责任和

提高治理效率,推动了全球治理的进步和发展,体现

了全球治理体系中多重治理价值, 促进了全球治理

的有效性、规范性、广泛性和民主性, 也出现了不同

意识形态的互渗和影响问题; 其活动的内容、过程、

拓展方式以及对我经济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 应受

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审慎关注, 这些都是不得不思

考的现实问题。

三是清真寺以寺院经济、慈善活动以及社区服

务等方式内聚穆斯林民心、外联世俗社会其他部门,

并以场域资源的价值转换与外界形成相互建构

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看,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也

是一种传统文化模式,更是一种社会物质力量,甚至

一个潜在的社会非物质市场。 1980年布迪厄正式

提出了 /社会资本 0这个概念, 并把它界定为 /实际

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大家共同熟悉或

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占有联系在一起。

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认可的, 并且是一种体

制化的关系网络 0[ 12]
。而 /作为非政府组织内部社

会资本的-情感 .以及 -基于知识的关系网络 .等因

素有利于推动非政府组织组织成员的信任和合作,

促进非政府组织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从而增

强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凝聚力, 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竞

争力和组织效率。效率有两个重要基础即物质基础

和道德基础,其中道德基础就是指组织内部人际关

系的协调程度 ) ) )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内部

社会资本存量。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制度环境条件

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

发挥,而这有赖于人际关系的融洽。对于组织而言,

物质基础提供的只是常规效率, 道德基础 (组织内社

会资本 )才能在保证常规效率的基础上提供超常规

效率0 [ 13]
。因此, 引入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来重审

宗教及其宗教非政府组组织的功能影响,意义在于:

虽然政治、经济等因素是解释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

变量,但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那些隐藏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公民

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对国家

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及社会和睦等产生的作用日益

明显。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和社会中, 一切社会现象

都是彼此联系与相互作用的, 一个宗教群体就是一

个 /开放的系统 0, 它既有内在的活力, 又有外在环

境的影响,内外促其变化与改进。在 /两世吉庆 0观

的影响下,伊斯兰教更加注重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清

真寺的基本功能、衍生功能甚至变异功能就是清真

寺文化场域宗教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的具体显现,

并在以清真寺为依托的宗教非政府的社会资本的价

值转换中成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 对内,清真寺

旨在强化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并制约其行为模式, 进

而凸现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对外,依托清真寺的组

织机构在经营信徒市场、管理信徒组织、提供并消费

文化产品的过程中,以场域资源转换与外界形成相

互建构关系。亦即:一方面,清真寺通过对穆斯林的

日常宗教与社会服务, 使信仰世界与世俗世界紧密

相连,从而使穆斯林社会扎根于现实的整个社会之

中,进而有力地促进了伊斯兰教的顺利发展;另一方

面,清真寺通过与外部社会的相互影响,使 /围寺而
居 0的穆斯林结成了更加紧密的文化共同体,从而牢

固掌握了宗教的信仰主体, 清真寺也成为穆斯林社

会联系外部社会的重要纽带。按宗教市场理论来

看:宗教也存在着类似的供求交换关系, 构成一个宗

教经济或市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的

政府都对宗教有程度不同的管理甚至干预, 出台了

涉及宗教管理的相关法规, 也包括对宗教场所的管

理法规。回避或忽视政府管制这一重要变量的影

响,就不足以充分认识宗教经济的种种现象和运行

规律。对宗教市场重在引导而非管制, 引导宗教市

场发挥自律调节作用, 以达到和谐与稳定,更何况宗

教管制的实际效果总是极为有限。事实证明, 加强

宗教管制职能导致宗教市场的复杂化, 带来社会不

稳定,显示出宗教管制效果的局限并不以人们的主

观努力为转移的。因此, 引导依托清真寺的非政府

宗教组织成为全球善治的积极力量而非干扰因素,

将对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和谐起积极作用。

作为一种社会实在, 宗教组织须满足两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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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对内要整合信教群众的价值追求而形成稳定

的共同体;对外要连接其他社会实在,继而实现整个

社会秩序的和谐发展。换句话说,作为 /社会中的社

会 0的宗教, 教内和谐和教外和谐应当处于稳定且良

性互动的状态。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有赖于宗教组

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但是, 清真寺所衍生出的

诸多社会治理功能只能起 /拾遗补缺0的作用, 并与

相应政府部门形成有限度的分担关系。因此, 以清

真寺为核心形成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应在全球化进程

中参与寻找解决全球治理中有关阿拉伯 ) 伊斯兰问

题的途径及其方式, 力争以清真寺文化场域资源的

正值转换与外界形成良性互动。

三

在全球化进程中, 清真寺的基本功能和衍生功

能也受到各种外来思潮的冲击, 尤其在 / 9# 110后
所发生的与阿以冲突、伊拉克战后重建、伊朗核问题

以及巴基斯坦问题等有关联的耶路撒冷圣地之争、

阿里#哈迪清真寺遭毁、伊朗捍卫第三圣地的内外

策略以及红色清真寺风波等一系列 /涉寺事件 0, 不
同程度地使清真寺的宗教与社会功能发生了或隐或

显的变异。因此,在清真寺变异功能的影响下,又派

生出如下的几种伊斯兰文化现象。

一是圣寺、名寺拥有先在的社会动员的资源优

势,易被利用为整合伊斯兰力量的圣战旗帜。

在 1990年 8月 2日伊拉克军队占领科威特后

不久,萨达姆号召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进行一场 /圣

战 0,把美国赶出沙特, 继而又提出把伊拉克从科威

特撤军与以色列退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及美国退

出沙特联系起来的主张,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终因牵

涉伊斯兰三大圣地而日趋复杂。其实, 不只是萨达

姆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惯用伊斯兰圣地来动员

穆斯林民众,本 #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也常借三大圣

地来动员穆斯林民众反对美国、以色列和亲西方的

阿拉伯现政权。 1988年 2月 22日,本#拉登及其追

随者以 /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东征的参加者 0进行圣

战的伊斯兰世界阵线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战争宣言:

/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的命令是每个有能力这样做
的穆斯林的义务,目的是解放阿克萨清真寺 (在耶路

撒冷 )和圣地 (在麦加 ), 并迫使美国及其盟国的军

队撤离所有穆斯林的土地, 使它们不再有能力 (继

续 )威胁穆斯林。0 1996年 10月 12日, 本 # 拉登又
发表了圣战宣言: /我的穆斯林兄弟,你们在巴勒斯

坦和拥有两个圣地的地方 (即沙特阿拉伯 )的兄弟

呼吁你们帮忙, 请求你们参加反对敌人 ) ) ) 美国人

和以色列人 ) ) ) 的斗争。他们请求你们尽一切可能

把敌人赶出神圣的伊斯兰土地。0 1998年 12月 22

日,本#拉登接受 5时代 6周刊采访时表示: /为对美

国和以色列发动圣战而建立的国际伊斯兰圣战阵线

承蒙天恩,发布了非常明确的死刑令,要求伊斯兰国

家进行圣战, 解放圣地。穆罕默德的国家响应了这

个号召。如果鼓动对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圣战, ,被

认为是犯罪, 那就让历史见证我是罪犯。0无论如何,

/ -信奉异教 .的美军在一个守卫着伊斯兰教最神圣

的圣地的国家驻军是本 #拉登最大的抱怨之一 0。

对此,西方学者探其内心作深入分析: /我们非常了
解本#拉登, 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祖国沙特阿拉伯。

促使他发起原教旨主义暴行的不是以色列, 而是十

年前海湾战争中的美国军队。 1990年 8月 4日, 伊

拉克 10万精锐部队深入到距沙特边境一公里处的

科 ) 沙间的-中立区 . ,似有图谋进攻沙特之嫌。吞

并了科威特的伊拉克若再吞并沙特, 它就将控制世

界石油储藏的最大量。历来拒绝外国军队驻扎或建

基地的沙特政府被迫以 -金钱保和平 . , 请求美英等
国的军队进驻沙特,并全力承担军需费用。从此, 沙

特政府就有 -两大圣地的叛逆者 .之嫌使其在阿拉

伯 ) 伊斯兰世界信仰领袖的威望大减。0作为圣地之

子的本 #拉登就认为是美国人败坏和亵渎了沙特阿

拉伯国父伊本#沙特纯正的伊斯兰信仰, 而伊

本 #沙特一直是原教旨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从那

以来,本 #拉登决心恢复沙特阿拉伯的昔日风采, 使

其重新成为伊斯兰教的护卫者和圣地。 2009年 1

月 14日本#拉登通过一家伊斯兰网站发布最新录
音带,号召在加沙发动 /圣战 0。

二是驻寺宗教领袖具有超强的社会影响力, 在

促成 /政教联姻 0的过程中对伊斯兰国家的内政外

交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沙特拥有一

支庞大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队伍,乌里玛 (U lama)是

其主要代表, 泛指所有得到承认的、有权威性的穆斯

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 包括穆夫提 (M ufti)、伊玛目

( Imam s)、夫克哈 ( Fugaha)、卡迪 ( G adis)、宗教教师

(M udaris)及在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任职的重要

官员等,控制着沙特国内一切宗教组织和清真寺院,

其活动广涉宗教、司法和教育等领域,既是沙特王国

穆斯林法律的制定者和解释者, 也是法律的仲裁人

和执行者,是神圣的 5古兰经6和瓦哈比教义的最忠

#61#



实的捍卫者。乌里玛阶层的这种职能使他们一方面

充当沙特世俗政权谋求 /合法性 0的 /专职0顾问, 对

沙特政府制定国内外政策及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

宗教咨询;另一方面, 用瓦哈比教义指导和规范穆斯

林信徒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 监督和保

持信仰的纯洁性。故乌里玛阶层是世俗政权与穆斯

林信徒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彼此相互沟通

的桥梁,而乌里玛所捍卫的瓦哈比教义则是沙特王

权赖以生存和维系的精神支柱, 并在传播和弘扬伊

斯兰教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沙特王朝在穆斯林世界的

影响, 使沙特王国在穆斯林世界扮演着伊斯兰盟主

的角色
[ 14]
。值得一提的是, 沙特大乌里玛机构就美

军进驻沙特这一敏感问题颁布了 /费特瓦 0: 美军初
次进驻沙特是在 1990年 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后,沙特出于安全需要邀请美军在沙特驻扎。为此,

根据5古兰经 6相关经文 ( 6: 119 /5: 3)作出决议, 可

以求助于非穆斯林来保护穆斯林国家、打击伊拉克

暴政。因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立即动用一切力

量排除对穆斯林造成的伤害, 甚至可以求助于非穆

斯林来阻止侵略,消除迫害
[ 15]
。什叶派精神领袖大

阿亚图拉则以伊斯兰政权 /监护者 0身份影响了伊

朗的内政外交: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不久霍梅尼宣

布恢复 /星期五教徒集体祷告 0。他在所有大小城

镇委任 /星期五伊玛目 0作为他的代表,负责星期五

领拜和以布道的形式发表政治演讲, 并监控各级地

方政府,此举进一步加强了清真寺在社区宗教、政治

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后被哈梅内伊称之为 /革命的

巨大支柱、领袖的喉舌和总动员的强有力的手段 0。

在一些激进派教士看来, /星期五伊玛目0制的政教

合一,颇具伊朗和伊斯兰特色,与东西方的政党制大

相径庭,在意识形态上很有吸引力, 是 /法基赫的监
护 0的理想形式。随着霍梅尼越来越倚重 /星期五

伊玛目 0动员群众, 伊斯兰共和党作用锐减。尽管

/星期五伊玛目0制取代政府的计划最终流产, 但伊

朗驻寺宗教领袖的权限却得以提升: 1979年霍梅尼

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成立了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同年 12月伊朗举行公民投票通过

新政权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根据宪法, 伊朗实行

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最高宗教领袖

霍梅尼为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领袖是伊朗国家最

高领导人,也是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领袖的权限

包括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 (宪监会 )宗教成员、司法

总监、音像组织主席、武装部队参谋长、革命卫队司

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令; 宣战或宣布停

战;协调国家三权机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颁发总统

委任状,在总统有渎职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治上

无能的条件下罢免总统等。领袖通过专家会议选举

产生。专家会议是选举伊朗革命领袖的最高权力机

构,共有成员 86人,每年举行一次年会, 讨论国家大

事及领袖的行为。专家会议可在领袖不称职或失去

领袖的必要条件时废黜领袖。 1989年 6月霍梅尼

逝世后,通过专家会议推举,哈梅内伊当选为伊朗最

高领袖,此后伊朗的国防、外交和安全一直在其领袖

哈梅内伊的掌控之中。

三是 /伊斯兰恐怖论 0肆虐全球, /伊斯兰文明

权威阐释平台 0的清真寺肩负着为伊斯兰正本清源

的责任与义务。

/ 9# 110事件后, /伊斯兰恐怖论0再度甚嚣尘

上。伦敦连环爆炸案更使美欧穆斯林移民问题成为

全球治理中不可回避的挑战之一, 清真寺和穆斯林

一样身陷 /被审0的尴尬境地,,在此社会背景下,

以清真寺为代表制约了穆斯林宗教民族认同的一整

套话语象征体系受到西方力量和西化精英所倡导的

另一套象征体系的严峻挑战, 西方霸权语境中的伊

斯兰形象遭遇空前误读与蓄意丑化, 伊斯兰文化核

心组成部分的清真寺文化更是在劫难逃。因此, 作

为 /伊斯兰文明权威阐释平台 0的清真寺肩负重大

的阐释任务。无论如何, 真正对受众有影响的伊斯

兰解读,最终在清真寺。对清真寺文化的正确解读,

就是为伊斯兰文化 /正名 0。一般而言, /同一文化
中的成员必须共享各种系列的概念、形象和观念, 后

者使他们能以大致形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 从

而解释世界。直言之, 他们必须共享相同的 -文化信

码 .。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和感情本身在我们精神生

活中就是 -表征的系统 . ,我们的概念、形象和感情

就在这系统中, 代表和表征着那些在世上的或也许

-在世外 .的事物。同样, 为了将这些意义传达给他

人,任何意义交流的参与者必须能够使用同一-语言

信码 .。他们必须 ) ) ) 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
上 ) ) ) -讲同一语言 . 0 [ 9] ( P4)

。从某种意义上讲, 清

真寺的基本建筑形制已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能够使用

同一 /语言信码 0、共享伊斯兰 /文化信码 0的 /表征

的系统 0空间: 礼拜场地 (汇聚了谨守拜功的穆斯

林 )、壁龛 (心系伊斯兰中心圣殿 )、宣礼塔 (体现伊

斯兰文化的昂扬态势 )及讲经台 (伊玛目言说平台 )

等,在宣传和实践伊斯兰六大信仰与五项功修中构

建着穆斯林群体认知的 /共享的意义 0, 并将 /安拉
至上0的核心价值观表征为穆斯林世界 /共享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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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在这个特定的文化阐释空间里,伊玛目依据经

训讲经布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穆斯林用大致相似

的方法对周围世界作出富有意义的解释, 并在 /共意
性 0宗教和社会实践中 /理解0并体味着 /伊斯兰的

感觉0。世界清真寺最高理事会及其分会的成立则

使清真寺所肩负的 /伊斯兰文明权威阐释平台 0这

一神圣使命更加明确和规范: 世界清真寺最高理事

会于 1975年在麦加召开的 /清真寺的使命 0研讨会

上成立的, 其工作任务是: ( 1)制定全面计划, 使清

真寺在指导、教育、宣教及提供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发

挥作用。 ( 2)出版 5清真寺使命 6会刊, 提高伊玛目

及海推布学术文化素养,并向他们推荐以经训为依

据的高水平宣教范文。 ( 3)出版阐述伊斯兰教教义

和文化的经书和专著。 ( 4)对世界各地清真寺进行

全面考察,撰写出有关清真寺历史和现状的资料, 分

期分批整理出书,以传播推广。 ( 5)选拔、培训优秀

的宣教演说家, 派赴世界各地清真寺巡回宣教。

( 6)经常举办伊玛目培训班, 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

养。研究建立、健全清真寺管理机构,直接管理清真

寺及其附属设施和宗教公产的制度,处理日常事务。

( 7)研究与伊斯兰教义相背离的种种思想和行为,

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欧洲大陆清真寺委员会是世界

最高清真寺理事会的分支机构。 20世纪 70年代初

建立,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其宗旨是促进伊斯兰教

在欧洲的发展,同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

丹麦、荷兰、罗马尼亚、瑞士、奥地利等国的伊斯兰社

团与机构进行联系、交往, 举办布鲁塞尔伊玛目培

训、进修中心和伊斯兰广播电台,考察欧洲地区清真

寺现状,提供有关信息,选派伊玛目考察世界著名清

真寺,协助各地组建清真寺事务管理委员会,提供解

释伊斯兰教经典与教义的多种欧洲文字的书刊,翻

译介绍 5古兰经 6; 出版发行 5清真寺宣教 6期刊等。
但是, /在任何文化中, 关于任一话题都存在着巨大

的意义上的多样性,存在着解释或表征它的不止一

种的方式。文化既涉及概念和观念, 也涉及感情、归

属感和情绪 0 [ 9] ( P2 )
。在 /伊斯兰文化本质是和平抑

或暴力的 0问题上, 就存在诸多歧见, 更不用说对乌

玛、吉哈德、陶赫德、创制说、舒拉制乃至清真寺等基

本概念和符号的误读甚至滥用了。尽管清真寺文化

的本质是 /和平与禁武 0的, 但自 / 9# 110以来, 美欧

许多清真寺受连坐而遭损毁、监控、查禁甚至关闭,

清真寺不仅关涉西方大国的反恐战略, 还因美欧本

土圣战者的出现而将清真寺与美英等国的国土安全

相联系。在全球宗教复兴思潮的影响下, 美欧穆斯

林移民的 /重返清真寺 0之举多是身份认同的一种

外显,但却引发欧洲社会的警觉和反对, 尤其公开抵

制伊斯兰宗教符号,如反对戴头巾和修建清真寺, 甚

至认为清真寺的宣礼塔都是一种文化的示威。瑞士

人民党发动全民公投, 要求禁止在该国境内修建清

真寺尖塔,该党官员表示,这些尖塔不仅只是传统建

筑那样简单, 而是代表了 /政治宗教帝国主义 0, 反

对修清真寺尖塔是为了 /阻止瑞士被伊斯兰化 0。

瑞典、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德国和斯洛文尼

亚等国家也出现了反对在境内修建清真寺尖塔的声

音。因此,作为 /伊斯兰文明权威阐释平台 0的清真

寺,肩负着为伊斯兰正本清源的历史使命, 任重而

道远。

参考文献:

  [ 1] [埃及 ]穆罕默德 # 侯赛因# 海卡尔. 穆罕默德生平

[M ]. 王永方,赵桂云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7.

[ 2]杨宗山. http: / /baike. ba idu. com / view /807811. htm.

[ 3]杨怀中, 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 [M ] .银川:宁夏

人民出版社 , 1995: 6.

[ 4] [美 ]希提. 阿拉伯通史 [M ]. 马坚译.北京: 商务印书

馆, 1995.

[ 5] [美 ]斯蒂芬# 沃纳. 宗教社会学范式及理论的新发

展 [ J] .宗教 (人大 ), 2007, ( 1): 16) 17.

[ 6]马平. 我国伊斯兰教清真寺寺院经济初探 [ J]. 中央

民族学院学报, 1989, ( 2).

[ 7]马强.流动的精神社区 ) ) ) 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

斯林哲玛提研究 [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6.

[ 8]蔡德麟,景海峰. 文明对话 [M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

社, 2006: 105.

[ 9] [英 ]斯图尔特# 霍尔. 表征 )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M. ]徐亮,陆兴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0]科菲# 安南.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源于联合国

的基本价值观 [ A ]. 根据安南于 2001年 2月 5日在

新泽西州南奥兰治县西顿# 霍尔大学外交和国际关

系学院的讲话改编.

#63#



[ 11]纳忠,等. 传承与交融: 阿拉伯文化 [M ] .杭州: 浙江

人民出版社 , 1996: 237) 238.

[ 12] Bourd ieu P. The Form s o f Capita l. In J. G R ichardson

( ed. )H andbook of Theo 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 io-l

ogy of Education [ M ]. New York: G reenw ood P ress.

1985: 241) 258.

[ 13]李超玲,钟 洪. 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 概念、特征及

其相关问题研究 [ J]. 江汉论坛, 2007, ( 4).

[ 14]王铁铮. 沙特阿拉伯的乌里玛阶层及其宗教组织

[ A ]. http: / / iw aas. cass. cn /SuoK an / show _SuoKan_ls.

asp? id= 1148.

[ 15]伊本# 巴兹法塔瓦集: 6[M ]. 沙特学术研究与法塔

瓦总署,利雅得卡西姆发行社, 2002: 147) 148.

The study on the impact ofm osque. s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A L i- rong

( Shanghai Internat iona l Stud ies Un 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non- tradit iona l security factors are play ing an increasingly essential

and comp lex ro le. A series of / mosque- related incidents0 have comp licated A rab- Islam ic issues, and have g iven

rise to the / spill- over0 effect in somem ajor g lobal issues. The study on the impact ofmosque. s functions aim s at

provoking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 Islam ic factors0 in in ternational relat ions. W ith the influence o fmosque. s basic

functions, M uslim s have nurtured the ir / ho ly land complex0 in a long- term practice of / liv ing by mosque0,

/ spread ing Islam through mosque0, and / resting the ir hearts w ith mosque0, wh ich has led to a series o f / mosque

- related inc idents0; w ith the impact o f the mosque. s derivat ive functions, numerous w orld - renowned mosques

have become th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organ izat ions to d issim inateA rab cu lture and become cultural strongholds

and Islam ic th ink- tanks. M oreover, mosques may act as advocates and arb iters to promote d ia logue and enhance

peace by offfering am echan ism fo r d ialogue. Internally, mosque can conso lidateM uslim s; ex terna lly, it can keep in

contactw ith the secu lar world, and construct relat ions w ith the rest w orld through the value exchange o f field re-

sources. A ffected by the chang ing and changedmosque funct ions, the holy and renownedmosques have become the

banner to integrate various Islam ic forces, and the re lig ious leaders ofmosques p lay a v ita l ro le internally and diplo-

mat ically in the process o f enhancing / po lit ics- re lig ionmarriage0. A s an / important and authoritat ive arena to ar-

t iculate Islam ic c iv ilizat ion0, mosque shou lders the historic m ission to clarify m atters and to get to the roo t for Is-

lam.

Key W ords: Mosque; Islam ic C iv ilizat ion; A rab - Islam ic Issue; N on - traditiona l Security; M ission

ofM os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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