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斯林朝觐与
“

信仰伊斯兰
”

的维系与扩张
＿

？ 钮 松

［ 内容提要 ］

一

个单纯 以伊斯 兰信仰 为凝 结 的全

球穆斯林共 同体——
“

信仰伊斯兰
”

，
因朝觐的存在而

得到 维 系 与 发展
， 即便 受到世界战争 、 大规模流行性

疾病 、
世界经济危机的 影响 ， 朝觐者 的 步伐从未 完全

中断 。 通过年度性朝覲
，
以 实体化的形 态 所展现 出 来

的无形的
“

信仰伊斯兰
”

共 同 体
，
则 最大限度与 那些

伊斯兰教的过度政治化 、 被暴恐 势力
“

搭便车
”

以及

社会 固化的歧视或连坐符号相脱钓
，
有利 于伊斯兰教

的正本清源 。 自 １ ９２４ 年沙特王 室攻 占 麦加 以来 ， 采取

了诸 多措施来保障朝觐的 有序展开
，
这对 于切 实 维 系

并扩张
“

信仰伊斯兰
”

体 系 具有举足轻重 的 意义
，
归

纳起来
，
主要包括 ： 统一圣地 、 保障安全 、 改造交通 、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现代国 际关系视角 中的伊斯兰朝覲研究
”

（
１ ３ ＣＺＪ０ １７ ） 、

上海外 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 队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 目
“

中国参 与 中

东热点问题中的大 国协调研究
”

（
１６ＪＪＤＧＪＷ０

１ ２ ）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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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间 网络 。 如何弥补长期排队却无法获得朝 觐机会的

穆斯林的缺憾与愤怒 ，
如何提升穆斯林幼 童对朝觐的

直观认知
，
甚至如何正 面 影响非穆斯林对伊斯 兰教的

看法
，

“

虚拟朝觐
”

为 这些 问 题提供 了
一 个解决方案 。

“

信仰伊斯兰
”

正被全球穆斯林通过有形 的陆海空朝觐

交通 网 和 无 形 的 互联 网 所 连通 ， 并在 此过程 中 不 断

扩张 。

［ 关键词 ］ 朝觐 信仰伊斯兰 政 治伊斯兰 圣战

伊斯兰 虚拟朝觐

当今时代 ， 穆斯林朝觐无论从朝觐者的数量 ， 还是从朝觐

者来 自 的国家和地区来看 ，
都有了 明显的改观 ， 其所具有 的广

泛代表性已经改变 了朝觐原本的阿拉伯色彩 ，
从而真正成为一

个全球穆斯林共襄盛举的年度性宗教盛会 。 朝觐规模与代表性

的大幅提升与伊斯兰教的全球传播息息相关 ， 这其间既有阿拉

伯帝国的征伐主动 向外传播 ，
也有西方殖 民主义者基于宗主 国

与殖民地关系的无意间传播 ，
也有 ２０ 世纪下半叶 以来随着 贸易

自 由化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人员跨国流动 ，
伊斯兰教 的

全球化￥经历了 战争
一殖 民一移民 的传播历程 ， 其手段 日 趋和

平 。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 ， 其主要的行为体便是穆斯林

个体 ，
这与伊斯兰教诞生的时代和阿拉伯半岛 的政治 、 社会形

态有着 巨大关联 ， 其终极理想是建立穆斯林的共同体
“

乌玛
”

。

而在
“

乌玛
”

建成之前 ， 如何通过一种非政权或非军事的途径

来维系穆斯林之间的认同对于伊斯兰教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先知穆罕默德通过继承与改造前伊斯兰教时代以麦加为 中 心的

① 参见 ［ 美 ］ 罗伯特 ？ 比安奇著 、 忻华译 ： 《伊斯兰全球化对中国 未来的影 响 》 ， 载

《 阿拉伯世界研究》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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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朝圣仪式 ，
并以 自 身所属 的古莱 氏家族控制的克尔 白为核

心 ， 躬身垂范 了伊斯兰教的朝觐仪式 。 不仅如此 ，
真主还通过

降示穆罕默德的话语 ，
在 《古兰经》 中 明文规定了朝觐作为穆

斯林的宗教功课而存在
，
即伊斯兰年历每年 １２ 月 的若干 日 子 ，

无论信徒身居何处 ， 在身体与经济状况许可 的前提下 ， 都必须

在一生之中至少前往麦加朝觐
一次。 伊斯兰教从麦加诞生向 外

持续传播的过程 ，
与全球穆斯林 自伊斯兰教诞生 以来每年从各

地跋 山涉水汇聚于麦加 的过程之间 ，
形成了 良性互动 ，

一个单

纯以伊斯兰信仰为凝结 的全球穆斯林共 同体
——

“

信仰伊斯

兰
”

，
便因朝觐的存在而得到维系与发展 ，

即便受到世界战争 、

大规模流行性疾病 、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 朝觐者的步伐从未

完全中断 。

一

、 穆 斯林 钥 艇 乌
“

沒 仰 伊 斯 董
”

齑 临的 三 种挑 钱

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现代国际关系 中
“

宗教回归
”

步伐的

加快 ， 尤其是在作为标志性时间节点 的 １ ９７９ 年
，
伊斯兰教的全

球复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而这在 ２００ １ 年的

“

９
？

１ １

”

事件

上得到总爆发 。 不仅如此
，
伊斯兰教及其信徒穆斯林无论在国

际关系之中 ，
还是在 国 内政治之中

，
都存在着被伊斯兰极端主

义者篡改和滥用 ，
或者被非伊斯兰 国家和民众误解和恶意敌视 ，

这些都造成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污名化问题 。 而全球穆斯林

因单纯的宗教信仰而得以通过年度性朝觐 ， 以实体化的形态所

展现出来的无形的
“

信仰伊斯兰
”

共同体 ， 则最大限度与那些

伊斯兰教的过度政治化 、 被暴恐势力
“

搭便车
”

以及社会固化

的歧视或连坐符号相脱钩
，
有利于伊斯兰教的正本清源 。 穆斯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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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觐实际上对三组关系进行了拷问 ，
这也有助于一个纯粹的

“

信仰伊斯兰
”

引起关注 。

（

一

） 伊斯兰版本的信仰之争 ：

“

政治伊斯兰
”

与
“

信仰

伊斯兰
”

“

政治伊斯兰
”

的兴起与伊朗伊斯兰革命有着极大的关联 。

尽管学术界和伊斯兰宗教界对于什么是
“

政治伊斯兰
”

的问题

莫衷一是 ，
但其最核心 的要素便是将伊斯兰教中 的政治思想异

化为信仰
，
即事实上以意识形态化的伊斯兰教政治思想作为信

仰 ， 来取代伊斯兰教信仰本身 。 这种异化造成的后果是 ， 在广

大穆斯林中造成了 巨大 的思想混乱 ，
在 国 际社会中造成了伊斯

兰教髙度政治化 、 伊斯兰教政教合
一

的错觉 。 这些思想混乱与

认知错觉
，

既有
“

文明 冲突论
”

喧嚣下西方国 家的有意为之 ，

但更是伊斯兰教内有关宗教人物和 团体的大肆鼓动 ， 这两股迥

异思潮的合谋共同制造 出了伊斯兰教即政治 的刻板印象 。

首先
， 伊斯兰教的主流派是逊尼派 ，

作为非主流派 的什叶

派阿亚图拉霍梅尼开展的伊斯兰革命并不能代表全世界什叶派

的政治思想 ， 更无法代表广大逊尼派 的政治思想 。 伊朗在 １ ９７８

年针对巴列维国王的街头抗议并非是霍梅尼领导 ， 许多普通的

伊朗民众乃至伊朗什叶派宗教层只是反对 国王的
“

白色革命
”

，

对于现代化进程 中的过度西化与世俗化表示忧虑 ， 并未主张建

立
一个霍梅尼倡导的

“

法基赫监护
”

下的伊斯兰共和 国 。 原属

反对阵营 的伊朗末代首相巴赫蒂亚尔在国王流亡海外之后 ，
批

准霍梅尼 回 国 的举措
，

也只是为了政治和解而采取的妥协 ， 他

坚决反对所谓的伊斯兰共和 国 ，
而是建议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到

什叶派圣城库姆建立一个梵蒂因式的城国 。 霍梅尼单方面授意

迈赫迪 ？ 巴扎尔甘 （
Ｍｅｈｄ ｉ Ｂａｚａｒｇａｎ ） 组织临时革命政府 ，

巴赫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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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尔被迫流亡海外 。 即便如此 ， 由 于霍梅尼利用绑架美 国大

使馆工作人员的人质危机支持激进反美势力 ， 临时政府却对此

表示不满并请辞
，
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于 １ ９７９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与巴扎尔甘见面表达和解意愿 ， 于是伊朗强硬派指责

巴扎尔甘背叛了革命 ， 霍梅尼也不断发话 ：

“

我们的年轻人必须

挫败这些阴谋 。

” ① 这说明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 国和激进反美政

策
一

开始便遭遇到来 自 内外两方面的激烈反对 。 正是 由于霍梅

尼的激进伊斯兰革命输出政策 ， 导致其以
“

反美反以
”

为主线
，

并同时反对海湾君主国家及其支持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 伊朗

的
“

政治伊斯兰
”

恶化了 自 身与超级大国 的关系 ，
更是恶化 了

周边的安全环境 ， 尤其是八年的两伊战争导致了霍梅尼的
“

雅

各宾
”

时期在 １ ９ ８８ 年停火后结束 ，
正如伊朗问题专家阿里 ？

吉

萨里 （
Ａ ｌｉＧｈｅｉｓｓａｒｉ

） 和瓦里
？

纳赛尔 （
ＶａｌｉＮａｓｒ

） 所 目
，

“

伊

斯兰共和国 的雅各宾阶段在 １ ９８８ 年开始走 向瓦解 ， 这出现在阿

亚图拉霍梅尼从公开场合消 失 以及伊朗在与伊拉克作战 中表现

出 了筋疲力尽之后
”

，

“

随着战争 的最终结束 ， 伊朗的革命进入

了
‘

热月
’

时期 。

” ②
１ ９８９ 年 ６ 月霍梅尼去世以后 ， 伊朗的激进

内外政策才有了较大改观 。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伊朗与沙

特之间围绕朝觐展开斗争 ， 伊朗基于 自 身的
“

政治伊斯兰
”

理

念将朝觐高度政治化 ，
引发了两国之间 的剧烈 冲突 。 伊朗朝觐

者在麦加举行游行示威并 呼喊反美反以 的 口 号 ， 这与朝觐本身

的非政治化实质相违背 ，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是极为少见的 。

①Ｍｉ ｃｈａｅ ｌＲｕｂｉｎ
，

“

Ｗｈ
ｙ
Ｒｏ

ｇ
ｕｅ Ｒｅ

ｇ
ｉｍｅ ｓＴａｋｅ Ｈｏｓ

ｔａｇ
ｅｓ

，

”

ＣＡＷ
，

Ａ
ｐ
ｒｉｌ ２４

，２０ １５ ．

②Ａ ｌｉＧｈｅ ｉｓｓａ ｒｉ
，

Ｖａｌ ｉ
Ｎａｓｒ

，

“

Ｉｒａｎ
’

ｓ 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
ｙ
Ｄｅｂａｔｅ，Ｍｉ

Ｗ／ｃＰｏ Ｚｉｃ
ｙ ，ｖ

ｏｌ＊１ １
，
Ｓｕｍ

－

ｍｅｒ ２００４．
“

雅各宾
”

时期和
“

热月
”

时期是法 国大革命中前后相继 的两个时期 ， 分别代表

着法 国大革命疾风骤雨 的激进 时期和巩固革命成果的政局相对稳定 和 改革 时期 ， 作者用

“ 雅各宾
”

和
“

热月
”

形象地比喻了１９ ８８ 年前后 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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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年 ， 伊朗仍在朝觐问题上与沙特冲突不断 。

其次 ， 在逊尼派大国之中 ，
并未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政教

合一政权 ， 无论是世俗共和 国还是海湾君主国 ，
总统和 国王的

世俗权力实际上高于教权 ， 对于后者的权限也有着严格的限制 。

高举阿拉伯 民族主义与 阿拉伯社会主义大旗的埃及 、 伊拉克 、

叙利亚 、 利比亚等 国 ， 世俗化程度较高 ，
伊斯兰教基本上退 回

到私人信仰领域 ，
对于如穆兄会为代表的

“

政治伊斯兰
”

的挑

战
，
埃及等国 予 以坚决打压 ，

极力维护世俗共和体制 。 埃及总

统穆尔西在
“

阿拉伯之春
”

中受穆兄会支持选举上台 ，
他采取

了向
“

政治伊斯兰
”

转 向 的政策 ，
这引发了埃及世俗化守护者

军方的高度警惕并最终通过政变接管政权 。 对于此事 ， 叙利亚

总统巴沙尔 ？ 阿萨德高度赞赏称 ，

“

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意味

着
‘

政治伊斯兰
’

的终结 。

” ？ 大力支持推翻叙利亚政权的沙特

也对埃及军方表示支持 。 以沙特为代表的保守君主国 ，
虽然其

王权属于实权君主制 ， 但王 国建立在沙特王室与瓦哈 比派谢赫

家族联盟联姻 的基础之上 ， 更为关键的是 ，
国 王 已兼任沙特瓦

哈比教长
，
并在 １ ９８６ 年将国王的

“

陛下
”

称谓改为
“

两圣寺监

护者
”

，
这就暗含着沙特国王以世俗君主身份守护伊斯兰圣地的

同时 ， 又以瓦哈 比派领袖的身份掌握最高教权 。 沙特王权与教

权分设事实上已 经说明 了 沙特体制 是政教联盟而非政教合
一

，

瓦哈 比派高级乌里玛在关键时刻都会为王权服务 ，
如 １ ９７９ 年麦

加禁寺事件中允许在禁寺动武 、 海湾战争后允许美军进驻沙特

等事件上发布
“

法特瓦
”

， 为王室和政府提供奉教合法性 。
１９７９

年麦加禁寺事件中 ， 逊尼派
“

政治伊斯兰
”

势力便在伊朗伊斯

兰革命的影响下 ， 指责沙特王室和瓦哈 比派乌里玛背叛伊斯兰

① 《叙总统称埃及总统下 台证明
“

政治伊 斯兰
”

终结 》 ，
２０ １ ３ 年７ 月 ４ 日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ｇ ｊ
／２ ０１ ３／０７

－

０ ４／５０ ０４４４７ ． ｓｈ
ｔ
ｍｌ（

登录时 间 ：
２０１ ７年 

７月２０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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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成为 了异教徒 ，
声言要将麦加从异教徒的统治 中解放出 来 ，

并宣称逊尼派极少涉及的
“

马赫迪
”

已经复临
，
沙特政权对于

各种
“

政治伊斯兰
”

予以高度关注 。

因此 ，
从伊斯兰信仰的视角来看 ，

真正的信仰只能是伊斯

兰教信仰本身 ，
而不是高度意识形态化 的伊斯兰政治思想 。 伊

斯兰教本身就已要求在朝觐期间禁止
一切政治活动 ，

伊斯兰朝

觐对
“

政治伊斯兰
”

进行了否定 。

（
二

） 将暴恐势力与伊斯兰脱钩 ：

“

圣战伊斯兰
”

与
“

信

仰伊斯兰
”

１９６ ７ 年中东战争中 ，
阿拉伯 国家的失利 以及整个 巴勒斯坦

和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彻底占领
，
标志着 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

衰落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兴起 。 随着宗教全球复兴 的加剧 ，
尤其

是什叶派主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逊尼派发动的麦加禁寺事件 ，

使得武力与暴力 的使用愈发频繁 ， 许多以伊斯兰为旗号或指导

思想的组织和个人愈发使用
“

吉哈德
”

或
“

圣战
”

的话语
，
展

开其对国内社会和 国 际社会 的净化和抗争 。 阿富汗的抗苏战争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很快演变为一场全球
“

圣战士
”

与无神论苏

联或东正教之间的战役 。 正是在这场战争 中
，
沙特富商本 ？ 拉

登大力资助各国圣战士 ， 苏联撤军阿富汗的前
一年

，

“

基地
”

组

织最终成立 。 就苏联而言 ， 入侵阿富汗被视为苏联解体的开始 ，

对于苏联国 内 的东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也产生 了负面的影响 。

东正教与伊斯兰教逊尼派是苏联最大的两个信仰群体 ，
他们 已

共处 ７００余年 ，
苏联人侵阿富汗以后 ，

“

国际伊斯兰组织在资助

与武装阿富汗反对派方面扮演的角色是重大的 。 苏联在阿富汗

的重大人员伤亡与实际上的失败 ，
已经在苏联人民心 目 中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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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了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第一个负面形象 。

”
？ 苏联解体以

后 ， 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开始兴起并最终与 国际宗教极

端主义势力合流 。

此后二十余年 ，

“

基地
”

组织将矛头逐渐对准西方大国 ， 尤

其是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开始进驻沙特 ，

“

基地
”

组织展开了针对

美国 的
“

圣战
”

。 就阿富汗而言 ， 苏军撤离 以后的阿富汗陷入军

阀混战
，

一支以宗教学校学生为主体的武装组织
“

塔利班
”

最

终于 １ ９９４ 年进入首都并统治了该 国绝大部分国土 ，

“

基地
”

组

织在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得到庇护 。

“

９
＊

１ １

”

后 ， 塔利班政权

因拒不交出本 ？ 拉登而被美 国武力推翻 。 美 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推翻萨达姆政权 以后 ， 大批圣战分子和 团体 自阿富汗移师伊拉

克
，
使伊拉克成为 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新的大本营 。

２０ １０ 年

底
“

阿拉伯之春
”

爆发以后 ， 叙利亚陷人内 战状态
，
叙利亚与

伊拉克交界地区成为 了
“

伊斯兰 国
”

的大本营 。

“

伊斯兰 国
”

原为
“

基地
”

组织伊拉克分支 ， 后被
“

基地
”

组织开除并与其

分庭抗礼。

“

伊斯兰国
”

与
“

基地
”

组织展开竞争 ， 其恐怖外

溢效应已严重影响到了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

？

以
“

基地
”

组织和
“

伊斯兰国
”

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将

伊斯兰教脱离当今时代背景进行解读 ， 试图在当下复制先知穆

罕默德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
，
并对

“

吉哈德
”

的概

念进行了割裂 ， 无限放大了其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武力 的 限制 。

不仅如此
，

“

伊斯兰国
”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 占领区以武力滥杀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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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儿童
，
强迫其他宗教信徒改宗 ， 整肃着装 ， 更为荒诞的是 ，

还进行性奴交易 ， 并出版手册予以指导 。 该手册由 ＣＮＮ 于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首先报道 ，
１ ２ 月 由位 于华盛顿的

“

中 东媒体研究所
”

（
ＭＥＭＲＩ

） 翻译并发布 ，

“

这本小册子本身似乎在给出 指令 ， 即

妇女和女孩怎样可被 出售 、 她们怎样可被用来 当作小妾 ，
以及

她们怎样可作为馈赠的礼物 。

” ？ 该手册还引 用 《古兰经 》 经文

来为性奴进行合法性包装 。 英国反恐智库奎利姆基金会 （ Ｑｕｉｌｌｉ
－

ａｍ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的哈拉斯 ． 拉菲克 （

ＨａｒａｓＲａｆｉｑ ） 指出 ：

“

这是

一个病态与恶心的文件 ， 并且它将世界带回到黑暗时代 （
Ｄａｒｋ

Ａ
ｇ
ｅｓ

） 。 现代世界里没有奴隶制 的空间 。 有关于 ＩＳ 战士强奸女

俘的广泛报道 ，
如今这已 成为反 ＩＳ 宣传的

一部分 。 该文件应该

是规范这些战士行为的
一

种方式 。

”
？

过分凸显武力 的
“

吉哈德
”

并不是伊斯兰教的本意 ，
极端

组织和恐怖组织针对非穆斯林和妇孺的暴行也绝不符合伊斯兰

教的本意 。 事实上 ， 伊斯兰教明确规定 ，
麦加是和平之城

，
在

朝觐期间严禁朝觐者携带武器 ，
并积极鼓励女性前往麦加朝觐 ，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
，
女性朝觐者的数量大幅上升 ，

在土耳其和

印尼等国 已超过男性朝觐者 。 穆斯林朝觐实际上对
“

圣战伊斯

兰
”

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

（ 三 ） 将歧视、 连坐与伊斯兰脱钩 ：

“

拉面帮
”“

切糕

党
”

与
“

信仰伊斯兰
”

尽管从身份来看 ，
广大穆斯林分属不同部族 、 种族 、 民族 、

国家或地区
；
从职业上来看 ， 广大穆斯林几乎分布在社会各行

①Ｊｅ ｓｓ ｉｃａ Ｅｌ
ｇ
ｏｔ

，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
ａ

ｔ
ｅ

‘

Ｓｌ
ａｖｅ

，

ＭａｎｕａｌＰｅｒｍｉ
ｔ
ｓ Ｓｅｘ ｗｉｔｈＰｒｅ－

Ｐ ｕｂ ｅｓｃｅｎｔＧｉｒｌ ｓ
，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ｓＤｅ ｔａｉｌｓｏｎ Ｂｅａｔｉｎ
ｇ

＊

Ｓｌａｖ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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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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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 （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产业领域除外 ） ， 但伊斯兰教创立的

本身便是为了超越血缘与肤色 ，
伊斯兰教也鼓励广大信徒从事

各种职业 。 因此 ， 作为信仰的伊斯兰实际上与世俗的身份或职

业符号并不兼容 ，
但在现实生活 中 ，

伊斯兰教往往会与特定的

身份或职业捆绑 ， 从而这些世俗符号绑架了穆斯林的宗教身份 。

这种情况在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都是存在的事实 ，
在非

伊斯兰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 。

以中 国为例 ， 穆斯林身份便被政府与十个少数民族 的民族

身份捆绑 ， 即 回族 、 维吾尔族等十个少数 民族的民众被默认为

全民信教 ， 但事实上宗教信仰与 民族身份之 间并不完全重合 。

一方面 ， 许多数代散居在非穆斯林聚居区的这十个少数民族居

民事实上已经淡化或者放弃了伊斯兰信仰 ，
而这些 民族中入党

的 民众也被默认为放弃了原有信仰而与党的无神论世界观保持

一致。 另
一方面 ， 事实上存在着这十个 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

民众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 ，
如

“

汉族穆斯林
”

￥ 等 。 中 国铁建

修建沙特朝觐高铁期间 ，
便有多批中 国工人在麦加公开皈依伊

斯兰教 。 如果说民族与伊斯兰教身份 的挂钩引起的争议相对较

小的话 ， 那么将特定职业或行为与多数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特

定民族群体挂钩 ， 更容易造成对其过度聚焦而产生误解 。 随着

改革开放后人 口流动的加快 ，
以及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特产 ，

“

兰

州拉面
” “

维吾尔切糕
”“

新疆羊肉 串
”

等在全国遍地开花 ，
成

为 了 回族 、 撒拉族、 维吾尔族等特定民族在其他民族眼 中 的独

特符号 ，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的两会期间 ， 习近平主席参加青海省代表

团审议时便提到 了
“

拉面经济
”

，
并询问 了青海拉面 的 由来及其

① 参见宋启元 ： 《汉族穆斯林群体研究
一以北京市为例》 ，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 ，
２００９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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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兰州拉面的 区别等情况 。

？ 事实上
，
经营

“

兰州 拉面
”

的主

要是
“

青海穆斯林经商户
”

，

“

青拉
”

与
“

兰拉
”

之争引 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
，
他们的一些行为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
青海省伊

斯兰教协会甚至发布 了 《致在省外经商穆斯林的倡议书 》 ， 明确

指 出 ：

“

曾几何时 ， 我们业内 出现了一些不 良现象 ， 诸如私立行

规 、 妨碍公平竞争 ， 有的地方遇有事情要挟政府 、 漫天要价等
，

影响了 当地社会稳定 。

”“

我们不仅要遵守 国家法律 、 市场规律 ，

还要遵守伊斯兰教的商业道德
， 坚决反对欺行霸市 、 垄断市场

和不正当竞争 。

” ② 此外
，
全国各地许多以卖切糕为名 的少数 民

族商贩以欺诈和强买强卖为主 ，
已经激发 了 民族矛盾与社会矛

盾 ， 并造成了许多群体性事件
，
如 ２０ １２ 年的岳 阳

“

１ ６ 万切糕

事件
”

影响极其恶劣 。 有新疆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 ：

“

强买强卖

在全国各地的车站 、 港 口 、 旅游区等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
，
岳 阳

的
‘

切糕事件
’

就性质来讲并没有很特殊的地方
，
之所以引 发

潮水般的围观和吐槽
， 是警方处理此事的结果和涉事人员 的地

域族群背景。

” ③ 于是乎 ， 极其负面的
“

拉面帮
”

与
“

切糕党
”

等称谓经由特定民族最终与伊斯兰信仰挂钩 ， 甚至成为了作为

信仰的伊斯兰教的代名词 。

从伊斯兰教的信仰来看 ，

“

拉面帮
”

与
“

切糕党
”

的作 为

都不符合伊斯兰教所规定的商业道德
，
两者非但不能等 同于作

为信仰的伊斯兰教 ， 更无法取而代之 ， 但其在社会生活 中对于

伊斯兰的污名 化 比
“

政治伊斯兰
”

和
“

圣战伊斯兰
”

更为隐

①倪光辉 ： 《 总书记问
“

青海拉面
”

，
关心贫困地区劳务输出 》 ，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ｈ ｔｔ
ｐ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ｐ
ｅｏ
ｐ

ｌｅ ， ｃ ｏｍ＊ ｃ ｎ／ｎ ｌ／２０１ ６／０３ １０／ｃ ｌ０２４
－２８ １ ８９３ ５４ ＿ ｈ

ｔｍ ｌ
。

② 青海省伊斯兰 教协会 ： 《青海省伊斯兰教协会致在省外经商穆斯林 的倡议 书＞
，

２０ １６
年

１月３日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ｉ ｓｌ ａｍ＊ｎｅｔｃｎ／ｃｍａ／ｎｅｗｓ／Ｉ ｏｃａ ｌ／２０１ ６０２／ １９
－

９ ８８３ ．ｈ
ｔ
ｍｌ

③ 吐尔文江 ？ 吐尔逊 ： 《哪个民族切糕都不值 １６ 万》 ， 载 《环球时报＞ ，

２０１ ２ 年 １２ 月

５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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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 。 穆斯林朝觐鼓励全天下的穆斯林在 《古兰经》 所规定 的时

间齐聚麦加 ， 共 同完成基本的宗教仪式 。 在实际管理过程 中
，

沙特对于符合要求的朝觐者除 国籍以外的其他任何 因素都未加

限制 （ 如肤色 、 职业 、 教派等 ） ，
基于国别的朝觐配额和接待制

度也只是为了提升效率 。 穆斯林朝觐本身就鼓励商业行为 ，
全

球朝觐者和朝觐组织者都是朝觐经济圈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 但

他们坚决反对违背
“

信仰伊斯兰
”

的商业欺诈和恶意竞争 。

二 、
从 ｜地 到 伐 豉 ：

钥 艇对
“

找 仰

伊 斯 （本 系 的籀 系 鸟 护赛

刻板的
“

政治伊斯兰
” “

圣战伊斯兰
”

与
“

拉面帮
”“

切糕

党
”

等面孔都无关真正的作为信仰的伊斯兰教及信徒 。 麦加是

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第一大圣城 ， 尤其是克尔 白是全球穆斯林

礼拜的方 向 ， 全球穆斯林从各 自 所在地前往麦加朝觐的陆路 、

海路和空路路线 图 ， 绘织成了伊斯兰朝觐所维系的
“

信仰伊斯

兰
”

体系的外在浮现 。 回顾历史 ，
圣地的主事者为了促进朝觐

的顺利开展付出了不同的努力 ， 但收效各异 。 自 １ ９２４ 年沙特王

室攻占麦加以来
，
采取了诸多措施来保障朝觐的有序展开 ， 这

对于切实维系并扩张
“

信仰伊斯兰
”

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

归纳起来 ，
主要包括 ： 统

一

圣地 、 保障安全 、 改造交通 、 空间

网络 。

首先
，
统一圣地 。 朝觐仪式涉及麦加城 内 的克尔白 、 阿拉

法特 、 穆兹达里法 、 米纳等地
，
朝觐者一般从麦地那的戒关出

发前往麦加 ， 在完成朝觐仪式后还会返回麦地那的先知寺进行

拜访 。 许多海路抵达的朝觐者往往在吉达港登陆 。 因此 ， 完成
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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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实际上离不开麦加 、 麦地那和吉达等城市之间的合作 ， 如

若阿拉伯半岛处于分裂状态 ， 尤其是半岛西部地区的群雄并立 ，

就会对朝觐功课 的完成带来 巨 大的阻碍 。 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

斯兰教 、 开创伊斯兰朝觐的实践 ， 实际上反映了他对阿拉伯半

岛政治分裂 、 社会堕落 、 信仰混乱局面的抗争 。 在阿拉伯半 岛

上
， 公认阿丹创建 了克尔 白 ，

但是易 卜 拉欣在大洪水以后予以

重建 。 此后阿拉伯半 岛 陷人长期 的崇拜偶像 的
“

蒙 昧时代
”

（片 ， 麦加及其周边的宗教圣址被不同的部落相继控制
，

有些地方的权力转移到古莱氏部族手中 。 前伊斯兰教时代的朝

圣活动由此分为两种 ： 第一种被称为 Ｈａｊｊ ， 时间在都尔黑哲月
，

宗教活动 的地址主要在米纳和阿拉法特
；
第二种被称为

‘

Ｕｍ ｒａ
，

时间在拉嘉伯月 ， 宗教活动 的地址主要在克尔 白 、 萨法与麦尔

卧两山
，
此种朝圣活动被古莱氏部族所控制 。 古莱氏部族 由于

对 Ｈａ
ｊｊ 的朝圣活动缺乏控制 ，

因此禁止在 Ｈａｊｊ 时节前往阿拉法

特参加此类朝圣
，
其中一个主要 目标就是 以牺牲没有控制的米

纳和阿拉法特的神圣性来提升拥有完全控制 的麦加克尔 白的神

圣性 。 这些朝圣指 向多神 ，
安拉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 克

尔 白则尤其与胡 巴尔神 （
Ｈｕｂａｌ

） 有关 。

？ 先知穆罕默德在促进

麦加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 ，
糅合了这两种多神 的朝圣 ， 将不被

其控制的 Ｈａ
ｊｊ 朝圣予以改造 ，

继承了Ｈａｊ ｊ 的名称并将其改造为

伊斯兰朝觐中 的正朝 ，
时间仍为都尔黑哲月 ， 但宗教仪式的地

点涵盖了古莱氏部族所控制 的地区
，
并以克尔 白 为中心 ； 古莱

氏过去所掌控的
‘

Ｕｍｒａ 朝圣则被改造为伊斯兰朝觐 中 的副朝
，

时间扩展为全年
，
宗教仪式地点与正朝保持一致 ， 副朝并非具

①Ｈａｒｒｙ Ｍｕｎｔ
，

Ｍ

Ｐｉｌ
ｇ
ｒｉｍａ

ｇ
ｅ ｓｉｎＰ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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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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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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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朝觐与
“

信仰伊斯兰
”

的维系与扩张

有强制性且无法取代正朝 的地位 。 先知 以伊斯兰教为旗号统一

了两种类型的朝圣并最后统一了 圣城 ， 这对
“

信仰伊斯兰
”

的

维系及 日 后的扩张具有开拓性意义 。

近代以来
，
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哈里发试图加强对圣城的实

际掌控 ， 但伊斯坦布尔与麦加之间 的地理距离限制了其权力 的

拓展 。 奥斯曼帝国任命的麦加大谢里夫以及阿拉伯半岛上其他

部族抵制苏丹延伸其权威的努力 ，
连 同半岛上的帝国 臣子和半

独立部族对帝国修建朝觐铁路阳奉阴违 ， 暗中破坏 。
一战爆发 ，

尤其是 １ ９ １ ６ 年阿拉伯大起义以后 ，
阿拉伯半岛上出现了 两支劲

敌 ： 控制圣城的希贾兹王 国与冉冉升起的纳季德苏丹国 ，
双方

对麦加和麦地那的争夺对朝觐造成 了负面影响 ，
尤其是 １ ９２４

—

１ ９２５ 年间 ， 麦加 、 麦地那与吉达分属敌对政权。 直到 １ ９２５ 年底

沙特王室攻下吉达以后
，
侯赛因父子彻底失去了对圣地的控制 ，

伊本 ？ 沙特兼任希贾兹 国王 ，
直到 １ ９３２ 年一个统一的沙特王国

最终出现 。 圣城统一在沙特王室的旗帜下已有 ９０ 年 ， 正是在沙

特王国 的领导下 ， 朝觐人数从最初的每年数万人增至如今的二

三百万人 。 即便遭遇了
“

大萧条
”

、 二战以及数次中东战争的负

面影响 ， 沙特在朝觐管理上仍不遗余力
，
朝觐成为 了沙特政权

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 。

其次
，
保障安全 。 安全往返于所在地与圣地之间是对朝觐

得以维系 的最基本保障 。 从世界整体安全的角度而言 ，
两次世

界大战对于朝觐的影响是巨大的 ， 尤其是二战对于东南亚穆斯

林前往麦加朝觐更是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 从中 东地区安全的角

度而言 ， 中东战火频发也影响 了 陷人战乱的 中 东 国家穆斯林的

朝觐 。 不仅如此 ，

“

阿拉伯之春
”

所造成的中东乱局产生了大量

难 民
，
来 自叙利亚 、 伊拉克等地的难 民长途跋涉 、 背井离 乡 ，

远离伊斯兰的
“

心脏
”

前往欧洲 国家 ， 其生命安全和经济状况
１５５



宗教与美国社会

使其无法考虑朝觐问题 。 沙特作为一个地区大 国 ， 为促进国际

与地区和平做出 了不懈努力
，
就改善朝觐安全而言

，
其主要关

注点在于确保朝觐者在圣城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从历史上来看 ， 朝觐者在前往圣城途中遭遇劫匪是一个普

遍现象
，
而这与阿拉伯半岛 的社会生态有着极大关联 。 阿拉伯

半岛是贝 都因人的发源地 ， 由于阿拉伯半岛 内陆的沙漠地貌与

干旱气候及 由此带来的生活贫瘠 ， 迫使贝 都 因人以劫掠为生
，

伍麦叶王朝诗人顾托密曾形象地指 出了这种特性 ：

“

我们 以劫掠

为职业
，
劫掠我们 的敌人和邻居 。 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 ， 我

们就劫掠 自 己 的兄弟 。

”？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 ， 贝都因劫掠者对

朝觐者和圣城都构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 。 这种冲突是全球农耕

世界与游牧世界冲突 中 的一环 。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在历史长 ？

河中是两个长期平行的世界 ，

一般而言
，

“

一

个富庶先进 ，

一个

贫瘠落后 ；
南农北牧

， 南富北穷
”

，

“

农耕世界偏南
，
在偏南的

地方 ，
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

， 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族就是一

个突 出的例子 。

”
？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有三次较大的冲击

，
其

中第二次冲击就包括了阿拉伯人
，

“

公元七世纪 ， 还有从亚洲西

南角 冲人农耕世界的属于闪族的游牧部落 ，
这就是同样精于骑

兵作战的阿拉伯人
”

，

“

自从马被引进阿拉伯的草原地区 ， 阿拉

伯就组成一种特别的马和骆驼相配合的骑兵 。 马用 以奔驰作战 ，

胳驼用 以载运辎重 。

” ③ 历代王权均十分重视朝觐的顺利 开展
，

对于促进朝觐安全更是不遗余力
，
但直到伊本 ？ 沙特攻 占麦加

以后
，
朝觐安全问题才得到 明显改观 。 伊本 ？ 沙特

“

坚决主张

①［ 美 ］ 希提著 、 马坚译 ：＜阿拉伯通史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７９ 年版 ，
第 ２６ 页 。

② 吴于廑 ： 《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 ， 载 《 云南社会科学》
，

１９８ ３ 年第 １

期 ， 第 ５０ 页 。

③ 同上 ， 第 ５３ 页 。





穆斯林朝觐与
－

信仰伊斯兰
？

的维系与扩张


确保朝觐道路的安全 ， 袭击那些劫掠朝觐者 的部族
”

，

１９２６ 年

朝觐时节 ，
伊本 ？ 沙特

“

邀请了希贾兹的部族首领们并在他们

中 间进行了对朝觐者安全的责任划分 ， 警告他们 ，
如若有朝觐

者遭到任何伤害 ， 那么整个部族必须对其进行赔偿。

” ① 除此之

外
，
伊本 ． 沙特还通过建立

“

伊赫万
”

将贝都因游牧民改造为

定居民 ，
这也促进了 贝都因部族的转型 。 总而言之 ， 在沙特王

国 的统治下 ， 朝觐者的安全得到较好的保障 ， 但近年随着外国

朝觐者数量的剧增 ，
许多外来穆斯林滞 留 沙特 ， 对朝觐者构成

了新的安全威胁 。 尽管
“

在今天的中 东 ，
各国都喜欢叫 自 己 的

小毛贼为
‘

阿里巴 巴
’
”

，

“

最恶劣 的阿里巴 巴是骗你上 了车后 ，

不是开往麦加大清真寺 ，
而是载你去荒郊 ， 把你扔在沙漠 ，

身

上财物行李全被抢夺 ， 有的女性朝圣者更惨遭强暴
”

， 但
“

沙特

官方一般认为这些阿里 巴 巴都是流入的朝圣者 ，
因为沙特本土

罪案有限 ，
而且通常都是严刑 以待 。

” ② 沙特确实 已经极大地确

保了朝觐和朝觐者的安全 。 随着 ２〇 世纪下半叶宗教的全球复兴

以及极端主义思潮的兴起 ， 针对圣地的恐怖袭击也时有发生 ，

但这是非传统安全之威胁 ， 加上沙特的有力打击和伊斯兰教的

教义 ，
这些恐怖袭击对于圣地的影响相对较小 。

再次
，
改造交通 。 自 建国 以来 ， 加强沙特国 内 交通现代化

的发展一直是沙特王室 和政府的 目 标
，
在朝觐领域尤为 如此 。

除了通过政治高压和建立
“

伊赫万
”

来约束贝都因人以外 ， 沙

特还通过经济手段来减少游牧民对朝觐通道的阻扰 。 传统上各

国朝觐者主要通过陆路进入圣城 ， 海路抵达阿拉伯半岛 的朝觐

者到港以后也是如此 ，
而当时主要 的交通工具是骆驼 。 沙特统

①Ｓａｉｕｌａｌ
－

Ｓ ａｉｈ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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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

浙江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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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圣地之前
，
长期 以来存在着三条从麦地那到麦加 的路线 ：

一

是叙利亚旅队
；
二是拉西德家族的

“

山区旅队
”

；
三是希贾兹贝

都因部落的
“

飞行旅队
”

， 也被认为是最安全和最好的选择
，
而

朝觐者需要 向贝 都因人缴纳所谓的
“

兄弟税
” ①

沙

特王 国统一圣地 ， 消灭了政治对手 ，
基本降伏了贝 都因游牧民

，

开始积极引人现代交通工具 ，
这既能提高运送朝觐者的效率

，

又能更进一步促进贝都因从游牧业 向定居农业的转型 。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 ， 伊本 ？ 沙特用卡车运送朝觐者
， 坚决打击

“

伊赫

万
”

极端保守宗教思潮对现代器物的排斥 ， 从此为沙特王 国合

法改造朝觐交通打开 了大门 。
１ ９３０ 年 ， 沙特荷兰银行在福特汽

车对沙特出 口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② 此后 ， 吉达 、 麦地那 、 麦加

之间的朝觐汽车运输开始发展起来。 直到二战结束以后 ， 随着

沙特石油产业的蓬勃发展
，
沙特的公路建设才真正开始发展起

来
，

“

１ ９５ １ 年
，
当第一条柏油马路在首都利雅得铺建完工时

，

全城居 民欢呼雀跃 。 今天
， 沙特阿拉伯全境几乎每个乡 村都有

柏油马路 。

”？ 奥斯曼帝国 曾策划的希贾兹铁路的麦地那至麦加

段近百年来只存在于图纸上
，
但由 于朝觐者数量锐增 ，

传统的

朝觐公路交通相对落后且造成 的空气污染严重 ， 沙特政府开始

筹划圣城之间的铁路建设以提升运送朝觐者的效率 ， 最终中 国

铁建获得了承建权 。 目前
，
中 国承建的朝觐高铁正在修建 中 。

在此之前
，
麦加朝觐轻轨项 目也 由 中 国铁建修建竣工 ，

并 于

２０１０ 年朝觐期间投人使用 ，
极大促进了朝觐者在圣城之间流动

①Ｆ．Ｅ ．Ｐｅｔ 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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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刘少才 ： 《沙特阿拉伯的公路交通》 ， 载 《交通与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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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 。

就国际朝觐交通而言 ，
随着全球航空业的发展 ，

沙特阿拉

伯积极参与发展航空业 ，
其首选 目标便与朝觐有关 。 二战 即将

结束时
，
伊本 ？ 沙特与美国 总统罗斯福会谈 ，

就战后 国际秩序

等进行了交流 ， 罗斯福总统于 １ ９４５ 年 ４ 月 赠送了
一架道格拉斯

ＤＣ － ３ 飞机给伊本 ． 沙特
，
标志着沙特航空业的起源 。 这架飞

机在吉达 、 利雅得与达兰之间运送人员与邮件 。
１ ９４５ 年底

，
沙

特向美国购买了
４ 架 ＤＣ －

３ 飞机
， 在此基础上 ，

１ ９４６ 年 ９ 月 ，

沙特航空公司正式成立 。
１ ９４６ 年 １ ０ 月

， 沙特航空首趟国际航班

飞往耶路撒冷 ，
返程途经贝鲁特并最终回到麦加 ，

其任务就是

运送朝觐者 。

？ 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
全球许多 国家已经实现

了与吉达、 麦地那的直航 。
二战结束时 ，

超过 ８〇％ 的朝觐者通

过海路抵达沙特 ，

１０％ 通过陆路 ，
仅有 ７％ 通过空路。 到 了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已有大约 ５０％ 的朝觐者通过空路前往沙特 ，

３０％

通过陆路 、
２０％ 通过海路 。 如今 ，

几乎每个 国家都有航空公司

垄断朝觐旅行 ，
许多国家甚至希望禁止通过陆路与海路前往沙

特。

② 可见
，
全球朝觐者前往麦加的效率因航空业与沙特国 内 的

高铁 、 轻轨建设的发展而大大提升 ，
吉达与麦地那的 国 际机场

在近年也不断得到扩建以便容纳更多的 国际旅客 。 鉴于沙特极

少开放旅游市场 ， 因此大部分接待能力主要面向各国朝觐者 。

最后
，
空间网络 。 随着国 际空 间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

人类社会已越来越受到此类高新技术 的影响 。 整体来看 ，
当前

朝觐者的平均年龄呈下降趋势 ，
文化程度不断提升 ，

换言之 ，

①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 ｉａｎＡｉｒｌｉｎｅ ｓＨｉ ｓｔ ｏｒｙ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ｔｈｅ

－

ｓａｕｄｉ
． ｎｅ ｔ／ｄｉａ／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 ｉａｎ
＿

ａｉｒｌｉｎｅ ｓ

Ｊｉ ｉ
ｓｔｏｉｙ，

ｈ ｔｍ（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７年

７月 ２０日 ） 〇

②ＲｏｂｅｒｔＢ ｉａｎｃｈ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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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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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队伍中拥有娴熟网络技术的穆斯林正在不断壮大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
许多世界宗教开始利用网络

开展宗教活动 ，

“

网络宗教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
‘

第二次宗教改

革
’

之称
”

，

“

网络媒体具有
‘

三最
’

（最快 、 最广 、 最直接 ） 、

‘

三无
’

（ 无法律 、 无国界 、 无法管制 ） 以及低门槛 、 低成本 、

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 ， 这便大大提高了宗教团体基层动员 、 影

响政治议程 、 直接宣教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
”

，

“

事实上 ， 网

络的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 、 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 ， 这

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 、 形成全球动员 的前提条件 。

”？ 朝觐作为

全球最大的年度性跨国宗教活动 ， 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具有天

然动力 。

“

随着
‘

数字原住 民
’
一代通过运用网络进行教育和

抚育成人
， 其不断增长的 网络素养和 网络接入已对穆斯林个人

和社群造成了深刻影响 。

” ？ 朝觐已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ＹｏｕＴｕｂｅ 、

Ｔｗｉｔ
？

ｔｅｒ、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等紧密结合在一起 ， 手机地图 向导运用
ＧＰＳ

技

术为朝觐者提供帮助 ，
此外 ， 手机 ＡＭ ＩＲ 朝觐 ａ

ｐｐ 和 ３Ｄ 克尔 白

等也为朝觐者准确完成各项朝觐仪式提供指导 。

“

第二人生
”

（
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

） 还通过
“

伊斯兰在线
”

网站 （
Ｉｓ ｌａｍＯｎｌ ｉｎｅ

） 发布

过其制作的
“

虚拟朝觐
”

，

“

虚拟化身 （
ａｖａｔａｒ

） 将以朝觐者的

装束出现 。 这意味着任何人
，
无论来 自 何种宗教背景 （或无 ） ，

都可在线开启这段旅程 。

” ？ 事实上 ， 朝觐期间麦加一些特定 区

域对使用电子设备是有严格限制的
，
因此许多朝觐者

“

谨慎地

将手机置于戒衣之 内
” ？

， 这也说明沙特能从正面看待网络技术

①徐以骅 ： ｛宗教与 当代 国 际关系 》 ， 载徐以骅主编 《宗教与当代 国际关系论丛》 系

列专著序言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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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斯林朝觐与
“

信仰伊斯兰
”

的维系与扩张

与朝觐的关系 ，
因 而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 沙特官方也主动寻求

空间与互联网技术对朝觐具体流程上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

沙特与中 国华为公司合作促进朝觐期 间通讯的畅通 。 华为

公司 １９９９ 年开始进军沙特 ，
到 ２００７ 年 １ ２ 月 ， 已 成为朝觐通讯

服务最大的合作供应商 ，
在

“

交换机设备供应 、 基站建设和 网

络服务等各方面均已 击败爱立信 、 诺基亚等国际竞争对手 ， 占

据了朝觐通讯服务领域最大的市场份额 。

” ① 此后 ， 华为公司在

朝觐通讯服务保障上扮演了 极其关键的角色 ， 与沙特第二大运

营商 Ｍｏｂｉｌ

ｙ

—道为朝觐通讯保驾护航 。

“

在 Ｈａ
ｊｊ
期 间

，
数以百

万计的用户 同时进行业务呼 叫 、 短消 息服务或位置更新 。 在这

一特定时间段 ，
话务冲击将严重破坏 网络负荷均衡

”

，

“

在 Ｍｏｂ ｉ
＿

ｌ
ｙ 与华为 的共同努力下 ， 成功实现了Ｈａ

ｊｊ
的通信保障 。 数百万

穆斯林朝圣者 ， 在他们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时刻 ， 可 以顺畅地与

他们的亲友分享这份神圣的喜悦 ！ 与此同时 ， 稳定运行的通信

网络 ， 有效支持沙特王 国政府连续四年实现 了
‘

平安朝觐年
’

的 目标 。

” ② 习近平就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以来访问 的第
一个

国家便是沙特 ，
２０ １６ 年 １ 月 １ ８ 日 ，

习近平在 《利雅得报 》 发

表的文章中专门提及 ：

“

中国公司开发朝觐通信保障方案 ，
连续

多年确保了朝觐期 间通信畅通 。

” ③
１ 月 １９ 日 ， 在中沙两国元首

的见证下 ，
中沙正式签署 《 中沙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谅解备忘

录》 ，

“

标志着中沙建发新闻 中心卫星导航领域正式合作机制 ，

①李震 ： 《华为 成沙特朝觐通讯服务最大合作供应商》 ， 载 《国 际金融报 》
，

２〇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② 林广伟 、 覃世永 ： 《 为了朝圣者 的喜悦 ： 华为多厂商管理服务助力 Ｍｏｂａ
ｙ 实现髙性

能 网络》 ，
载 《华 为服务》 ，

加⑴ 年第 ２ 期 ， 第 ２３
＿

２４ 页 。

③ 习近平 ： 《做共同发展的好伙伴》
，

２０１ 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ｈｔｔ
ｐ ：／／ｎｅｗ９ ＿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Ｌ 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２０ １６
－

０ １／ １ ８／ ｃ＿ ｌ ｌ ｌ７８ １２８３２． ｈ ｔｍ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７年 ７月２０ 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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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 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

”

① 基于

华为公司在朝觐通讯上的 良好业绩
，
中国北斗卫星未来在朝觐

问题上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 不仅如此
， 沙特还大力推进朝觐签

证的电子化发展 ， 自 ２０ １ ５ 年开始启 用电子通道系统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Ｈａ
ｊ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ｏｒｔａｌ

） 以来
， 其核心 目标便是将朝觐签证申请与

朝觐者在沙特期间的食宿 、 交通等方面的安排挂钩
，
实行

“

打

包
”

服务？
， 这对于沙特过去的朝觐管理方式是革命性的 。

２０ １ ６

年朝觐开始
，
沙特首次给朝觐者提供了ＧＰＳ 定位手环

，
里面有

详细的个人信息 ，
其 目标在于既便于查询个人情况 、 及时提供

帮助 ， 又能以科技手段进一步限制非法朝觐者 。
③

三 、
从 襟 豉 到 音祕 ：

‘‘

虚鉍 钥 Ｓ
”

与

“

找 仰 伊斯 ｆ
”

（本 系 的 （隹 豸 乌 护寐

沙特通过多种途径来确保朝觐者在圣地的安全与朝觐仪式

完成的连贯性
，
不断扩大全球朝觐者的接待数量及其来源 的广

泛性
， 这些确实较好维系 了

“

信仰伊斯兰
”

的体系
，
并使其处

在不断扩张的过程 中 。 由 于近年为了进一步扩大接待朝觐者的

能力 ， 沙特对麦加禁寺的庞大扩建工程和大量酒店的修建
，
使

①《 中沙签署卫星导航谅解备忘录 》 ，
２〇 １ ６ 年 １ 月 ２〇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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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波 ： 《
２０ １６ 年穆斯林麦加朝覲正式开始》 ， 新华社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１ ０ 日 。





稳斯林朝觐与
“

ｆｅＣＤ伊斯兰
”

的维系与扩张

得麦加城处于一种
“

大兴土木
”

的状态 ，
这在一段时期 内影响

了沙特的朝觐接待能力 。 为了应对这种局 面 ，
沙特单方面宣布

削减年度朝觐名额 ，
这对一些伊斯兰人口 大国造成了 巨大压力 ，

对前往麦加朝觐的渴望是诸多穆斯林 ，
尤其是年长穆斯林的心

声 。 许多有能力朝觐的穆斯林 ， 由 于受所在 国朝觐配额 的限制

和其他原因 ， 长期无法获得朝觐机会 。 除了 年长穆斯林 以外 ，

全球穆斯林还从幼童着手来加强其信仰 ，
如何生动形象传递伊

斯兰知识给穆斯林幼童也是
一个具有较强操作性的 问题 。 对于

如何弥补
一

些穆斯林长期排队但无法获得朝觐机会的缺憾与愤

怒 、 如何提升穆斯林幼童对朝觐的直观认知 ，
以及如何正面影

响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看法等问题 ，

“

虚拟朝觐
”

提供了一个

解决方案 。

“

虚拟朝觐
”

从信徒及其所在地为出发点 ， 目标直指

麦加 ，
尽管这无法取代真正的朝觐 ，

但也是
一种基于信仰 的宣

示
，
其 目标仍然是为 了获得真正朝觐的机会以及熟知朝 觐的

仪式 。

（

一

） 抗争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

虚拟朝觐
”

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人 口 大国 ，
在促进本国穆斯林前往麦加

朝觐方面也不遗余力 。 土耳其在凯末尔革命后走上了 以
“

西化
”

为特征的激进世俗化道路 ，
但这并不意味着

“

去伊斯兰化
”

，
凯

末尔坚持的是宗教与 国家分离 ，
即伊斯兰教退回到私人信仰 的

领域 ，
且在公共空 间 内更多保持在衣饰上的非宗教特征 ，

这与

法国式的政教分离和宗教政策有相似之处。 二战结束以后 ， 土

耳其开始走上政治 民主化道路 ，
除了政坛的争斗 以外 ，

宗教复

兴也成为 了土耳其国 内 的
一股新思潮 ， 构成 了全球宗教复兴浪

潮 的组成部分 。 土耳其国 内 的斗争逐渐演变为恪守凯末尔政治

遗产 、 坚决捍卫世俗化的军方与各种伊斯兰背景政党之间 的博



宗教与美国社会


弈
，

甚至在认为选举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有背离国家世俗化

方向之嫌时
，
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将其赶下政坛 ， 甚至将其解

散 。 即便如此 ， 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中还是培育出 了一支稳固

的中产阶级队伍
，

“

省城里虔诚的中产阶级的组织能力和选举权

力 已经得到稳步增强 。 朝觐的增长和稳定性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

也是中产阶级的成功所带来的副产品 。

”①
由于朝觐配额的存在

，

土耳其普通朝觐抽签近年也开始为年迈的 申请人让路
， 这实际

上激化了其国 内在朝觐问题上的矛盾 ，

“

２０ １ ３ 年沙特几乎惹恼

了世界上所有 国家的朝觐董事会 ， 因为沙特临时减少了 
２０％ 的

朝觐配额
，
而且大多数遭到驱逐的朝觐者已经上缴了 当年朝觐

之旅所需要的费用 。

” ② 在此背景下 ， 作为抗议沙特朝觐管理的

和彰显土耳其穆斯林对麦加朝觐的渴望 ，
伊斯坦布尔于 ２０ １３ 年

７ 月 开展了一场
“

虚拟朝觐
”

活动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 ８ 日
，
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滨的

奥斯曼清真寺附近的广场上
，
为本已获得朝觐资格但 因沙特单

方面削减朝觐名额而无法前往麦加的土耳其穆斯林举行 了一场
“

虚拟朝觐
”

。 广场中央放置着天房的模型 ， 广场 四周竖立了 三

个巨大的屏幕 ， 播放着麦加的图景 ，

一位真正的朝觐向导带领

着七名演员进行引 导
，
本次

“

虚拟朝觐
”

由成百上千的
“

突

然
”

失去朝觐资格的准朝觐者参加 。 作为活动举办地伊斯坦布

尔市埃于普区 （
Ｅ
ｙ

ｌｉ
ｐ ） 的区长

，
伊斯迈尔 ？ 卡文库 （ ｉ ｓｍａｉｌ Ｋａ －

ｖｕｎｃｕ
） 称 ，

“

据我们所知 ， 这是世界上的首次虚拟副朝觐
”

，

“

所有我们企盼的
，
是对那些没有路子朝觐 ， 或从访问伊斯兰圣

①［ 美 ］
罗伯特 ？ 比安奇著

，
王佳尼译 、 钮松校 ： 《当代土耳其和印度尼 西亚 的朝觐

与政治＞ ，
载徐以骅主编 ： 《宗教与美国社会 》 （ 第十

一

辑 ） ，
北京 ： 时事 出版社 ，

２０１ ５ 年

版 ， 第 １ ４９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１ ６２ 页 。



穆斯林朝觐与
“

信仰伊斯兰
－

的维系与扩张

城名单上被划掉的我们的人 民有些许宽慰。

”

２０ １ ３ 年
， 有大约

１
．
４８ 万名土耳其准朝觐者失去了朝觐机会 ，

“

尽管这种虚拟程

序并不能履行宗教义务 ，
但它至少为那些无法开启 沙特阿拉伯

之旅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安慰
”

，

一名 ４７ 岁 的家庭主妇苏海拉 ？

耶尔德雷姆 （
Ｓｕｈｅｙ

ｌａ Ｙ ｉｌｄ ｉｒｉｍ
） 说 ：

“

我们 已在名单上 ４ 年 了
，

而且现在已使事情变得更糟了 ， 因为名额已被减少 。 尽管这与

亲身在那里并不一样 ， 但这也是如此美丽 。

” ①

土耳其的
“

虚拟朝觐
”

并非该国在对抗沙特朝觐管理方面

的主要工具 ， 其主要途径仍集中在政治与经济领域 ， 即在 Ｇ２０
、

伊斯兰合作组织
，
以及伊斯兰金融等国际组织和领域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 并协同其他伊斯兰人 口 大国
，
共同应对沙特

，
以

图通过获得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地位 ，
来换取沙特在朝觐管理方

面的妥协 。 相对于这些较为硬性 的抗争方式 ，

“

虚拟朝觐
”

尽管

作用有限
，
但其视觉冲击力 明显 ，

与政治性 的抗争和宗教性的

对抗都有所不同
，
它模拟的是非政治化的朝觐本身 ，

因而
“

虚

拟朝觐
”

的过程中并未有对沙特的直接批判 ，
而是在行为上单

纯模拟部分朝觐仪式 。

（
二

） 培土 ： 各国幼童教育 中的
“

虚拟朝觐
”

对于伊斯兰信仰群体而言 ，
信仰 的传承离不开对幼童的培

养 。 各国穆斯林根据所在国 的 国情对穆斯林幼童的宗教教育大

加重视。 在伊斯兰 国家 ，
主要通过幼儿园和学校教学中 提供一

定的宗教课程 ， 尤其对于学龄前儿童 ，
家庭与社会通过多元途

径共同促进其伊斯兰知识的增进。 伊斯兰朝觐不仅是
“

五功
”

①
“

Ｔｕｒ
ｋｅ

ｙ 
Ｆ ｉｎｄＳｏｌａｃｅｉｎＶ ｉｒ

ｔｕａ ｌＰｉｌ
ｇ
ｒｉｍａ

ｇ
ｅａｓ ＳａｕｄｉＣｕｔ ｓＨａ

ｊＱｕｏｔａｓ
，

”

ｉｆｅｕｔｏｒｓ
，

Ｊｕ
ｌ

ｙ
１ ８

，

２０ 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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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最为神圣的功课
， 其在麦加开展的诸多仪式具有极强的象

征意义和视觉冲击力 ， 因此朝觐教育对于各国穆斯林幼童都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除了有关朝觐的童话书 、 绘本 、 模型制作 、

观看视频等手段外
，
最直观的体验便是进行朝＿模拟活动 。 按

照英国伦敦卡姆鲁兹 ？ 泽曼 （ Ｑ ａｍｒｕｚＺａｍａｎ
） 大毛拉 的观点

，

“

生理上成熟 （
Ｂａｌ ｉ

ｇ
ｈ

） 是使朝觐成为义务的一项条件 。 就男性

而言 ， 从青春期 的迹象出现开始 ， 如梦遗 、 长胡须等 。 如果没

有迹象的话
，
从第 １ ５ 个阴历年开始 。 就女性而言

，
从月 经开

始 ， 或者如果没有月经的话从第 １ ５ 个阴历年开始
”

，

“

假如一个

幼童开展了朝觐 ， 那么他／她的朝觐是有效的 ，
并且他／她将会

因此得到奖励
，
若主意欲 。 然而 ， 此类朝觐并不被视作义务性

的朝觐
”

，

“

因此 ， 他们将不得不在成年以后再次开展义务性的

朝觐 （
Ｈａ

ｊ ｊ
ｅ Ｆａｒｄｈ ） 。

”？ 换言之
，
儿童可 以去朝觐 ， 其朝觐有

效却非义务 ， 其成年以后仍需开展一次义务性的朝觐。

从实际情况来看 ， 由于朝觐名额 日 趋紧张
，
以及对朝觐者

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的要求
，
再加上幼童成年之后需再度朝觐 ，

因此绝大多数朝觐者为成年穆斯林 ， 幼童实际参与朝觐的人数

极少 。 为了增强幼童对于伊斯兰教最神圣的朝觐功课的认知
，

幼儿角色扮演式
“

虚拟朝觐
”

应运而生 。 男童往往身着戒衣参

与
“

虚拟朝觐
”

，
其核心仪式便是围绕天房的模型开展逆向巡游

七圈的
“

塔瓦夫
”

，
并以 天房为坐标

，
了解其他朝觐地点的方

位 。 在约旦、 印尼 、 巴勒斯坦等伊斯兰 国家相对较多地见诸报

道 。 印尼尤为注重对未成年人的
“

虚拟朝觐
”

教育
，
针对初 中

生的朝觐模拟也不时开展 。
２０ １ ３ 年在加沙地带

，
当地小学便组

织了
“

虚拟朝觐
”

，
其内容涉及天房巡游 、 剌发、 献祭等朝觐仪

①Ｑａｍｒｕｚ Ｚ ａｍａｎ
，

“

Ｈａ
ｊｊ 
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ｓ

，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
，

２００７
，

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ｍｕｆｔｉ ｓａ
ｙ
ｓ＊ｃｏｍ／

ｑ
ａ／

ｑ
ｕｅ ｓｔｉ ｏｎ／ １ ８８９／ｈａ

ｊｊ

－

ｆｏｒ
－

ｃ ｈｉｌｄｓ＊ｈ
ｔ
ｒａｌ（登 录时间 ： ２０ １ ７年７ 月 ２０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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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伊斯兰
－

的维系与扩张

式 。 幼童角色扮演式
“

虚拟朝觐
”

在诸多伊斯兰 国家往往被作

为普通教育的组成部分 ，
其效果也较为 明显 。

与单 日连续模拟朝觐部分仪式所不 同 的 ，
还有一种 以

“

朝

觐周
”

为主题的多 日朝觐模拟 。 马纳拉特 （
Ｍａｎａｒａｔ

） 利雅得学

校国 际部幼儿园便是如此 。 该校成立于 １ ９７９ 年
，
最初为沙特国

王大学西方 国家雇员子女提供中等英语教育 。 该校主要采用英

美教材和考试机制 。 目 前该校拥有来 自 ４０ 多个 国家的 ３５００ 余

名学生
，
拥有超过 １ 〇〇 名 的教职工 。 大部分学生是利雅得各大

学 、 医院 、 使馆和商业机构 中埃及和 巴基斯坦员工的子女 ，
也

有许多是沙特幼童 。 该校幼儿园每年开展
“

朝觐周
”

活动 ，

一

间特殊的房屋被用来描绘所有朝觐步骤与仪式的微缩版 ，
幼童

在教师的指引下完成朝觐的步骤和仪式 ，

“

朝觐周
”

的每天清晨

集合时 ，
幼童都会如同真正的朝觐者那样念诵

“

遵命词
”

（
Ｔａｌ－

ｂｉ
ｙ
ａ
） ：

“

我来了
，
安拉啊 ！ 我遵命来了

… …
” ？

由于国际学校通

行的是西方教育且学生不全是穆斯林 ，
因此

“

朝觐周
”

对于强

化穆斯林幼童的宗教认同 ，
以及增进非穆斯林幼童对于伊斯兰

教的认知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

（ 三 ） 普适 ：

“

麦加 ３ Ｄ
”

数字化
“

虚拟朝觐
”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
“

五功
”

之一
， 虔诚的穆斯林以能到麦

加朝觐为荣 。 但前往麦加朝觐对健康与经济都有要求 ，
即便符

合这些要求
，
获得朝觐机会亦非容易 之事 。 随着伊斯兰教在国

际关系中被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 针对年度性庞大规模伊斯

兰朝觐的过度政治化或安全化在许多 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 ， 受

①Ｍａｎａ ｒａ ｔＡ１ Ｒｉ ｙａ
ｄｈ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Ｓｅｃ ｔ
ｉｏｎｓ

，

“

Ａｃａｄｅｍ ｉｃＡｃｔｉｖ ｉｔｉｅｓ
，


”

ｈｔｔ
ｐ
ｓ

：／／ｍａｎａ ｒａ ｔｒｉｙａ
ｄ －

ｈｅｒｕ ｍａａｒ ｉｆ．ｃ ｏｍ＊ ｓａ／Ｄ 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ｉｄ
＝

２１（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７ 年 

７月２０日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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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规定所限 ， 非穆斯林无法前往麦加一探究竟 。 尽管当

前已有许多朝觐相关的电视节 目 ， 但这只能是
“

管中窥豹
”

式

的被动体验 ，
并无法让人切身掌握朝觐的全貌 ，

甚至还会因宣

传之嫌而对此类节 目保持距离 。 角色扮演式
“

虚拟朝觐
”

往往

只针对幼童 。

“

麦加 ３Ｄ
”

的出现为那些无法前往麦加的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 ， 以及即将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提供了一次主动

式 、 身临其境体验朝觐的机会。

事实上 ， 在
“

麦加 ３ Ｄ
”

出现之前 ， 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尤

素福 ． 盖尔达维主办的
“

伊斯兰在线
”

（
ＩＯＬ

） 便资助了朝觐模

拟项 目 ，
朝觐模拟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２ 月 推出 ，

旨在为穆斯林参加朝

觐和对朝觐仪式与步骤好奇的非穆斯林提供指导 。 这也是
“

伊

斯兰在线
”

通过
“

第二人生
”

（
ＳＬ

）

① 推 出 的唯
一

且最大规模与

设计的项 目 。 朝觐模拟重现了麦加城内与朝觐有关的部分 ，
依

照顺序标以数字 ，

一旦触碰这些数字按钮便会得到具体朝觐场

景的信息 ，
其语种包括英语 、 法语 、 西班牙语 、 荷兰语 、 意大

利语和 日语 。 在进行体验时 ，

“

并未有会在现实生活 中的朝觐者

抵达麦加伊始使其惊吓到的世俗的人侵 ， 未有处理垃圾的需求 ，

也没有处理朝觐协定所需要的数百万公羊献祭
”

， 于是就
“

存在

着两个麦加的模糊
，
第一个被与其在阿拉伯半岛之位置的 自 然

地理所绑定 ， 并且第二人生的空 间被视为神圣的 ，
尽管看起来

仅被视作教育的工具 ， 但它被用户用来见证为对圣城的情感体

验所 。

”
？

“

麦加 ３ Ｄ
”

是由知名软件与游戏开发团 队 Ｂｒａｉｎｓｅ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ｙ

①全球最大的 ３Ｄ 虚拟世界 ， 其官 网是 ｈｔｔ
ｐ ：／／ 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ｃｏｍ／（登录 时间 ：

２０１ 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

②Ｋｉ
ｙ
ｓｔｉｎａＤｅｎｉ ｃｋｓｏｎ

，

“

Ｓｅ 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 Ｉｓｌａｍｉ ｃＳ

ｐ
ａｃｅ ｉｎａＶ

ｉ
ｒｔｕａ ｌＷｏ ｒｌｄ

，

”

客
－

ｉｔａｌ Ｉｓｌａｍ
，２００８

．



穆斯林朝觐与
“

信仰伊斯兰
”

的维系与扩张

开发的
“

虚拟朝觐
”

ＡＰＰ
，
该 ＡＰＰ 创始人是彼拉 ？ 什 比 卜 （

Ｂ ｉ
－

ｌａｌ Ｃｈｂ ｉｂ
） 。

“

麦加 ３ Ｄ
”

的 目标是 ：

“

让你 自 己沉浸在一个迷人

的伊斯兰 ３Ｄ 世界里 。 潜人一个知识的虚拟世界之中 ， 体验真实

敬拜的基本原理 。

”

该 ＡＰＰ 涵盖了一些 已经开发 、 或打算在不

远的将来投入运行的功能 ，
主要包括 ： （

１
）

“

朝觐与副朝觐指

导
”

，
主要用来引导朝觐仪式 、 祈祷话语 、 帮助理解朝觐的意义

与 回报
；

（
２

）
“

时间机器
”

，
主要用来观摩先知及其同伴的朝

觐 ，
甚至回溯到易 卜拉辛的时代

； （
３

）
“

真正的知识
”

，
主要用

来从令人振奋的真实互动 、 伊斯兰所珍视的娱乐方式以及重大

事件 （ 如象战 、 哈达格之战 ） 中获得教育 ； （
４

）
“

虚拟现实技

术支持
”

（
ＶＲＴ

） ，
主要用来通过指尖的操控 ，

配 以所佩戴的虚

拟现实耳机
，
天房就会如同在眼前一般 ； （

５
）

“

互动世界
”

，
主

要用来与其他角 色互动
，
成为 令人沉醉的 虚拟环境的一部分 ，

并通过按钮来了解为何礼拜与如何礼拜 。

“

麦加 ３Ｄ
”

可在 ｉ
Ｐａｄ 、

ｉＰｈｏｎｅ 和安卓系统运行。

？

ａ论

穆斯林朝觐通过具体仪式完美地阐释了伊斯兰教所蕴含 的

“

和平
”

与
“

顺从
”

的核心价值观 。 朝觐的特质 ， 促使 国 际社

会透过主动或被动附加在伊斯兰教身上的高度政治化 、 暴力化

和庸俗化的标签
，
来观察和思考作为纯粹信仰 的伊斯兰教提供

了一个年度性的契机 ， 隐藏在各种政治 、 经济与社会标签下的

“

信仰伊斯兰
”

因朝觐而得到最佳地物理性呈现。 沙特作为东道

① 参见
“

麦加 ３ Ｄ
”

官 网 ：
ｈ

ｔｔｐ ：／／ｍｅｃ ｃａ３ ｄ．ｎｅｔ（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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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为全世界朝觐者前往圣城麦加保驾护航 ，
提供便利 ； 全世

界穆斯林中 的一部分通过年度性朝觐奔赴麦加 ， 而其他穆斯林

则通过多种
“

虚拟朝觐
”

的方式来维持与麦加之间 的情感联系 。

事实上
，

“

信仰伊斯兰
”

正被全球穆斯林通过有形的陆海空朝觐

交通网和无形的互联网所联通 ，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张 。 当前

伊斯兰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
作为伊斯兰基本制度存在的

朝觐积极塑造和展示了
“

信仰伊斯兰
”

，
对伊斯兰教在国际关系

中的正面形象产生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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