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特什叶派与政府

关系的流变
‘

？ 李 意

［ 内容提要 ］ 自现代沙特王 国建 国后
， 沙特什叶派

与 瓦哈比政权的 关 系 成为 影 响 沙特政局 的 重要 因 素 。

沙特什叶 派的 生存环境恶 劣 ，
政治地位低下

，
饱受歧

视与限制 。 在 １９７９ 在伊 朗 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下 ， 沙特

什叶派将不 满情绪转化为 一 系 列 暴力极端活动
，
迫使

沙特王室调整政策 ，
使得双方 关 系进入严 重对抗时期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
沙特什叶派意识到革命立场没有成

功 的机会
， 开始与 沙特王 室 实现和解 ， 并通过和平 形

式促使沙特政府进行改革
，

一 定程度上改善 了 自 身 处

境 。 自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 来 ， 在伊拉克什 叶派

上 台 、 沙特与伊 朗 对地 区领导权的 争夺 、 沙特政府对

什叶派处境 的 漠视 以及什叶派 内 部不 断分化等原 因 的

？ 本文是 ２０ １６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

（
１
６ＺＤＡ０９６ ） 的

阶段性成果 ；

２０ １６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

中 国与 中东 国家的人文

交流研究
”

（
１
６ＪＪＤＧＪＷ０ １ ３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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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作用 下
，
沙特什叶派的激进思想和 极端 势 力 逐步

扩大
，
与政府的 关 系 陷入僵持状 态 。

双方 的 矛盾 严 重

影响 了 国 内 的稳定 。 本文梳理 了 沙特什叶 派与 瓦 哈比

政权从对抗到 缓和 ， 再从和解到僵持的 一 系 列 变化
，

分析 了双方 关 系 出 现 变化 的 原 因 ， 最后指 出
，
沙特瓦

哈比政权的 意识形 态从根本上决定 了 沙特什叶 派 的艰

难处境 ，
双方的 固有矛 盾还将继续演绎 。

［ 关键词 ］ 沙特 什 叶派 瓦哈 比派 宗教极端

主义

沙特的什 叶派人 口 数量不多 ， 约 占全国总人数 的 １ ０％ 

—

１ ５％
， 其中大部分居住在东部盛产石油的哈萨 、 卡提夫和加瓦

尔周围 ，
还有少数居住在麦地那 。

１ ８ 世纪初
，
阿拉伯半岛 的政

治经济和宗教状况危机迭 出 ， 为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结盟并统

一阿拉伯半岛打下了基础 。
１ ８ 世纪 中叶

，
为了扩大领地 、 确立

沙特家族在半岛的统治权 ，
家族首领伊本 ？ 沙特 （

Ｉｂｎ Ｓａｕｄ ） 与

瓦哈比派的创立者穆罕默德 ？ 伊本 ？ 阿 卜杜勒 ？ 瓦哈 卜 （
Ｍｕ？

ｈａｍｍ ａｄｉｂｎＡｂｄｕｌＷａｈｈａｂ ）达成协定 ，
开始在阿拉伯半岛 中部

创建瓦哈比派国家 。
１ ７６５ 年

，
阿 卜杜勒 ？ 阿齐兹 （ 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

登基。 他以伊斯兰教
“

圣战
”

的名 义 ， 赋予瓦哈 比军队新的动

力 。 瓦哈比军队的征战节节胜利 ， 攻占 了什叶派聚居的绿洲卡

提夫
， 用武力 征服了哈萨并降伏了散居的游牧部落 。

？
１ ７９２ 年

瓦哈 卜去世后 ，
阿 卜 杜勒 ？ 阿齐兹继任

，
在沙特家族中开创了

酋长兼任瓦哈比派伊玛 目 的先例 ，
确立了沙特王国延续至今 的

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

① 王铁铮 、 林松业著 ：＜ 中东国家通史
——

沙特阿拉伯卷＞ ，
北京 ： 商务 印书馆 ，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７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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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沙特什叶派而言
，
沙特家族与瓦哈 比派的联盟意味着艰

难处境和悲惨命运的来临 。 沙特什叶派的 国家归属感很弱 ，
他

们从不把 自 己 当作 国家的一部分。 沙特政府也几乎没有对此做

出过解释 。 在对外征服的过程 中 ，
瓦哈 比军队把向 非瓦哈 比派

穆斯林进行
“

圣战
”

视为合法 。
１ ８０２ 年

，
瓦哈比派攻占什叶派

圣地并血洗卡尔巴拉和纳杰夫
，
公开屠杀包括妇孺在内 的数千

名什叶派民众 ，
拆毁先知穆罕默德外孙 、 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

子侯赛因 ？ 伊本 ？ 阿里 （ ＨｕｓａｙｎｉｂｎＡｌｉ
） 的陵墓 。

？ 在这之前 ，

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虽有分歧 ，
但都尊崇先知穆罕默德 ，

而捣

毁穆圣陵墓的行为无异 于宣告双方从此互为仇敌 。 从那以后 ，

沙特什叶派在社会上一直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他们不

得不采取或掩饰、 或顺从 、 或激进的措施以求 自保 。

—

、 炒 神 吋 浓乌 政 扃的 对执

沙特什叶派一直在政治 、 经济 、 宗教和社会生活 中处于边

缘地位。 逊尼派直接控制着国家关键部门 ，
什叶派则缺乏参政

渠道
，
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行政 、 司法 、 军队等领导阶层之外 。

由于被沙特政府边缘化 ，
居住在盛产石油地区的什 叶派居 民基

本没有资格分享沙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财富 。 自 １９ １ ０ 年起 ， 在

长达 １ ０ 年的时间中 ， 伊本 ？

沙特与瓦哈 比派联手组建
“

认主独

一兄弟会
”

， 即
“

伊赫万运动
”

（
Ｉｋｈｗａ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
旨在同化

贝都因人 ， 并由此开创了沙特王国历史上颇有影响 的
“

伊赫万

运动
”

。 贝都因人被迫告别游牧生活 ， 迁居到具备完整宗教功能

０Ｊｏｓｈｕａ Ｔｅｉｔ ｅｌｂａｕ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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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居点 ，
即

“

希吉拉
”

。
？ 游牧民被要求接受瓦哈 比派教义 ，

承认沙特家族是新兴伊斯兰国家权力 的掌控者 ，
承认伊本 ？ 沙

特是瓦哈比派的伊玛 目 ， 并献身于沙特国家的
“

圣战
”

事业 。
？

在这一时期 ， 宗教学者伊本 ？ 阿 卜杜 ？ 拉蒂夫协助沙特国 王 ，

依靠强制性手段
，

“

或是刀剑先于说教 ， 或是说教继 以刀剑 ， 酌

情而定
”

，

？
以此来推行

“

伊赫万运动
”

。 不可否认 ， 这场运动

改变了阿拉伯半岛游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
促进了 当时社会的

生产发展
，
抵御 了外来侵略并维护了 国家稳定 。 但与此同 时 ，

瓦哈 比派教徒如同 白色恐怖势力 ，
他们大肆掠夺包括什叶派在

内 的非瓦哈比派教徒的财富 ，
其军 队逐步征服了哈萨 、 杰贝勒

沙马尔 、 锡尔汉河谷 、 阿西尔和汉志等地区 。 他们对阿拉伯穆

斯林发动猛烈攻击 ， 甚至连千年以来一直掌管麦加和麦地那的

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
——哈希姆家族也不放过 ，

结果造成约几

十万阿拉伯人伤亡 。

？ 什叶派穆斯林也未能幸免 。

１ ９３２ 年沙特建国后 ， 沙特什叶派穆斯林受到瓦哈比政权的

百般歧视和限制 。 他们政治地位低下 ，
经济极端贫困 。 正如印

度学者帕萨
？

査特杰 （
Ｐａｒｔｈａ Ｃｈａｔｔｅｉ

ｊ
ｅｅ ） 在

“

底层社会研究群

体论
”

中指出 的 ：

“

弱势人群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

体 ， 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 ，
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

①
“

希吉拉
”

是阿拉伯语
“

迁徙
”

的意思 ，
此指伊本 ？ 沙特于 １９ １ ３ 年试办的农业垦

殖区或定居区 ， 贝都因人被派遗 到此定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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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黎巴嫩 ］
阿明 ？ 赖哈尼 著 ： 《近代 内志及其归 属地区史 》 （ 阿拉伯 文 ） ，

贝鲁特 ：

时代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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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 的 。 因此
，
他们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

外 。

” ？
由于无法进人体制 内 、 通过政党组织模式或者利益集团

来获得影响决策的机会 ，
因而抗争是沙特什叶派唯一的政治资

源 。 尤其是 １ 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 ， 更是激发了沙特什

叶派穆斯林争取 自 身权利 的勇气 。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

一

直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沙特什叶派穆斯林在著名领导人哈桑 ？ 萨

法尔 （ Ｈａｓａｎ ａｌ
－ Ｓａｆｆａｒ） 的带领下开始奋起反抗 。 萨法尔指出 ：

“

我们真正被践踏的地方在于沙特的专制 。 他们是真正的压迫者

和殖民者……暴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的崩溃和被压迫

者的崛起 。

” ？ 在伊朗
“

输出革命
”

的影响下
，
东方省什叶派穆

斯林建立起反政府组织
，
包括伊斯兰革命组织 （ 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 Ｉｓ ｌａｍ 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 ｏｎ ） 和新伊赫万运动 （
Ｎｅｏ

－

Ｉｋｈｗａｎ ） 在内 的

激进组织登上历史舞台 。 它们深受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思想的

影响
， 其成员 多为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者 。 激进分子追随和效仿

霍梅尼有关
“

教法学家统治
”？

的构想
，
主张创立

“

真正的伊

斯兰共和国
”

， 从而取代沙特王室的统治 。 从那时起
，
沙特什叶

派与瓦哈比政权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 ， 什叶派首次成为沙特家

族统治的严重威胁 。

事实上
，
什叶派内部也分为两派 ： 主流的什叶派穆斯林提

倡和平与包容
，
主张对不 同的教派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 ，

反对

毫无原则的教派纷争 ； 秉持极端思想的什叶派穆斯林则鼓吹教

①［印度 ］ 帕萨 ？ 査特杰著 、 田立年译 ： 《被治理者的政治 ： 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

治＞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５

－

６ 页 。

② ［ 沙特 ］ 哈桑 ？ 萨法尔著 ： 《伊斯兰中的多元化与 自 由 ＞ （ 阿拉伯 文 ）
，
贝鲁特 ： 阿

拉伯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３２ 页 。

③ 霍梅尼
“

教法学家统治
”

的理论是对什叶派政治理念的重大创新 ，
主要内容是由 已

经具备宗教权威的教法学家代行政治权威 ，
以此克服伊玛 目 隐遁之后宗教权威 和政治权威

分离所带来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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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冲突 ， 甚至把不同分支的穆斯林视为
“

敌人
”

，
主张把他们彻

底消灭 。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下 ， 什叶派激进势力将对统

治集团的不满情绪转化为一系列暴力极端活动 ， 其 中 以 两次
“

东方省大起义
”

最为著名 。
１９７９ 年 ， 沙特爆发 了现代历史上

第一次什叶派公开反对沙特家族的游行示威 。
１ ９７ ９ 年 １ １ 月

，
位

于东方省哈萨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不顾政府的相关禁令
，
公开

庆祝该派重要的宗教节 日
“

阿舒拉节
”

（
Ａｓｈｕｒａ ）

？
。 大约有上万

名什叶派穆斯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
反抗不公正待遇 、 要求实

行 自 治 。 游行很快蔓延到整个东方省 ， 参与者不但袭击了英国

阿拉伯银行
，
而且焚烧了附近的汽车 、 捣毁 了沿街的店铺 ， 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 。 沙特政府不得不紧急派遣军队封锁哈萨地区 ，

想方设法稳定局势 。 时隔一年
，
沙特什叶派再度举行大规模游

行 ， 引发更为严重的骚乱。 参与者高举霍梅尼的图像
，
要求释

放在 １ ９７９ 年
“

阿舒拉节
”

期间被捕的什叶派穆斯林 ，
场面一度

十分混乱 。 沙特政府 的镇压进一步激化 了什叶派的对立情绪
，

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
使二者之间的仇恨情绪不断蔓延。 两次什

叶派骚乱不但对沙特政局 的稳定构成一定威胁
，
也为沙特极端

主义的发展火上浇油 。 此后 ， 什叶派极端势力 的抗议活动成为

沙特教派政治中的长期性问题 ，
沙特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

派纷争不断加剧并延续至今 。

“

东方省大起义
”

失败后
，
哈桑 ？ 萨法尔集结了未被镇压的

沙特什叶派残余力量 ， 与 陶菲格 ？ 赛义夫 （
ＴａｗｆｉｑＳａｉｆ

） 、 哈姆

宰 ？ 哈桑 （
ＨａｍｚａｉＨａｓａｎ ） 等人一起离开沙特 、 寻求伊朗政府

的庇护 。 他们在伊朗成立了
“

解放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
”

（
ｔｈｅＯｒ

ｇａ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ｓ ｌａｍｉｃ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 ） ， 其 目标为改善沙特什

①
“ 阿舒拉

”

是阿拉伯语
“

第十 日
”

的 意思 。 这 个节 日 是伊斯兰教历 的 １ 月 １０ 曰
，

也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为哀悼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遇难的重要纪念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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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处境 ， 使什叶派穆斯林获得像其他宗教派别一样的社会地

位 。
？ 该组织先后在德黑兰 、 伦敦和华盛顿成立了办事处

，
后又

成立了
“

伊斯兰祈祷团
”

（
ａｌ

－

Ｔｈａｍａ ａｌ
－

Ｉｓｌａｍ ｉ

ｙｙ
ａ

） 等组织 。

就这样 ， 旅居国外的什叶派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展开 了 与沙特政

府长达 １ ０ 年的抗争 。
１ ９８７ 年 ， 该组织建立 了 自 己 的军事力量 ，

并正式命名为
“

希贾兹真主党
”

（
Ｈ ｅｚｂｏｌｌａｈａｌ

－ Ｈｉ
ｊ
ａｚ

） Ｄ 然而 ，

合并后的
“

希贾兹真主党
”

与 萨法尔之前创办该组织时的设想

完全不同 。

“

希贾兹真主党
”

策划并实施了多起恐怖暴力事件
，

被沙特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

二 、 （少 旖 吋 派 乌 政 扃 的 和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 ， 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 ， 什叶派穆斯林

企图依靠伊朗改变 自 身命运的愿望逐渐破灭 。 以萨法尔为首 的

旅居国外的什叶派领导人意识 到
，
与沙特政府的抗衡不仅无法

动摇沙特瓦哈比政权的统治地位
，
而且会与 国 内什叶派穆斯林

日 渐疏离
，
革命手段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 。 更何况

，
什叶派人

数少且力量弱
，
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 的起义或革命 。 可 以说

，

单纯的政治抵抗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什叶派面临的难题 。 鉴于此
，

什叶派领导人开始转变策略 ， 将注意力转 向寻求文化的趋同性
，

这是一种与沙特政权联系起来且具有开创性的方式 。 他们一方

面继续表达对 自 身处境的不满 ， 另一方面试图与沙特瓦哈 比政

权改善关系 ，
并首次承认了沙特政权的合法性 。 哈桑 ？ 萨法尔

解释道 ：

“

尽管瓦哈比与什叶派之间有众多分歧 ，
但在宗教认

①Ｆｕ ａｄＩｂ
ｒ
ａｈｉｎｉ

，

Ｓ／ｕ
’

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
ｑ
ｉ
Ｂ ｏｏｋｓ

，

２０ ０６ ） ，

ｐ
．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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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民族认同和 国家认同方面 ，
双方有望修复关系 ，

达到最终

的统一 。

” ？ 他积极主张
“

参与原则
”

， 认为只要能参与 到沙特

的政治活动中 ， 就有机会逐步改善什叶派 的社会地位。 为此他

宣称 ：

“

只要沙特政府愿意讨论实质性问题并有效控制政府对什

叶派的歧视 ， 那么什叶 派一定会配合政府展开对话和协商 。

”
？

为了表达诚意
，
什叶派领导人把

“

解放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

组织
”

更名为
“

什叶派改革运动
”

，
显示出什叶派反政府组织

力 图摆脱伊朗的影响 、 远离革命和暴力宣传 、 积极争取西方国

家支持 、 促使沙特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等决心 。 不仅如此 ， 自

１９９ １ 年起 ， 什叶派创办 了 两份期刊 ，

一份是总部位于伦敦 的

《阿拉伯半岛 》 （ ａ
ｌ
－

Ｊａｚｉｒａａｌ
－ Ａｒａｂ ｉ

ｙｙ
ａ

） ，
另一份是以华盛顿为

大本营的 《 阿拉伯观察》 （
ＡｒａｂｉａｎＭｏｎ ｉｔｏ ｒ

） 。 这两份杂志基调温

和
，
不再以教派矛盾作为关注焦点 ，

而是表达了教派合作 、 关

注人权 、 国家团结等理念 。

？ 作为 当时沙特什叶派反对派在海外

的唯一声音 ，
他们呼吁沙特政府公正地处理什叶派问题 ， 并尝

试与逊尼派极端主义穆斯林建立沟通渠道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
沙特政府对什叶派 的态度也开始

转变 。 从外部环境来看 ，
由于伊朗在海湾战争 中恪守中立原则 ，

国王法赫德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与伊朗的关系 ，
因而开始反思对

什叶派的遏制政策 ； 从 内部环境来看 ，
随着美国和西方势力明

显增强 ，
西方意识形态与沙特传统 的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发生强

烈碰撞 ，
导致沙特国 内出现了新的伊斯兰主义者 。

１ ９９３ 年 ５ 月 ，

①哈桑 ？ 萨法尔著 ： 《伊斯兰中的多元化与 自 由 》 （
阿拉伯文 ）

，
第 ８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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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伊斯兰主义者宣布建立沙特第一个人权组织——保卫合法权

利委员 会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ｏｆＬｅｇｉｔｉ

ｍａｔｅＲｉ
ｇ
ｈｔ

， 简称

ＣＤＬＲ ） 。 由于 ＣＤＬＲ 具有极端伊斯兰色彩 ， 且大有内外遥相呼

应 、 推波助澜之势
，
沙特政府被迫采取一系列遏制和惩处等制

裁手段加 以打压 。 为了缓解 国 内矛盾 、 消除不满情绪和抵御伊

斯兰极端浪潮 ， 沙特政府努力营造宽松的宗教和政治氛围
，
放

松了对不同教派纯宗教活动的限制 。

？ 特别是在对待沙特什叶派

的 问题上
，
沙特政府开始着手 同什叶派就宗教 自 由 和经济开放

等问题展开对话 ， 努力通过以下措施改善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关

系 ：

一方面 ， 政府适度突出 宗教对社会发展的监督作用
，
增强

乌里玛和宗教权威机构干预意识形态的能力和行使司法的权力 。

此举既能迎合沙特普通穆斯林对宗教的心理需要 ， 又能遏制宗

教极端势力的蔓延和滋长 ？

，
另一方面

，
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
逐

步弥合因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地区 间 日 益扩大的差异 ， 缩小两

极分化和贫富不均的现象 。

？ 为此 ， 沙特政府加大了对东部地区

的资金投人 ， 加强了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加快其社会经济

发展的步伐 ， 在尝试放弃或终止对什叶派穆斯林歧视政策的同

时
，
努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 。

事实上 ， 对于沙特政府而言 ， 接纳什叶派反对派 比 引发严

重冲突更加容易 。
１９９ ３ 年 １ ０ 月 ， 在沙特驻英国大使的谈判和帮

助下 ， 什叶派反对派的部分成员 由 流亡领袖 陶菲格 ？ 萨伊夫

（
Ｔａｗｆｉ

ｑ ａｌ
－ Ｓａ

ｙ
ｆ
） 率领返回沙特 ， 标志着沙特什叶派与政府关

系从对抗转向 和谐。 法赫德国王特地安排东部省总督穆罕默德

王子亲 自执行什叶派的要求
，
其中包括 ： 允许之前被取缔的什

叶派宗教仪式重新开展 、 停止在政府机关和髙等院校中歧视什

①王铁铮 、 林松业著 ：＜ 中东国家通史一－沙特阿拉伯卷＞ ，
第 ２８０ 页 。

② 同上 ，
第 ２６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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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的行为 、 归还什叶派穆斯林被注销 的护照 、 允许什叶派流

亡人士回国以及保证这些回国人士不会被逮捕或审问等 。

？ 不仅

如此 ， 沙特当局还释放了 大量什 叶派囚犯 ，
对学 校书本中 的

“

什叶派是一个异端教派
”

的说法进行修订。 新版教科书写道 ：

“

沙特 目前有 ５ 个被承认的伊斯兰法理学派 ， 其中 ４ 个属于逊尼

派
，
还有 １ 个属于什叶派 。

” ？ 这对什叶派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 当时的什叶派刊物 《阿拉伯半岛 》 和 《阿拉伯观察》 也

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 。 不过 ， 为 了避免惹怒逊尼派极端分子 ，

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并没有过度宣扬 ，
什叶派反对派的行动也

显得十分低调 。

？ 当然 ，
并非所有的什叶派都接受与沙特政权的

和解 ， 包括
“

希贾兹真主党
”

在内 的反政府组织强烈反对与政

府媾和 。 他们一直是伊朗最髙领导人霍梅尼的忠实拥护者 ，
始

终与沙特政府保持对抗态势。

“

９
＊

１ １

”

事件后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 ，
沙特国 内

兴起了要求王室进行全面改革的政治力量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 伊拉

克战争爆发
，
什叶派取代逊尼派登上伊拉克 的政治舞台 ， 从而

刺激着沙特什叶派的权力意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 以哈桑 ？ 萨法尔

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动 向阿 卜 杜拉国王请愿 ， 要求沙特政府与国

内什叶派展开对话 ， 在消 除宗教歧视的同时 ，

＇

允许什叶派穆斯

林参与政治 。 面对地区局势 的剧烈变化
，
沙特政府着力 防止伊

拉克的动荡局势对国内什叶派产生消极影响 ， 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举行了与什叶派的第一次国家对话 。 这次对话持续 ４ 天
， 聚集

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 ５０ 位著名的宗教学者 。 尽管这次会议的内

①Ｍａｄ ａｗｉ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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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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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并未公开 ， 但沙特新 闻社极高地赞誉了该事件并引 用 了 国王

的话 ， 将之称为
“

和平的对话
”

。

① 随着 ２００５ 年阿 卜杜拉 ． 本 ‘

阿 卜杜勒 － 阿齐兹 （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ｂ ｉｎ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 国王的登基
，
什叶

派穆斯林以为
，
他们的时代终于要到来了

， 因为阿 卜 杜拉国王

对于改革和宗教都具有很大的包容度 。

② 在随后召开的市议会成

员的国家性选举 中 ，
什叶派积极参与竞选。 尽管职位数量较少

且职权范围有限 ， 但这场选举本身以 及什叶派在这场选举 中行

使的投票权对什叶派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
， 他们贏得了 大部分

参与竞选的席位 。

不可否认 ， 对沙特什叶派来说
，
２００３ 年的对话与 ２００５ 年的

竞选都是不小的成功 ， 但之后的一系列现实表明
，
他们其实并

未获得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直接支持 。 在沙特领导人看

来 ， 与什叶派的谈话是必要的 ， 但在现实 中对什叶派的公然支

持则是一个 冒险行为 。

③
不仅如此

， 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导致沙

特国内逊尼派教徒与什叶派教徒之间 的矛盾升级
，
加之逊尼派

“

基地
”

组织的持续叛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沙特政权与什叶派

进行调解的意图与行为 。 总之 ， 什叶派可 以说获得了一些好处 ，

但对话或竞选并没有给他们的现实处境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 。

三 、 沙 抽 辫 吋 派 Ａ 政 扃 的 僅 旖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期间 ， 沙特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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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与政府之 间 的关系 主调是和解的 。 然而 ， 自 ２００３ 年 萨达

姆 ？ 侯赛因倒台后
，
中东地区的

“

什叶派之弧
”

逐步形成 ， 沙

特和伊朗之间 的矛盾 日 益激化 。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 ， 沙特不得

不通过伊朗及什叶派 的视角看世界 。 这一视角不但影响 了沙特

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地位 ，
而且促使沙特政府扭转了对什

叶派的怀柔政策 ，
双方关系逐渐进人僵持状态 。 事实上 ， 这种

僵持关系及其后导致的矛盾激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 。

随着地区周边局势的剧烈变化 ，
高层的政治安排 、 现实的经济

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无不影响着脆弱 的教派关系 。

从周边国家局势 的剧烈变动来看 ，

２００ ３ 年 ４ 月 伊拉克什叶

派的上台激发了沙特什叶派穆斯林的斗志 。 他们也希望像伊拉

克什叶派那样扬眉吐气 ， 自 由度过
“

阿舒拉节
”

这样特殊的节

日 。 沙特什叶派似乎看到了光明 的前景 ， 他们决心
“

在护卫国

家统一的同时捍卫 自 己的权利 。

” ？然而
，

２００６ 年在黎 巴嫩发生

的战争 中 ， 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色列城市的事件恶化了沙特什

叶派的处境 。 当时
，
阿 卜杜拉国王正要准备与什叶派公开会晤 ，

但真主党在阿拉伯 国家的受欢迎程度 以及亲沙特政府在黎巴嫩

的不稳定程度却超出 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 。

？ 沙特政府在强烈反

对真主党以及伊朗 的 同时 ， 东部省份又开始爆发亲真主党的示

威游行 。 在这个背景下 ，
阿 卜杜拉国 王无法平息传统瓦哈 比派

激烈的反什叶派情绪 。 事实上 ， 对沙特什叶派而言 ， 周边什叶

派国家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使得逊尼派主导 国家中 的沙特什叶

派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 。 不仅如此
，

２０ １ ０ 年底 以来 的 中东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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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这一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 随着地区什叶派势力 的强势崛起 ，

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要求表现出敷衍和漠视的态度 ， 进而导致

极端思想在什叶派中逐步扩大 。
２０ １ １ 年 ３ 月 １ １ 日 被沙特什叶派

确定为
“

愤怒 日
”

，
沙特境 内爆发了

２ １ 世纪 以来规模最大 、 历

时最久的什叶派政治运动 。 自 此 ， 什叶派政治运动呈现 出明显

的激进化倾向 ， 其抗议和叛乱活动愈加频繁 。

从瓦哈比政权的强硬态度来看 ， 毫无疑问 ， 这个宗教国家

的合法性来源于伊斯兰教 ，
而且它的所有律例几乎都是反 ｆｆ叶

派的 。 毕竟 ， 家族统治和瓦哈 比派的结合与什叶派的权利诉求

之间存在无法化解的结构性矛盾 。

？
２００６ 年黎 巴嫩 战争期间

，

高级宗 教学 者本 ？ 吉布林 （
Ｂ ｉｎＪｉｂｒｉｎ ） 发 布 了一 项法特瓦

（
Ｆａｔｗａｈ ）

？
， 号召逊尼派穆斯林否定敌对派真主党 。 尽管吉布林

之后声明称
，
这条律法 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形势 ，

但他的反什

叶派观点确实非常著名 ： 在早年发布的法特瓦 中
，
他曾号召将

什叶派穆斯林全部判处死刑 。

？ 随着周边什叶派势力 的崛起之势

愈发明显 ，
沙特什叶派无疑会与逊尼派瓦哈 比政权背道而驰 。

雪上加霜的是
，
以开明和宽容著称的阿 卜 杜拉国王在即位后 ，

其改革措施十分有限 。 他在公开场合 明确指出 ， 沙特是逊尼派

国家
，
这在事实上给沙特什叶派和瓦哈 比派之间划清了界线 。

就这样 ， 沙特政府表现出 的冷漠态度和什叶派依然遭受的各种

歧视 ， 促使什叶派内部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并迅速蔓延 。

①李福泉 ：

“

新千年沙特什叶派问題的演进与前景
”

， 载 （外国问題研究》 ， ２０ １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２９ 页 。

② 伊斯兰教法用语 ， 意为
“

律法
”

或
“

教法判例
”

。 指权威的教法学家就经、 训或法

典未作规定或尚有争议的 问題
，

根据经 、 训 的精神和教法原理
，
经过审慎推理引 申出 的法

律处理意见或裁断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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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什叶派与政府关系的流变

从什叶派内部的分化来看 ，
虽然哈桑 ？ 萨法尔成功获得了

沙特政府的有限支持 ， 在改善什叶派地位的事业上取得了 阶段

性胜利 ， 但什叶派 内部对此发 出 了不 同 的声音 。 温和派支持与

政府进行沟通和对话 ，
而激进派则倾向于采取对抗性的手段 。

他们谴责改革运动 ， 拒绝与政府对话 ， 要求公平分配石油财富 。

持激进主义思想的
“

希贾兹真主党
”

甚至认为 ， 与政府对话是

背叛什叶派的行为 。 沙特什叶派内部持续分化 ， 与此同时 ， 所

有的什叶派教徒也都意识到 ，
沙特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 。

？
２００９

年发生的麦地那事件成为沙特什叶派与政府关系从和解走向对

峙的重要转折点 。
２ 月 ２３ 日

，
数百位什叶派穆斯林到麦地那

“

天堂林苑
”

（
Ｔｒｅ ｅＧａｒｄｅｎｏｆＨｅａｖｅｎ ）

② 纪念先知 的忌 日
， 遭到

沙特政府的极力阻止 ， 引发了 国内外什叶派的一系列示威活动 。

在近 １ 个月 的抗议活动 中 ，
激进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阿尔尼姆尔

（ ａｌ

－ Ｎｉｍｒ
） 名声鹊起。 他抨击沙特领导人并提醒沙特政府 ，

如

果它不改变对什叶派的政策 ， 有效遏制瓦哈比极端主义 ， 那么

他们将为东方省什叶派居住区的分离而战斗 。
？ 尼姆尔的分离言

论加速了什叶派内部的分化 ， 以尼姆尔为代表的激进力量不断

壮大 ， 对持温和立场的改革运动形成巨大挑战 。 什叶派与沙特

政府经过漫长努力而达成的和解路线岌岌可危 。

从逊尼派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来看 ，
什叶派是极端主义的

瓦哈 比教徒 （如
“

基地
”

组织及其支持者 ） 所深恶痛绝的 ，
而

①ＦｒｅｄＷｅｈｒｅ
ｙ ，

“

Ｓ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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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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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该墓园安葬着先知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 四位什叶派伊玛 目的遗体 ，
因此在全世界

什叶派中享有极高的地位 。 游访墓园是什 叶派延续数百年的传统 ，
却长期遭到沙特瓦 哈 比

派的禁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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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与沙特政权的和解更使他们无法忍受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 沙

特什叶派领导人与 国王阿 卜杜拉会晤后仅仅 １ 个月 之内
，
沙特

阿拉伯遭遇 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恐怖主义袭击 。 ５ 月 １ ２ 日
，

“

基

地
”

组织发动 了恐怖袭击 。 他们同 时袭击了利雅得 的 ３ 个外国

人聚居区 ，
造成 ２０ 人死亡

，
１ ９３ 人受伤 。

？ 就这样 ，

一场又一

场大规模的
“

基地
”

组织叛乱活动不断发生 ， 令沙特王室成员

质疑 ，
政府与什叶派的对话是否选在了一个恰当 的时机 。 不仅

如此 ，
近年来名声大噪的

“

伊斯兰 国
”

也主张仇视 和残害什叶

派
，
其极端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 沙特逊尼派和什叶

派的紧张关系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
哈萨绿洲 的什叶派被

“

伊斯兰

国
”

极端分子袭击
，
造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沙特什叶派最惨

重的伤亡事件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 沙特东部卡提夫地区 的什叶派清

真寺遭遇
“

伊斯兰国
”

极端分子的 自杀式袭击
，
造成多人死亡 。

“

伊斯兰国
”

恐怖袭击的主要 目 的之一就是要挑起沙特两大教派

的矛盾 ，
通过扰乱沙特 国内秩序并造成动荡 ， 从而为

“

伊斯兰

国
”

向沙特国 内渗透创造条件 。 在这样 的环境下 ， 沙特什叶派

已经不再信任沙特政府提供的安全供给 ，
而是 自 行组建 了安全

委员会来寻求 自 我保护 。 这个名 为
“

人 民 动员 组织
”

（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Ｍｏｂｉ 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ｓ
） 的机构专 门负责巡逻街道、 检查进

人清真寺大门 的车辆和人员等
，

？ 表现 出对沙特政府的失望与不

信任 。 随着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 ，
戒备不断增强 ， 多年辛苦取

得的和解成果也逐步化为泡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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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什叶派与政府关系的流变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来以来 ， 沙特什叶派的抗争历时 ４０ 多年 ，

与政府的关系从对抗到和解
，
又从缓和到僵持 。 尽管沙特什叶

派的处境得到 了一些改善 ， 如被允许进行
“

阿舒拉节
”

的庆典

活动 、 发表什叶派作品 、 建立什叶派清真寺和学校 ，
但这些活

动都必须高度谨慎地开展。 纵观沙特什叶派的 历史
，
多种 因素

的结合影响着他们多舛命运 。 以瓦哈比派意识形态为主导 ， 沙

特世俗政权同以谢赫家为代表的乌里玛 阶层始终维系着一种彼

此支撑 、 互为依存的关系 。

？
由于沙特家族对瓦哈比主义的承诺

经常被后者用来衡量或管控什叶派穆斯林 的种种行为 ，
因此

，

沙特什叶派为沙特家族的宗教合法性付出 了 巨大代价 。 作为一

种强大且狂热的意识形态 ，
瓦哈 比派几乎不可能容忍什叶派完

全成为沙特国家的公民 。 有学者指出 ：

“

沙特国王的立法必须符

合伊斯兰教法 ，
而伊斯兰教法的诠释权则掌握在瓦哈 比派宗教

领袖和最高宗教会议手中 ， 国王的立法必须得到宗教权威的认

可才具有合法性 。

” ？ 这就意味着
，
若没有瓦哈 比派乌里玛的支

持
，
沙特王室的统治便难以为继。 只要沙特政权仍然实践瓦哈

比派的宗教思想 ，
那么

，
敌视和反对什叶派就会成为保守的瓦

哈比派教义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

事实上 ， 妙特什叶派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他们辛苦得来的成

果 。 据悉
，
在东方省 的阿瓦米耶 （

Ａｖｍａｍｉ
ｙ
ａ

） 村 ，

一些居 民不

①王铁铮 、 林松业著 ： 《中东 国家通史
——沙特阿拉伯卷 》 ，

第 ３０２ 页 。

② 马福德著 ： 《近代伊斯 兰复兴运动 的先驱
——瓦哈 卜及其思想研究 》 ， 北京 ： 中 国社

会科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１ ５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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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携带武器 ，
而且还佩戴刻有黎 巴嫩真主党秘书长哈桑 ？ 纳斯

鲁拉 （
Ｈａｓａｎ Ｎａｓｒａｌ ｌａｈ ） 头像的项链 。 种种迹象表明 ， 他们与政

府的矛盾在特定条件下随时可能一触即发 。 内忧与外患总是相

伴相生 。 从周边局势看
，
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获得的成功可能

导致沙特什叶派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 ； 黎巴嫩真主党作为黎巴

嫩什叶派的政治和军事组织 ，
其一举一动对沙特什叶派也有不

小的影响
；
伊朗作为沙特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对手 ， 双方的长期

不和更会使沙特什叶派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 由于沙特和伊朗的

特殊关系
，
沙特王室不是把什叶派问题仅仅当作国 内 的社会政

治问题 ， 而是将它上升到与伊朗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 在沙特

政府看来 ，
什叶派的 民主诉求实际上反映了伊朗的利益 ，

什叶

派权力的扩大等同于伊朗势力的扩张 。 可以说
，
在各方面钳制

和打压什叶派 已经成为沙特王室与伊朗进行地区角 逐的体现和

需要 。 因此
，
沙特什叶派穆斯林们常常发现 自 己被夹在中 间

，

既是沙特迫害和蔑视的对象 ，
也是伊朗笼络和争取的对象 。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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