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哈 比与威斯特伐利亚 ：沙特对

圣城麦加 的合法性建构
，

？钮 松

［ 内容提要 ］ 作为 第 一 圣城 ， 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

心脏 。 对于 当 前掌控圣城 的 沙特王 国 而 言
，
麦加具有

双重的合法性意义
，
这在现代 沙特王 国 的发展历 程 中

，

集 中体现在 三 个标 志性 的 时 间 节 点 及其后 续 事件上 。

１ ９２４ 年 沙特王 室呑并麦加 ， 标 志着沙特 融入现代 国 际

体 系及哈瓦 比 派全球扩张的发轫 。
１ ９７９ 年 麦加禁寺事

件
，
标志 着 沙特开始 应 对威斯特伐利 亚 的

“

宗教回

归
”

。
１ ９８７ 年 麦加

“

城市 国 家
”

论与 伊斯 兰合作组织

民主化
，
带 出 了 沙特王 室 与 瓦哈 比派 独 享麦加 、 主导

朝觐是否走向 终 结 的 疑 问 。 自 伊本 ？

沙特开 国 起 ， 沙

特主动参与现代 国 际体 系
，
以 独立 主权 国 家 身 份参与

？ 本文受到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伊斯兰朝觐研究
”

、霍英东教育基

金会髙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
“

现代 国际关 系视 角 下的 伊斯兰朝 觐政治研究
”

（项 目编 号 ：

１ ３ＣＺＪ０ １ ７
）
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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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关 系
， 并以 瓦哈比化的 麦加为基础 ，

以
“

伊斯兰

盟主
”

身份参与 主导伊斯兰世界事务 。 随着 国 际体 系

的转 型 ， 国 际 关 系 的
“

宗教 回 归
”

趋 势 日 愈 明 显
，

国 际组织作为新 的 国 际行为体的 日 趋频繁 ， 麦加对于

沙特的 双重合法性身份在转型 的 国 际体 系 中得到 了 更

多 的保障 ，
也遭遇 了 更 多 的挑战 ； 沙特也将全球如觐

管理事务与 年度性麦加朝觐的具体组织 职 能相 剥 离 ；

哈瓦 比 派从现代 国 际体 系 的 边缘 角 色迈向更加 关键的

地位
，
其招致的 误解与误读也更加显而 易见 。 哈瓦 比

与威斯特伐利 亚 ，
是沙特将麦加纳入版 图 并有效治理

９ ０ 余年 的 基石 所在 ， 沙特 的 政教联盟体制 也 因 这 两

大要素 的 高度聚合而得 到巩 固
， 得 以成功应对来 自 国

内 与 国 际 的 双重挑战 。

［ 关键词 ］ 瓦哈比派 威斯特伐 利 亚体 系 伊斯

兰朝觐 麦加 合法性

当代沙特阿拉伯 王 国的建 国 与 独立 ，
与伊本 ？ 沙特 国王

的审时度势有着密切关联。 伊本 ？ 沙特的祖先创建 了第一和

第二沙特王 国 ， 盛极一时 。 他野心勃勃
，
不但努力恢复家族

的王权荣耀
，
还在新一轮建 国大业 中审时度势

，
与笃信伊斯

兰瓦哈比主义 的谢赫家族开展政教结盟和血缘联姻 。 在 与大

英帝国及希贾兹王 国 的三边关系 中 ，
他孤立英国 、 吞并希贾

兹 ， 最终废除 了与英国 的不平等条约 ， 使沙特王国获得独立 。

第三沙特王 国是少数几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获

得独立身份与主权地位 的 中东 国 家 。 纵观伊本 ？ 沙特的征 战

史 ， 将伊斯兰圣城麦加纳人王 国 的版 图
，
对于沙特乃至整个

伊斯兰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 的影 响 。 谢赫家族主导的 瓦哈 比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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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将宗教与政治相结合
，
有着征服麦加并将其瓦哈 比化的

强烈意愿 ，
对掌控 麦加 的圣裔构成 了宗教挑战 。 另

一方面 ，

希贾兹王 国作为独立主权 国家 出 席了 巴黎和会 ，
而此时 ， 沙

特王室领导的纳季德王 国仍处于英 国保护下 的半独立状态 。

麦加是希贾兹王 国 的首都
，
若能攻而克之

，
对于最终消 灭希

贾兹王 国 的主权无 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 总而言之 ， 伊本 ？ 沙

特国王游走于瓦哈 比主义与主权原则所发轫 的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之间 ，
而这种双重合法性的 契合点便在于圣城麦加 。 此

后数十载
，
作为

“

伊斯兰盟主
”

的沙特 因 麦加 和朝觐问题遭

遇来 自伊斯兰世界与 国 际社会的多重挑战 ，
但沙特毫不妥协。

其原 因在于 ，
对麦 加 的控制关乎王室乃 至 国家 的存亡 。 瓦哈

比主义是沙特王室对内 合法性 的主要来 源 ， 而融人现代 国 际

体系 、 获取主权 国家 的外壳则是沙特王 国对外合法性 的 主要

来源 。 哈瓦 比教派不可失 去作为全球穆斯林精神 中心 的麦加 ，

沙特王 国不可失去作为其领土组成部分 的麦加 。 圣城麦加 与

领土麦加构成了沙特王室统治合法性的两个面 向 。

－

、
１ ９２４ 年 春 衿 羡＞ ：

？

：少 旖 秘 入现 代 阌 择 （本 系

边 唸 沉 认 派 令 球 ＃ 粢的 岌 知

从本质上来看 ，
阿拉伯半 岛 是一个部落社会 。 这一特征

即使在当今时代也没有根本性 的改变 。
１ ９０ １ 年

，
伊本 ？

沙特

在流亡科威特 １ 〇 年后 ， 征服了 利雅得 。 这是他恢复家族荣光

的首次尝试 ，
后被视为现代沙特王 国 的建国 开端 。 伊本 ？ 沙

特所要面对的 ， 是 ２０ 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

和强 国 角力 。 英 国势力 已 渗透至波斯湾沿岸 诸多部落 ， 许多
１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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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依附于奥斯曼帝国 或英 国
， 以及名 义上 臣服于奥斯曼帝

国 的希贾兹王 国 。 该王 国 自 １ ０ 世纪 以来便 由 哈希姆家族统

治 。 至于阿拉伯半岛 中 部的纳季德地区 ，
从未被奥斯曼帝 国

直接统治过 。 纳季德地区物产贫瘠 、 交通不便 ， 恶劣 的环境

条件使其被奥斯曼帝国 和英国 所忽 视 。 这就为伊本 ？ 沙特最

终统一纳季德提供了契机 。 他 以征服利雅得为开端
，
逐步将

敌对的拉西德家族所统治 的地区纳人 自 己 的版图 。

自 １ ６４８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 ， 以现代主权 国家

为基本单元 的现代 国 际体 系开始在欧洲形成 ， 并 向 外扩散 。

由于毗邻欧洲 且与之有着多元往来
，
奥斯曼帝 国 也被纳 人现

代 国际体系 之中 。 即便如此
，
只 是在处理与欧洲 国家及美 国

的关系 时 ，
奥斯曼帝国 才会 以 主权国家的身份 出 现 。 奥斯曼

帝国在处理内 部事务
，
尤其是治理偏远的 阿拉伯半岛及北非

地区时 ， 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的帝 国属性 ： 这些地 区的实 际统

治者与奥斯曼帝 国苏丹之间 仅为名 义上的 臣服和隶属关系 。

他们往往将 自 己视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 领导者 ，
对于 自 身以

及奥斯曼帝国 的认知 缺乏现代主权 国家观念。
２０ 世纪初 ， 奥

斯曼帝国遭遇深重的统治危机
，
西方殖 民大 国 的崛起不断冲

击着奥斯曼帝国 的势力范 围 。 奥斯曼帝 国不再是历史上让欧

洲 闻风丧胆 的强 国
，
而沦为

“

欧洲 病 夫
”

和
“

西亚病夫
”

。

为了救亡图存 ， 奥斯曼帝 国逐步将视线转向 西亚 地区 。 为 了

加强对当地尤其是圣城麦加与麦地那的 实际控制 ， 奥斯曼帝

国在德意志帝 国 的支持下
，
开始建设希贾兹铁路 。 这条铁路

连贯诸多西亚城镇 ， 并最终通往麦地那与麦加 。

“

多亏 了 巴格

达铁路与希贾兹铁路 ， 德 国人坚信他们可以与结盟的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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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起包抄在印度与埃及 的英 国人 。 奥斯曼帝 国的统治者

身兼苏丹与哈里发两职 ，
当苏丹深陷 国家主权危机时 ， 哈里

发则力 图打通大马士革与麦加之间 的铁路连接 。 其 目 的在于 ，

以提升政权宗教合法性的手段巩固摇摇欲坠 的苏丹世俗政权 。

正 因如此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 奥斯曼帝 国解体之前的

这段时间里 ， 沙特王室的 目标主要为恢复家族 的传统控制 区 。

此时 ， 由 于奥斯曼帝国 强化了 对希贾兹的控制 ， 沙特王室暂

时不敢染指麦加 。 但沙特王室也注意 到 ， 英国 、 希贾兹王国

以及铁路沿线的贝 都因部落都极为抵触奥斯曼帝 国 的铁路计

划 ， 甚至不惜发动暴力袭击 。 例如 ，

“

１ ９ １ ６ 年 ６ 月 ９ 日
， 侯赛

因 的儿子费萨尔与 阿里切断了 麦地那附近的铁路 ，
并且在次

日 ， 土耳其人在整个希贾兹都遭到袭击 。

”？

１ ９ １ ３ 年
，
伊本 ？ 沙特利 用奥斯曼帝国 在意土 战争 中的劣

势 以 及从阿拉伯半 岛抽调军队赴欧洲前线的有利 时机攻克 了

哈萨 ， 其统治区随之触及海湾沿岸 。 伊本 ？ 沙特不仅察觉到

英国对于海湾沿岸地区 的觊觎和关切 ， 对奥斯曼帝 国 的衰颓

之势亦了 如指掌 。
１ ９ １ ４ 年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奥斯曼帝

国被卷人战争之中 。 伊本 ？ 沙特开始攻 城略地 ， 并借英 国 势

力抗击脆弱的 奥斯曼帝 国 。
１ ９ １ ５ 年

，
他虚与委蛇 ， 与英 国 达

成 《 达林条约 》 ， 使得纳季德正式处 于英 国 的
“

保护
”

之下 。

这也标志着伊本 ？ 沙特与奥斯曼帝 国 的 正式决裂 。 随着伊本

？ 沙特不断壮大 ， 阿拉伯 半 岛上 出 现 了 沙特王室 、 哈希姆家

族 、 拉西德家族
“

三足鼎立
”

的新局面 。
１ ９ １ ６ 年的 阿拉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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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给予奥斯曼帝国 致命一击 ，
在英国 的帮助下 ，

麦加谢里

夫候赛因 ？ 伊本 ？ 阿里驱逐 了奥斯曼军 队 ， 并建立起 以麦加

为首都的希贾兹王 国 。 候赛因
？ 伊本 ？ 阿里成为麦加的 唯一

统治者
，
由此开启 了一个新时代 。 正是 由 于麦加 的伊斯兰圣

城地位 ， 其归属之变化必然会产生政治影响 。

一方面
，
作 为

圣裔的候赛 因
？ 伊本 ？ 阿里试 图 以 圣城为 中 心成为

“

阿拉伯

之王
”

， 但他 自 立为王 的行为没能获得协约 国 的承认 。 因 为 ，

对于奥斯曼帝 国 的领土分割 ， 协约 国有着不 同 的考虑 。 另一

方面
，
失去麦加后

，
奥斯曼帝 国政权的宗教合法性遭受 巨 大

削弱 。 失去圣地使得
“

哈里发
”

头衔失去了 内 核与意义
，
从

而为凯末尔将军于 １ ９ ２４ 年废除哈里发制度提供了契机 。 即便

如此 ， 候赛因仍试图从凯末尔手中接过
“

哈里发
”
一职 ，

“

他

渴望哈里发国 ， 但没有抓住它 。 这使得他得以 幸免 ， 被视为

合法性权威的一个篡位者 。

”
？

凯末尔领导的共和革命将奥斯曼帝 国 彻底改造成一个拥

有绝对 主权的 欧洲 民族 国家——土耳其共和 国 。 受此 影响
，

伊本 ？ 沙特对 自 身 的 角色定位也发生 了改变 。 他开始从一个

努力恢复祖先荣耀的部落首领 ， 转变为谋求国 际承认 的独立

主权国 家领导人 。 此时 ， 希贾兹王 国是伊本 ？ 沙特在阿拉伯

半岛上的唯一劲敌 。 伊本 ？ 沙特之所 以 尊重英 国在海湾沿岸

诸多部落的利 益 ，
其关键原 因在于 ， 这些地方的实力难 以 与

伊本 ？

沙特 匹敌 。 伊本 ？ 沙特渴望夺 回麦加 ， 不仅是 因 为其

祖先曾 统治该城 ，
还因 为希贾兹王 国 已经在巴 黎和会上先行

获得了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 国家主权与独立地位 。 相 比之下 ，

伊本 ？ 沙特的纳季德仅为英国保护地
，
未能取得 国 际合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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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 由 于缺失主权身份 ，
外加 国际体 系参与 度严重不足 ，

伊

本 ？ 沙特在与希贾兹王 国 的博弈中 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战胜

希贾兹王 国 、 统一阿拉伯半 岛 的关键在于麦加 ， 因 为该城作

为首都关乎希贾兹王 国 的存亡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协

约 国忙于武力干涉土耳其共和 国 ，
无暇他顾 。 伊本 ？ 沙特利

用这一时机 ， 于 １ ９ ２ １ 年建立纳季德苏丹国
，
向希贾兹持续扩

张 。
１ ９２４ 年 ， 希贾兹王 国首都麦加被伊本 ？ 沙特攻克 。 这不

仅意味着作 为 主权国家 的希贾兹王国濒 临覆灭 ，
也意味着

，

伊本 ？ 沙特终于将 自 己 的王 国领 人 了威斯特伐利 亚体 系 的

大 门 。

伊本 ？

沙特虽然是一个 旧 式的部落领袖 ， 但他在建 国过

程中 亲身经历 了英德殖 民大帝 国对阿拉伯半 岛 的争夺
，
也见

证了母国奥斯曼帝 国 的解体与欧化转型 。 沙特 的对手希贾兹

王 国积极参与奠定 战后 国际秩序 的 巴 黎和会 ， 英法 则通 过

１ ９ １ ６ 年 《 塞克斯一皮克特协议 》
， 人 为制造 出伊拉 克等 国 。

在这些重大事件的耳濡 目染之下
，
他深谙现代国 际关系 的 原

则 与规范 ， 在大国之间进退 自 如 、 游刃有余 。 更为关键的是 ，

伊本 ？ 沙特所谋求创建的 ， 是一个披着主权外衣 的部落聚合

体。 他深知阿拉伯半 岛 内外有别
，
开始利用西方世界 的规范

与原则参与大 国外交 。 这种高 明 的政治手腕在 同 时代 的阿拉

伯领袖 中极为罕见 ，
是沙特成为 中东地区少数几个独立主权

国 家的根本原 因 。 当然 ， 沙特 的成功也离不开有利 的外部环

境 。

一方面
，
英法等 国 在大战结束后 忙于瓜分奥斯曼帝 国 的

西亚北非地盘
，
凯末尔则奉行与阿拉伯世界脱钩 的政策 。 另

一方面 ， 由奥斯曼帝 国建设 的希贾兹铁路基本处于废弃状态 ，

不堪使用 。 因此 ， 大 国对 希贾兹 的干涉在战 略上 力 不从心 ，

在战术上也困难重重 。
１ ９２４ 年

，
纳季德苏丹 国一举攻克麦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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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 的反制措施仅限于停止经济援助 。 此前 ， 希贾兹 国王

侯赛因凭借封
“

阿拉伯之王
”

之举 ， 挑战 了殖 民大国在阿拉

伯世界的统治 ，
却也令该王 国 陷入某种程度 的合法性危机 。

而伊本 ？ 沙特的 目 标则相 当 明确 ， 那就是统一纳季德 、 希贾

兹及附属地区 。 与伊本 ？ 沙特相 比 ， 侯赛因更像一个潜在的

国际秩序挑战者 。
１ ９２６ 年 １ 月

，
伊本 ？ 沙特在麦加就任希贾

兹国王 。
１ ９２ ７ 年 １ 月 ，

他将纳 季德苏丹 国改为纳季德王 国 。

１ ９２７ 年 ５ 月
，
伊本 ？ 沙特与英 国 签订 《 吉达条 约 》

，
希 贾兹

王国与纳季德王国正式合并为希贾兹兼纳季德王 国 。 《 吉达条

约 》 保障了 沙特 的独立地位 ，
赋予伊本 ？ 沙特对希贾兹地区

的 主权 ， 标志着希贾兹王 国 的彻底覆灭 。

“

阿拉伯 的劳伦斯
”

（
Ｔ

．
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 在阿拉伯 民族大起义爆发时曾 呼吁 ，

“

当土

耳其战败的时候 ，
各战胜 国可 以依据条约从苏丹那里获取麦

地那 ，
并将其赋予侯赛因 ， 伴 随着希贾兹 的法律主权一道 ，

作为对他忠实服务的奖励 。

” ？ 然而 ， 仅仅 １ 〇 年不到
，
希贾兹

王 国便江山易主
，
这与侯赛因抗议 《 贝 尔福宣言 》 、 拒绝批准

《凡尔赛和约 》 有着莫大关联 。 伊本 ？ 沙特则根本不触碰这些

问题
，
从而避免了 与英法列强发生正面 冲突 。

１ ９３ ２ 年 ， 希贾

兹与纳季德王 国 和哈萨 、 盖提夫等地合并 ， 沙特阿拉伯王 国

正式成立 。

与伊本 ？ 沙特有所不 同 ，
与其结盟 的谢赫家族掌握着哈

瓦 比教权 。 历史上 ，
瓦哈 比派 曾统 治过麦加 。 因 此

，
瓦 哈 比

派将夺回麦加视为 其宗教使命 。 根据传统 ， 麦加宗教领袖 由

圣裔担任 ， 享有极大的宗教 自 主权。
１ ９０ ８ 年 ， 侯赛因被奥斯

曼政府册封为麦加大谢里夫 。 在很长
一

段时间 内 ， 麦加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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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比与威斯特伐利亚 ： 沙特对圣城麦加的合法性建构

教 、 政治与经济生态与纳季德大相径庭 ， 其 中充斥着城市定

居民与游牧 民之间 的文 明碰撞 。 麦加被视为宗教之城与文化

之城 ， 各 国穆斯林借朝觐之机前往此地或定居于此 ， 其文化

具有开放与 多元的 色彩 ，
经济方式则 以 服务朝觐者为主 。 而

纳季德的居 民则 以 贝 都 因部落为主
，
民 风粗矿散漫 。 正是在

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
瓦哈 比派得 以滋生 。 瓦 哈 比主义针对阿

拉伯半岛 以及奥斯曼帝 国的诸多 问题 ， 从革新教义的角 度针

砭时弊 。 根据瓦 哈 比 的 观点 ， 诸 多奢靡 、 腐败 、 崇 拜圣徒 、

劫掠朝觐者 、 商业盘剥 、 饮酒作乐等做法背离 了伊斯兰 的原

则 ， 而净化社会的方法便是回 到伊斯兰创教 的 最初状态 ， 建

立一个只遵循 《古兰经 》 与圣训且严格奉行
“

认 主独一
”

原

则的理想伊斯兰社会 。 此外 ， 瓦哈 比主义还带有强烈 的阿拉

伯 民族主义色彩
，
反对奥斯曼帝 国 的统治

，
尤其排斥 由 奥斯

曼帝国 苏丹所兼任的 哈里发 。 瓦哈 比派 的开创 者为穆罕默德

？ 伊本 ？ 阿 卜杜勒 ？ 瓦哈 卜 。 他在 １ ８ 世纪末传教之初
，
便与

沙特家族结成联盟 ， 并 由 此开始反抗奥斯曼帝 国 的统治 。 以

这一联盟 为 基础 ，
历史上 的第 一和第二沙特 王 国 相继建立 。

１ ８０５ 年 ， 瓦哈比派首次攻克圣城麦加 与麦地那
，
极大增强 了

其宗教 自 信 。

“

沙特埃米尔大胆谴责奧斯曼苏丹
，
并质疑他 自

称为 哈里发 和希贾兹圣城守卫者 的 合法性 （
ｖａ ｌｉｄ ｉ ｔｙ ） 。 事实

上
，
瓦哈 比派阻止其为那些谋求年度性朝觐而走上前往麦加

之路的朝觐者的 巨 大旅队提供保护长达十 年 。

” ？ 在 瓦哈 比派

看来
，
麦加与麦地那是伊斯兰教兴起与壮大之地

，
控制圣城

便拥有了 同伊斯坦布尔 的哈里发争夺宗教领导权的 资本 。 当

奥斯曼帝 国剿灭第一和第二沙特王 国后 ，
瓦 哈 比派与 沙特家

①Ｅ ｌ ｉ ｚａｂｅ ｔｈＳ ｉｒｒｉ
ｙ
ｅｈ

，

“

Ｗａｈｈａｂ ｉｓ
，
Ｕｎｂｅ ｌｉｅｖ 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 ｆ Ｅ ｘｃ ｌｕｓｉ ｖｉｓｍ

，

’ ’

：

Ｂｒ
ｉｔ ｉｓｈ，Ｓｏ ｃｉｅ ｔ

ｙ ｆ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
ｔ
ｅｒｎ Ｓｔ ｕｄｉｅ ｓ

，
ｖ ｏＬ １ ６

， ｎｏ． ２（
１ ９８９

）
，ｐ

． １ ２３ ．



宗教与美国社会


族被迫流亡 ， 在英 国保护下 的科威特积蓄力量 。 自 １ ９０ １ 年

起
，
在瓦哈 比派的再度支持下

，
伊本 ？ 沙特开启 新一轮建 国

实践 。 瓦 哈 比 派也将夺 回 圣 地视为其 自 身 发展壮大 的关键

步骤 。

此时 ，
瓦哈 比派 的宗教合法性并非不受挑战 。 由 奥斯曼

帝国苏丹所兼任 的哈里发和奥斯曼政府任命 的麦加大谢里夫

都是瓦哈 比派的有力对手 ，
后者的威胁性尤甚 。 自 侯赛 因于

１９ ０ ８ 年就任麦加大谢里夫以来 ， 他一方面臣服于奥斯曼帝 国
，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对英关系 。 侯赛因深知 ， 纳季德 的瓦哈比

派对麦加觊觎 已 久 ， 因 而十分警觉 。 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
，

奥斯曼帝 国 战败解体 ，
侯赛 因用武力驱逐了 土耳其人 ， 并 以

麦加为首都建立 了 独立 的希贾兹王 国 。 侯赛 因在建国一事上

颇为顺利 ， 却在宗教事务上遭遇 了挑 战 。
１ ９ １ ６ 年阿拉伯起义

爆发后 ， 奥斯曼帝 国于 同年 ７ 月 任命阿里 ？ 海答尔帕夏为新

的麦加大谢里夫 。 但侯赛因拒绝服从 ，
把持大谢里夫一职不

肯放手 。
１ ９ １ ７ 年 ３ 月 ， 阿里 ？ 海答尔离开希贾兹前往大马 士

革
，
其麦加大谢里夫头衔直到 １ ９ １ ９ 年才被奥斯曼帝国降 旨废

除 。 凯末尔革命后 ， 土耳其虽暂 时保 留 了 哈里发一职 ， 但 哈

里发的命运已 是朝不保夕 ，
其宗教权威亦受到 巨 大冲击 。 在

此情形下 ， 侯赛因在朝觐问题上与瓦哈 比派的纳季德矛盾不

断 。 他甚至拒绝纳季德人前往麦加朝觐 ， 引发瓦哈 比派 的强

烈不满 。
１ ９２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英 国在吉达 的代理人发现 ， 侯赛

因
“

完全拒绝接受通过陆路而来的纳季德朝觐者
”

，

“

他们的

瓦哈 比意识形态 ， 国 王声称 ，
极为可能使其敌人挑起 当地 的

暴乱 。

” ？
为 此 ， 英 国 驻 巴 格 达 的 政 治官 员 帕 西 ？ 考克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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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ｅｒｃ

ｙＣ
ｏｘ

） 爵士特意约见由英 国册封 的伊拉克国王侯赛

因之子费萨尔 。 费萨尔声称 ，
阿拉伯半 岛 的 紧张局势完全是

其父疯狂的固执所致 。 但他也希望
，
英 国人能说服伊本 ？ 沙

特
，
令其为 了伊斯兰教的整体利益而叫停纳季德人的圣地朝

觐 。 这种要求 自 然无法被纳季德方面所接受 。 最终 ，
英 国 提

出 了折中方案 ： 伊本 ？ 沙特应将朝觐人数减 到最少 ，
而侯赛

因则必须接受他们 。 按照侯赛 因 的条件
，
伊本 ？ 沙特同 意仅

派 出城镇居民作为朝觐者 ， 而非狂热 的部落 民 。
１ ９２ 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１ ８００ 名 纳 季德朝觐者抵达麦加 ， 大部分为城镇居 民 ，

其中 １ ００ 人被武装起来并 高举 瓦哈 比旗帜 ，
但侯赛 因对此视

而不见 。

？１ ９２３ 年 ， 协约 国与土耳其达成 《洛桑条约 》
，
土耳

其的国 际处境有 了 巨大改善 。 凯末尔开始着手废除奥斯曼帝

国 的残余象征以及其西化道路的阻碍
——哈里发 制度 。

１ ９２４

年 ３ 月 ， 土耳其正式废 除哈里发职务
，
伊斯 兰教尤其是逊尼

派延续 了 １ ３００ 余年的宗教领袖从此不复存在 。 作为麦加大谢

里夫和希贾兹国 王 ， 侯赛因利用 此契机 自 封为新 任哈里发 ，

但没有获得伊斯兰世界乃至 国 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 侯赛因建

立哈里发 国 的梦想 由来已久 ，

“

获得哈里发国 的渴望在其发动

起义抗击奥斯曼人 的抉择 中扮演 了关键作用 。 如果侯赛因拥

有 了它
，
他进行反叛不仅仅 是为 了 建立一个希贾兹王 国 ，

也

不单单是一个大的 阿拉伯 国 家 ，
而是建立一个替代 的伊斯 兰

政体 ， 在哈希姆家族领导下 的阿拉伯 人将会在里面获得他们

合法 的地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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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被废除后
，
瓦哈 比派的传播障碍大为减少 。 但是 ，

侯赛 因 自封哈里发的行为 引来 瓦哈 比派的不满 。 与奧斯曼帝

国 的哈里发一样 ， 瓦哈 比派也不属于哈希姆家族后裔 。 因此 ，

对于哈里发一职 回到 哈希姆家族可能产生的宗教挑 战 ， 瓦哈

比派始终保持警惕 。 此后不久 ，
瓦哈比派于 １ ９ ２４ 年 １ ０ 月 攻

克麦加 ，
１ ２ 月 攻克麦地那 。 在麦加沦陷前夕 ， 侯赛 因将王位

和麦加大谢里夫职位传于长子阿里 ？ 伊本 ？ 侯赛 因
， 自 己 随

之逃亡塞浦路斯
，
并最终前往其子阿 卜 杜拉担任 国 王的外约

旦定居 。 在此期间 ， 他仍保 留 所谓
“

哈里发
”

头衔直至 １ ９ ３ １

年去世 。
１ ９２５ 年底 ， 希贾兹被瓦哈 比派彻底征服 。 阿里

？ 伊

本 ？ 侯赛 因逃往 巴格达 ， 其麦加大谢里夫职位从此失 去实质

意义
，
国王王位 则被伊本 ？ 沙特 获取 。 自 １ ９ ２４ 年攻 占 麦加

后
，
瓦哈比派再无对手 ，

随即获得新生 。 在瓦哈 比派 的全力

支持下 ， 沙特阿拉伯坐拥麦加 ，
以

“

伊斯兰盟主
”

的 身份参

与国际关系
，
并利用瓦哈 比主义改造朝觐 、 改造麦加 。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 ， 作为沙特支柱产业的朝觐经济受到
“

大萧条
”

的

猛烈冲击
，
沙特开始转 向 石油 经济 。 第 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

沙特的石油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 。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 沙特逐步

收 回石油主权 ，
国力进一步增 强 。 沙特以 巨额石油美元为后

盾 ， 大力推进瓦 哈 比主义 的全球传播 ，
同时积极提升朝觐接

待能力 。 沙特不仅是 Ｇ２０ 成员 国 中唯一 的阿拉伯 国家 ，
还与

土耳其一道 ， 成为 Ｇ２０ 中仅有 的两个伊斯兰 国家 。 瓦哈 比派

虽然只是伊斯兰 教逊尼派 的细小分支 ， 却得益于麦加 的 至圣

地位和沙特王 国 的实力增 长 ， 从伊斯兰教 的边缘走 向 核心 ，

从弱势走 向强势 。 综上所述 ，
１ ９２４ 年是瓦哈 比派走上全球扩

张之路的发轫之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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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１ ９ ７９ 年 爰傘 禁 寿 事 鳟 ： 沙旖 砷銘 后 对

滅斯 旖 ６（ 利 晏 的
“

索 教？ 弗
”

当伊本 ？ 沙特与瓦哈 比派联合夺 回麦加后 ，
该城成 为沙

特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不仅如此 ， 麦加还凭借其

圣城地位和年度朝觐活动 ，
成为瓦 哈 比派发展 国际影 响力 的

大本营 。 此后数十年
，
沙特 国家的 主权利益与瓦哈 比派 的宗

教利益共 同聚焦于麦加 ， 这也与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的
“

去宗

教化
”

本质相契合 。 现代 国际体系起源于三 十年战争后 的 欧

洲 。 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 围绕神圣罗 马帝 国 的继承问题征

战 了
３０ 年

， 最后 以 新教获得合法地位而告终 。 在欧洲 历史

上
， 这场战 争 以其伤亡 之惨烈 、 时 间之持久 、 交战 国 之多

，

直接导致 了世俗民 族国 家的兴起 。 战后 ， 作为冲突根源 的宗

教事务开始在欧洲 国 际关系 中
“

去魅
”

。 《威斯特伐利亚合

约 》 以三十年战争 的经验教训为基础 ，
梳理 出新的 国 际关系

理念并加 以规范化 。 欧洲 列 强 向域外殖民扩张的历程 ，
也是

现代 国 际关系规范走 向世界的过程 。 虽然在现实利益 的裹挟

下
，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冲突不断 ， 但两者 皆 为天启 宗教 ， 理

念上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 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发源于基督教的

欧洲 ， 但其
“

宗教祛魅
”

的精神 内 核在伊斯兰世界亦颇有市

场 。 坐拥两大伊斯兰圣城的希贾兹王 国便 以 战胜国身份 出席

巴黎和会
，
成为阿拉伯历史上首个真正的独立主权 国家 。 吞

并希贾兹王 国后
，
伊本 ？ 沙特并未立即将 其与纳季德合并 ，

而是以纳季德苏丹 的身份兼任希贾兹国 王 。 此举不仅有利于

平稳过渡 ，
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 伊本 ？ 沙特善于从现代 国

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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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 的视角来思考希贾兹王 国 的 国际身份与地位 。 两个王

国合并 以后
，
保守的瓦哈 比派并 未反对伊本 ？ 沙特的对英外

交
，
同时接受了新王 国 的主权身份 。 瓦哈 比 以麦加 为大本营 ，

其宗教挑战主要针对其他教派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
，
冷战接踵而至

， 东西方 的两

极格局在宗教上被解读为无神论与有神论之战 。 从这个角 度

出发
，
沙特等保守伊斯兰宗教大 国纷纷与基督教西方结盟 ，

与之相对
，
大力推进世俗化与社会 主义的 中 东 国家则偏 向苏

联 。 这在事实上反映出 宗教对现代 国 际体系 的
“

复仇
”

。

“

冷

战结束后 ，

一方面 ， 该体系所确立 的主权 国家基本单元地位

进一步受到挑战
， 超国家行为体 、 次国家行为体参与 国际关

系 的领域和深度都有前所未有 的提升
； 另

一方面 ， 该体系所

确立的
‘

去宗教化
’

及其异化
‘

去神学化
’

，
正遭遇宗教全

球复兴的挑战 ， 宗教信徒 、 宗教 团体 、 宗教国 际组织等在 国

际关系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影响力 。

” ①
即便如 此

， 从现代

国际关系 的整体格局来看 ， 在 自 １ ６４ ８ 年以来 的 ３００ 余年内 ，

宗教一直在国际关系 中处于一种
“

韬光养晦
”

的状态 。 这种

状况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

宗教在 当代 国际关系 中从
‘

韬光养晦
’

到
‘

显 山露水
’

，
可 以追溯到上世纪 ６０ 年代 。 其

中
，

１ ９６ 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可 以说是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重

要转折点 。 这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阿拉伯世界世俗 民

族主义的失败和宗教 民族主义的崛起 。

” ②
这一事实也引 发 了

对现代国 际体系中 的宗教合法性问题 的思考 ， 对于沙特而言 ，

反思尤为必要 。 美苏在 中东 的争夺 以及代理人战争 的加剧 、

①钮松 ：

“

超越 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一国际体系 中的 宗教 合法性 问题
”

，
载 《 中 国

社会科学报 》 ，
２０ １ ２ 年 ９ 月 １ ３ 日 。

② 徐以骅 ：

“

宗教在 １９７９
”

， 载 《 中国 民族报 》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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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在 巴 以 问题上的分歧 与 内耗 、 作为伊斯兰第 三圣

地的耶路撒冷被 以色列完全控制 、 国 内什叶 派势力 的蠢蠢 欲

动 ， 这些危机都引起 了沙特王室和瓦哈 比派的高度警觉 ，
而

１ ９ ７９ 年的麦加禁寺事件不仅成为沙特 内政与外交 的重要转折

点 ，
也是整个 １ ９ ７９ 年国 际涉教重大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 。 因

此
，

“

宗教在 当 代 国际关系 上真正
‘

登堂人室
’

的年份 是

１ ９７９ 年 。 该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 、 目不暇接的政治 、

社会和宗教事件
，
意义十分深远

”

，

“

全球
‘

宗教反叛
’

并非

始于 １ ９７９ 年 ， 但 １ ９７９ 年肯定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 。

” ①

１ ９７９ 年 １ 月 １ ６ 日
，
在经历 了几乎一年的示威与激烈抗议

活动之后 ， 伊朗 巴列 维 国 王 以世俗化为基 础 的
“

白色革命
”

彻底失败
，
其本人也流亡海外 。 就在巴列 维国 王出走后不久 ，

中 国副总理邓小平于 １ 月 ２８ 日 （ 中 国农历大年初一 ） 抵达美

国 ， 开启 了被称为
“

旋风九 日
”

的访美活动 。 在邓小平访美

期 间 ， 流亡海外多年的大阿亚 图拉霍梅尼于 ２ 月 １ 日 从法国飞

回伊朗接管 国家权力 。 邓小平 的赴美访问 除 了改善 中美政府

关系
，
还就美方关心 的 《圣经 》 印刷和 开展 自 主宗教活动作

出 了积极回 应 。 基督教成为后传教时代中美关系 中不可忽视

的
一股力量 。 不仅如此

，
邓 小平还 向卡特总统传话 ， 期望 以

恢复朝觐为突破 口
，
试图发展对沙关系 。

４ 月 １ 日 ， 伊朗伊斯

兰共和 国正式成立 。 伊朗 局势 的急速逆转震惊 了 国际社会 ，

一种宗教与现代 国 际关系准则相糅合 的新的神权政体开始出

现在 国际舞 台之上 。

一夜之间 ， 伊 朗 已 不再是那个 高度世俗

化的 中东亲美君主 国
， 这一突变让美 国无所适从 。

４ 月 ８ 日 ，

宁波百年堂成为
“

文革
”

后 中 国 大陆第一个 开放 的教堂 。 ６

①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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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美国基督教宗教新右翼的代表
“

道德多数派
”

正式成立 。

几乎与此同时 ，
６ 月 ２ 至 １ ０ 日

， 教皇若望 ？ 保禄二世 回 到其

母 国波兰 ，
展开了 另

一场
“

旋风九 日
”

， 被视为东欧剧变的开

端 。
７ 月 １ ６ 日

，
萨达姆当选伊拉克总统 。

一年后
，
他将与海

湾君主国结盟
，
共同抵御伊 朗 的伊斯兰革命输 出 。 中 国宗教

公共外交也得到大力 推进 ：
８ 月 ２ ５ 日 至 ９ 月 ９ 日 ， 中 国宗教

代表团出席第三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 ；
１ ０ 月 ３ １ 日

，

“

文革
”

后的首个 中 国大陆穆斯林朝觐 团在安士伟阿訇 的带领下前往

麦加朝觐 ， 中沙民 间交流正式得到恢复 。
１ １ 月 １ 日

，
经伊朗

“

专家会议
”

确认 ， 霍梅尼担任第一任法基赫系统领袖 ，
正式

成为伊朗的最高首脑 。 与此同时
，
他称美国 为

“

撒旦
”

，
其挑

衅姿态溢于言表 。
１ １ 月 ４ 日

， 美 国驻伊 朗大使馆被 占领 ， 伊

朗人质危机爆发 。 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斡旋下 ，
５ 名女性和

８ 名非洲裔人质于 １ １ 月 １ ９ 至 ２０ 日 被释放 ， 他们被称为
“

幸

运十三
”

。 就在包括 中 国公民在 内 的全世界朝觐者齐聚沙特 、

开展宗教活 动之时
，

１ １ 月 ２０ 日 （ 伊斯 兰 历 １４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 宗教极端主义武装分子 占领了 麦加大清真寺 ，
并劫持各

国朝觐者作为人质 。 直到 １ ２ 月 初
，
经过瓦哈 比派

“

法特瓦
”

的许可
，
沙特武装力 量开赴现场解救 ，

人质危机方才平息 。

此事引 起了沙特青年富商本 ？ 拉登的共鸣 。
１ ２ 月 ２５ 日 圣诞节

过后 ， 苏联军队开始入侵阿富汗 ， 企 图颠覆当地政权 ， 从而

激起 了长达十年的全球伊斯兰圣战士 的抗苏战争 。 在此期 间 ，

本 ？ 拉登开始资助阿富汗游击 队 。 十年的 阿富汗 战争拖垮 了

苏联 ，
也壮大了 以

“

基地
”

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 主义 和

恐怖主义势力 。 总 而言之 ，

１ ９ ７９ 年关乎宗教在 国际关系 中 的

“

登堂入室
”

， 如新的 国际行为体的 出现 、 宗教极端主义 的暴

力化 、 宗教公共外交 的崛 起 。 正是受到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思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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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与制度的影响 ，
在麦加禁寺事件 中 ，

沙特逊尼派极端主义

力量提 出 了推 翻王 室 和瓦哈 比派乌 里玛 阶层 的统治 、 建立

“

马赫迪 国
”

的政治蓝 图 。 沙特什叶派更是利用宗 教信仰分

歧 ， 反抗处于主 流地位 的逊尼派对国家的统治 。

麦加禁寺被 占事件的幕后指使者为 ４ ３ 岁 的沙特人朱海曼

．

乌泰比 （
Ｊｕｈａｙ

ｍａｎ ａｌ
－ Ｏ ｔａｙｂ

ｉ

） 。
１ ９３ ６ 年

，
朱海曼生 于卡西

姆省贝 都因部落 民组成 的
“

伊赫万
”

定居点 。 此时 ， 沙特王

国业 已成立 。 伊本 ？ 沙特的建 国与 独 立离不 开英国 的 支持 。

因此 ， 在 ２０ 世纪 ２ ０ 年代末出 现了
“

伊赫万
”

的 叛乱 ， 其矛

头直指沙特王室和 哈瓦 比 派乌里玛 阶层 。 叛乱分子认为他们

投靠英国人
，
背离 了伊斯兰

，
这场叛乱直到 １ ９ ３ ０ 年才被镇压

下去 。 朱海曼的父亲 、 祖父以及其他亲戚均参加了
“

伊赫万
”

叛乱 。
１ ９５ ５

—

１ ９７ ３ 年 ， 朱海曼在沙特王室 的 心腹武装——国

民卫队中 服役 。 退役 之后
，
他前往麦地那 ， 深受 萨拉 菲学 者

阿 卜杜 ？ 阿齐兹 ？ 伊本 ？ 巴兹的影响 。 除 了家族的
“

伊赫万
”

反叛背景 以及 自 身的宗教修养外
，
整个国 际关系 中 的

“

宗教

回 归
”

，
尤其是伊朗伊斯 兰革命 的成功 、 沙特王室与

“

异 教

徒
”

美国 的结盟 ， 都对朱海曼产生 了 不可估量 的影响 。 他 既

反对沙特王室 ， 又反对瓦哈 比乌里 玛的王权和教权 ， 甚 至反

对现代科技产品
，
其理念和做法与数十年前 的先辈如 出一辙 ，

唯一的 区别在于 ，
其影响更加 国 际化 。 朱海曼大肆嘲讽瓦 哈

比派乌里玛 ：

“

他使用
‘

国 家伊斯兰
’

（ ｓｔａ ｔｅＩ ｓｌ ａｍ
） 这个词来

描绘某种局 面 ，
即 穆斯林接受一个异教徒 国家的统治 ， 并且

乌里玛向腐败的统治者提供忠诚 以换取荣誉与财富
”

，

“

朱海

曼 的许多思想可 以追溯到对伊赫万的怀恋 和对穆斯林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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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的 同情 。 他思想独 特的一个方面是其千禧年观 。

” ？ 朱海

曼率领数百名宗教极端分子 占领麦加禁寺后 ， 向被困在其 中

的各国穆斯林宣称 ， 其 ２７ 岁 的 内弟 穆罕默德 ？ 阿 卜 杜拉 ？ 卡

赫塔尼 已成为
“

马赫迪
”

。 此事引 发全球穆斯林乃至 国际社会

的高度关注 。 如何妥善 、 合法地消灭恐怖分子并夺 回麦加禁

寺
，
成为沙特所面临 的 巨 大挑战 。 粉碎朱海 曼及其追随者 的

“

马赫迪国
”

迷梦 ， 不仅有利于巩 固王室统治 、 维护沙特 的主

权完整 ，
也有利于瓦哈 比派 化被动为主动 ，

通过化解宗教合

法性危机而贏得伊斯兰世界的认可 。

朱海曼及其追随者携带着大量武器和 后勤补给 ， 可谓有

备而来 。 例如 ， 有人亲耳听到
“

大部分是苏联制造的 卡拉什

尼科夫突击步枪和 以色列生产 的乌兹冲锋枪
”

，

？ 但在沙特武

装力量面前实在不堪一击 。 虽然力 量羸弱 ， 但朱海曼的人 马

占据了至圣的麦加禁寺 ，
掌握着被 囚 朝觐者 的生杀大权

，
使

得沙特王室不敢贸然攻入 。

一方面
， 《古兰经 》 和圣训禁止在

麦加圣城 以及清真寺杀戮 ，
另一方面 ， 交火可能造成诸多人

质伤亡 。 事发后 ， 沙特王室面临来 自 全球穆斯林和 国际社会

的 巨大压力 。 麦加禁寺被 占领暴露 了沙特在维护圣地安全方

面存在着 巨大漏洞 ，
但麦地那先知寺 的幸免也得益于哈瓦 比

派领袖的及时应对危机 。 在麦加禁寺被 占不久 ，
负责两大圣

地事务的哈瓦 比 高级教士谢赫 ？ 纳赛尔 ？ 伊本 ？ 拉西德便接

到从禁寺逃 出 的伊 玛 目 伊本 ？ 苏 贝 尔 （
Ｉｂｎ Ｓｕｂｅｉｌ

） 的 电话
，

从而知晓 了此事 。 他被告知
，
现场传 出 了 枪声 。 与苏贝 尔通

①Ｄ ａｖ ｉｄＣｏｍｍｉ ｎｓ
，

７７ｉｅＶＴａＷｕｉ６ｉ Ｍｉｓｓ ｉｏｎａｎ ｔｉ Ｓａｉｔｄ ｉＡ ｒａ６ 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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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结束后 ，
伊本 ． 拉西德立刻致电王宫 ， 哈立德 国王闻 之倍

感震惊 ， 当即要求拉西德亲 自 上街 、 考察实情 。 拉西德发现
，

在禁寺南方
，
最接 近现场的是一个理发店 。 当 时通讯 尚不发

达 ， 拉西德便跑 回 办公室 。 在那里
，
他 刚好有 ２ 台 电话机 ，

一台用来接听事件最新进展 ，

一 台 向 国王汇报情况。 拉西德

此时意识到 ， 这些神秘反叛分子可能会对伊斯兰第二大圣地

麦地那 的先知寺 采取行动 。 他火速致电 麦地那的 当 地代表 ，

向后者发 出警告 。 此人立刻将拉西德的 预警转告 当地长官阿

卜杜穆赫辛 （
Ａｂｄｕ ｌｍｏｈｓ ｅｎ

）
王子

，
先知寺随 即被封锁 。

？ 此

举可谓不幸中 的万幸 ， 令沙特王室得 以集 中精力应对麦加 的

危局 。
一方面

，
沙特瞄 准 国 际社会 ， 博取阿拉伯一伊斯 兰世

界的舆论同情 ： 正在突尼斯召 开的 阿盟会议上各 与会 国
一致

谴责 了 麦加禁寺 占领事件 。 另
一方面 ， 沙特 瞄准 国 内

，
请求

瓦哈 比派高级教士发布
“

法特瓦
”

以 为 武力夺回禁寺提供宗

教合法性 。 法赫德 国王 召集伊本 ？ 巴 兹以 及包括伊本 ？ 拉西

德在内 的其他 ２ ９ 位高级乌里玛 ， 外加从禁寺逃 出 的伊玛 目伊

本 ？

苏 贝 尔等 ３ １ 人 ， 共 同前往利雅得 马扎尔皇宫 （
Ｍａａｚａｒ

）

商议此事 。 他们发布
“

法特瓦
”

， 谴责发生在圣地 的暴行并允

许沙特武力镇压 。 作为美 国 自 １ ９ ３０ 年以 来的盟友和全球主要

的石油输 出 国 ， 美 国也高度关注麦加禁寺事件 。 尽管伊朗 声

称美国是幕后黑手并诱发了 美国驻 巴基斯坦大使馆被焚事件
，

美国依然给予沙特强有力 的外交支持 。 不仅如此 ， 美 国还认

为
，
此事件与伊朗有关 。 事发第 二天 的 《纽 约时报 》 刊登 了

头版头条
——

《 占领麦加清真寺的武装人员 据信来 自 伊 朗 》 。

文章引用一位美 国官员 的 观点 ，
认为麦加事件 回应 了霍梅尼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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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教 旨主义穆斯林开展总起义
”

的号召 。 英国 与 以色列也与

美 国持 同样观点 。 麦加禁寺事件影响 了此后数十年西方对于

伊斯兰的态度 。

“

什叶派
，
由于霍梅尼对这些伊斯兰少数派 的

吸引力 ， 如今注定是美国 与西方 的天然敌人 。 多数派 的逊尼

派 ，
包括瓦哈 比狂热分子 ，

被默认为是温和 的
，
即便不是完

全的朋友 。

” ￥ 在法 国 国 家宪兵特勤队 （
ＷＧＮ

） 的帮助下 ，
经

过沙特和 巴基斯坦武装力量 的联合清剿 ， 禁寺最终于 １ ２ 月 ４

日 回到沙特手 中 。 纳伊夫王子在 电视新 闻 中通报 了 战果 ： 沙

特军方阵亡 ６０ 人、 受伤 ２０ ０ 人 。
７５ 名 叛乱者在禁寺 中被击

毙 、
１ ７０ 人被俘获 。 在被俘 的 ２ ３ 名妇女和儿童 中 ， 包括朱海

曼的妻子 ， 男性俘虏则包含埃及人 、 非洲人 、 巴基斯坦人和

沙特贝都 因人 。

一

周后 ，
纳伊夫王子在 电视上透露 ， 叛乱分

子总共死亡 １ １ ７ 人
，
朝觐者死亡 ２６ 人 。 可 以确定 国籍的有沙

特人 、 巴基斯坦人、 印 尼人、 印度人 、 埃及人和緬甸 人。 受

伤的有 １ １ ０ 人
， 包括 印 尼人 、 阿 富 汗人 、 尼 日 利 亚人和 美

国人 。

？

麦加禁寺事件对沙特 的 打击是沉重 的 。 此后
，
对于任何

利用圣城麦加 的特殊宗教地位或年度朝 觐之机 、 危害主权和

瓦哈比统治的行为 ， 沙特都保持高度警惕 。 沙特愈发对伊 朗

什叶派的激进外交感到忧虑 。 除 了全力 支持萨达姆抗击什叶

派革命输出 以外 ， 沙特与其他 ５ 个海 湾阿拉伯君主 国联合 自

强 ， 于 １ ９ ８ １ 年成立 了海湾合作委员会 ， 开启 了海湾地区一体

化的实践 。 在 国际关 系
“

宗教 回 归
”

的 大背景下 ， 教派 冲突

与 民族冲突构成了 沙特与伊朗之关 系的 两个面 向 。 朝觐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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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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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两国 矛盾的交汇点 ， 如 １ ９８７ 年伊朗朝觐冲突 、 ２０ １６ 年的

朝觐争端 ，
也是两 国关系改善的突破 口

，
如 ２００７ 年内贾德总

统受邀朝觐 。 沙特 的基本原则是 ： 在牢牢把握麦加城市建设

管理权和朝觐服务控制权的前提下 ， 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让

５７ 个成员 国适度参与 、 协商朝觐相关事务 。 换言之
，
沙特政

府在确保国家主权和瓦哈 比派优先地位的 同 时
，
在朝觐问题

上让渡了部分主权 ， 并对其他教派保持宽容 。 通过 １ ９７９ 年麦

加禁寺等一 系列事件 ，
沙特政府切身感受到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下的
“

宗教回 归
”

趋势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 沙特大

力推进以麦加 为核心 的 朝觐外交 ， 旨在以朝觐为纽带 、 吸纳

更多国家的穆斯林前往麦加 。 这在沙特迈 向后石油 时代的 大

背景下具有显著 的特殊 意义 。 受其影响 ，
许 多拥有大量穆斯

林的非伊斯兰 国家也开始大力推进 以朝觐为导 向 的宗教公共

外交。 得益于宗教在现代 国 际体系 中 的合法性不断提升
，
沙

特及有关国家的朝觐公共外交颇具成效
，
有望实现 良性互动 。

三 、 １ ９ ８ ７ 年 蔹 ；＾
“

铖 ＿？ 家
”

论 乌 （ｆ 斯 董 含〇

炒紳 ！ 畫 乌 芄 唸 比 派独 ｜ 羨

扣 、 ｉ 导 钥 艇的浴 ａ ？

自 １ ９７ ９ 年 以来 ， 战后 国际关系 的
“

宗教 回 归
”

趋势 日 益

明显 ，
而伊 朗什 叶派则 咄 咄逼人地向全球输 出革命 。 沙特与

伊朗的关系本来便带有民族与教派 的
“

新仇旧恨
”

， 此时更是

蒙上 了 阴影 。 沙特力挺伊拉克 ，
利用两伊战争抵御伊 朗在海

湾地区大肆兜售的什 叶派神权共和思想 ；
伊朗则 以年度朝觐

为契机 ， 大肆开展反美反 以 游行示威活动
，
并高举霍梅尼 画

１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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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 伊朗 的朝觐政治化遭到沙特 的强力抵制乃至镇压
，
这在

１ ９ ８７ 年伊朗朝觐事件上体现得尤为 明显 ， 两国关系 由此 陷人

巨大困境 。 最为重要的是 ，
伊朗方面在 １ ９ ８７ 年宣称 ， 结束沙

特对麦加 的统治 、 在麦加建立一个独立的 由全球穆斯林共管

的城市国家 。 这直接挑 战了 沙特和瓦哈 比派独享麦加 的合法

性 。 事实上 ， 建立全球信徒共 同分享主权与治权的独立宗教

圣地国家并非霍梅尼 的首创 。 此类构想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的扩张过程中 已有成功先例
，
如 １ ９ ２９ 年梵蒂冈城国 的诞生 。

自 君士坦 丁大帝皈依后
，
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可谓顺风

顺水 。 在历史 的变迁 中 ，
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与 东方正教 。

天主教始终以 罗 马城为核心
，
在亚平宁半 岛 中部建立起一个

教皇 国 。 这是一个城邦与领地 的共 同体
，
经历 了覆灭与重生 。

在中世纪 ， 教皇不但掌握着西欧地 区 的最高宗教权力 ，
还依

靠教皇 国行使世俗君主的统治权 。
１ ８４８ 年欧洲革命后 ，

民族

主义浪潮席卷欧洲
，
长期 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城邦 开启 了意大

利统一的战争 。 在意大利军队攻克罗马之前 ， 意大利 国王提

出 ， 将罗马城西部留 给教皇 以便建立一个完全独 立的主权 国

家 ， 却遭教皇拒绝 。
１ ８ ７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意大利军 队攻 陷 罗

马 ， 教皇退守梵蒂冈城内 ， 并 自 称
“

梵蒂 冈 的 囚徒
”

。 由 于意

大利保守力量 的反对 以及教皇 国 曾 经 的主权地位
，
意大利并

未将梵蒂 冈合并 。 教廷与意大利之间开启 了长期的 对立
，
直

到 １ ９２９ 年 ２ 月 １ １ 日 ， 墨索里尼政府与教廷达成 《 拉特 兰条

约 》 。 教廷正式承认罗 马为意大利首都 ， 意大利则承认教皇在

梵蒂冈城 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 。
？

自 此
，
在

法理上 ， 教皇 国被梵蒂 冈城 国所取代 。 尽管梵蒂 冈 的领土仅

①
“

Ｌａｔｅ ｒａｎＰａｃ ｔｓＯＦ１ ９ ２９
，

”

ｈ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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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 ｋｅｓｃｈ／ ｔｒｅａｔｙ ， ｈｔｍ（ 登录 时

间
：
２ ０ １９ 年 ３ 月 ３ 日 ， 下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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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０
．
４４ 平方千米

，
是全世界国 土面积最小 的 国家 ， 但教皇利

用其双重身份参与 国际交往 ， 在国际关系 中具有极其重要 的

影响力 。 梵蒂冈 城国作 为 国 际法意义上的主权 国 家 ， 教皇是

其国家元首 ， 行使世俗统治权 。 另
一方面 ， 作为 天 主教领 导

中枢的罗马教廷坐 落于梵蒂 冈城 内 ， 教皇又可直接 以教廷最

高领袖的身份 ，
行使针对全球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力 。 梵蒂冈

城 国成为主权 国家体系 中较为 独特的一种 国家形式 ，
它身兼

领土迷你小 国与宗教超级大 国 的 双重特性 。 战 后 ， 意大利共

和政府继续承认 《 拉特兰 条约 》 的法律效力 。 以梵 蒂 冈城国

为榜样 ， 联合国 的 巴 以分治决议最初试 图将 巴勒斯坦划分为

阿拉伯 国 、 犹太国 和耶路撒冷三个部分 。 其中 ， 耶路撒冷作

为三大宗教的共 同圣诚 ， 不属于任何 国 家
，
而是 由 联合 国进

行管 理 。 第一 次 中 东 战争爆 发后 ，
巴 以 冲 突不断加 剧 ，

至

１ ９６ ７ 年第三次 中 东战争期 间 ，
以 色列完全吞 并了耶路撒冷 。

将耶路撒冷转变为
一个城市 国家 的可能性就此消失 。 从 ２ 〇 世

纪 ８０ 年代起 ，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直谋求建立 以东耶路撒冷

为首都的 巴勒斯坦 国 ，
因而巴 以 双方都不支持耶路撒冷 的 国

际化 。
１ ９７９ 年

，
在宗教圣城建立梵蒂 冈式的城市 国家的设想

再度出现 ： 当时 ，
伊 朗 国 内 掀起 了 反政府浪潮 ， 巴 列维 国 王

逐渐失去 了 对局势的控制 。
１ ９ ７８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
原属 反对派

国 民阵线阵营的沙布尔 ． 巴赫蒂 亚尔被任命为首相 。
１ ９ ７９ 年

１ 月 １ ６ 日 ， 国 王流亡 国 外 ，
巴赫蒂亚尔开启 政治和解进程 ，

释放政治犯 、 解散萨瓦克 （
秘密警察 ） ，

并批准流亡海外 １ ４

年的霍梅尼返 回伊朗 。 新首相打算在什叶派大本 营库姆建立

一个梵蒂 Ｒ式的城市国家 。 霍梅尼于 ２ 月 １ 日 返回伊朗后 ， 并

不接受巴赫蒂亚尔领导 的政府 。 他指 出 ：

“

我要踢他们 的 牙

齿 。 我指定政府 。 我在这个 国 家的支持下指定政府 。

”

２ 月 ３

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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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霍梅尼威胁道 ：

“

不要惹 我邀请人 民开展一次圣战 。

”

２

月 ４ 日
，
巴赫蒂亚尔回应道 ：

“

作为一个穆斯林 ，
我从未听过

一场关于一个穆斯林针对其他穆斯林的圣 战 。 我既不会与 国

王
，
也不会与霍梅尼妥协 。 我将不会允许阿亚 图拉霍梅尼组

建一个临时政府 。
一生 之中 有这么一个时 间

，

一个人必须站

稳脚跟并说不……我从未见过
一

本关于一个伊斯兰共和 国 的

书
，
也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人谋求那件事……一些 围在此阿亚

图拉身边的人如 同暴力 的秃鹫 … …这些神职人员 应该到库姆

去并在其周 围修建一堵墙 ，
创造他们 自 己 的梵蒂冈 。

” ？ 然而
，

霍梅尼所要建立的神权共和覆盖整个伊朗 ，
而非一个小小的

库姆 。 库姆城国 的设想最终湮灭在伊斯兰革命的洪流 中 。 讽

刺的是
，
伊斯兰革命结束 以后 ， 伊 朗 与沙特关系 持续恶化

，

两国 围绕朝觐的 冲突 开始加剧 。 为 了缓和矛盾
，
伊 朗正式呼

吁在麦加建立城国 。

在 １９８７ 年的朝觐 冲突 中 ，

２００ 多名 展开政治活动的伊 朗

朝觐者被沙特 国 民卫 队击毙 ， 沙特警方和其他朝觐者也伤亡

甚众 。 此事导致伊朗对沙特的敌意更加强烈 ， 控诉
“

圣城麦

加被异教徒所统治
”

。 为了反击伊朗 的宗教挑衅 ， 沙特于 １ ９８ ７

年 １ ０ 月 在麦加召开国 际会议 ， 并耗费数亿美元用以 造访全球

６００ 余位支持者 。 他们谴责伊朗什叶派煽动邪恶之火 、 对暴力

恐怖主义漠然置之 。 伊朗 则在 １ ９ ８７ 年 １ １ 月 召 开
“

保卫圣寺

之神圣与安全 国 际会议
”

，
号召

“

将麦加从
‘

沙特之爪
’

中

‘

解放
’

，
以及国 际穆斯林联合起来将圣城作为一个独立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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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来治理 。

” ？ 尽管伊朗是非 阿拉伯 国家 ， 但伊朗 的梵蒂 冈式

麦加城国呼 吁并 未招致伊斯兰 世界的 普遍反对 。 究其缘 由
，

沙特在麦加城市管理方面确实存在诸多问题 。 首先 ， 自 １ ９ ２４

年攻占麦加 以 来 ， 沙特便开始按 照 瓦哈 比派教义改造麦加 ，

大批圣墓 、 圣址 以 及不符合哈瓦 比教义 的宗教建筑被彻底清

除 。 即便在主流的逊尼 派人士看来 ， 这也是难 以 接受的 。 其

次 ， 在朝觐期间 发生过多起踩踏事件 ， 而这些安全事故 与麦

加城市改造设计 中 的 缺陷 有着莫大关联 。 沙特政府从未根除

这些安全隐 患 。 为 了发展后石油时代 的全新朝觐业
，
沙特政

府无视专家意见 ， 在麦加 大兴土木 ，

一边修建豪华酒店 ，

一

边继续扩建禁寺 。 此类商业行为更是破坏了麦加的宗教风貌 。

在 １ ９８６ 年
，
沙特法赫德国王宣布将

“

陛下
”

之称改为
“

两圣

寺监护人
”

（ 或
“

两圣城监护人
”

） ，
意在进一步保 障沙特独

享麦加统治权的宗教合法性 。 历史上 ，

“

两圣寺监护人
”

最初

为非正式头衔 。 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征服两大圣城后
，
此

头衔开始延续使用 。 至奥斯曼帝 国末期 ，
由 于苏丹兼哈里发

对圣地的控制力不断被削弱 ， 官方开始允许麦加实际统治者

——哈希姆家族 的麦加大谢里 夫使用此头衔 。 伊本 ？ 沙特正

式就任希贾兹 国王 以 后
，
该头衔在此后 的 ６０ 年 间 已 不再 使

用 。 因此 ， 法赫德 国王的改称意味着
“

两 圣寺监护者
”

在伊

斯兰教史上首次作为 正式头衔而存在 。 这表明 ， 他 已经深刻

意识到伊朗什叶派革命输 出 的威胁
，
以及一些逊尼 派穆斯林

对沙特王室和 瓦哈 比派教士的不满 。 在哈里发 已被废除 的情

况下 ， 沙特的
“

两圣寺监护人
”

实际上具有某种 哈里发 的 意

味 。 沙特坚持本国对麦 加 的绝对主权 ， 坚持按照 哈瓦 比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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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重塑麦加 ， 坚决反对所谓 的麦加城 国方案
，
但是 ， 它又

巧妙地将全球朝觐治理权从麦加 主权 中 剥离
，
用 以缓解来 自

什叶派和逊尼 派两大 阵营的激烈批评。 换言之 ， 沙特在全球

朝觐的具体组织上逐步让渡主权 、 放弃 了主导地位 ， 但仍坚

持本国的朝觐总负责兼实施者身份 。

除了全球朝觐治理事务 的 民 主化 ， 沙特在伊斯兰合作组

织 中 的表现也彰显出它在麦加 问题上
“

原则坚持与战术妥协

相并存
”

的政治策略 。 伊斯兰 合作组织成立于 １ ９ ７０ 年
，
是 目

前全球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伊斯兰 国际组织 ， 其讨论 的议

题较为广泛 ， 朝觐 问题则是重中 之重 。 沙特期望 ， 通过伊斯

兰合作组织共 同解决全球朝觐管理中 的 问题
，
从而在麦加归

属问题上彻底孤立伊朗 。

“

虽然对朝觐的正式管辖权仍保留在

沙特手 中
，
但伊斯兰合作组织负 责制定 朝觐政策并实施监

督
”

，

“

Ｏ ＩＣ 是关于朝觐妥协机制 的设计师 。 妥协机制为伊斯

兰 国家提供 了一个论坛 ，
可 以将朝觐改革与对许多问 题的讨

价还价联系起来 。 相互竞争 的 国 家乐 于接受有关朝觐政策 的

交易
，
因为他们愿意在那些与朝觐本身无直接关联但又 同等

重要的领域中做出让步 。

” ？ 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 中 的三

大集 团 （ 阿拉伯集团 、 亚洲集 团和非洲集 团 ） 间 的相互博弈

与制衡
，
以朝觐为切人点 、 以石油美元为后盾 、 以伊斯兰合

作组织的权力 民 主化为手段 ， 换取各伊斯兰 大国在麦加 主权

上对沙特 的 支持 。 沙特
“

收买 与孤立并举
”

的 战略确 实让

“

麦加城市国家论
”

基本失去 了支持者 ， 但麦加的城市规划设

计与管理水平 、 朝觐名 额分配 、 沙特政府和外交机构在朝觐

事务上的运行水平与效率都会不时诱发各种针对麦加未来 国

① （ 美 ） 罗伯 特 ？ 比安奇著 ， 王佳尼 、 钮松译 ：
世界政 治与 国际 法视野下 的朝觐

制 度
”

， 载 《阿拉伯 世界研究 》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３ 期 ，
第 ４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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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地位的论争 。

麦加不仅是伊斯兰第一圣城 ，
也是伊斯 兰世界 的 心脏 。

对于当前掌控圣城 的沙特王 国而言
，
麦加具有双重 的合法性

意义 。 在现代沙特王国 的发展历程中 ， 这种意义集 中体现在

三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及其后续事件上 ：
１ ９２４ 年 ， 沙特王室

吞并麦加 ， 标志着沙特融入现代 国际体系及哈瓦 比 派全球扩

张的发轫。
１ ９ ７９ 年 的麦加禁 寺事件标志着沙特开始应对威斯

特伐利亚的
“

宗教 回归
”

。
１ ９ ８７ 年

，
麦加

“

城市 国家
”

论兴

起 、 伊斯兰合作组织出 现 民 主化趋势 ， 由 此带 出 了沙特王室

与瓦哈 比派能否独 享麦加 、 主导朝觐是否走 向 终结 的 疑 问 。

从伊本 ？ 沙特开 国 开始 ， 沙特主动参与现代 国 际体系
，
以 独

立主权 国家身份参与 国际政治 ，
并以瓦哈 比化的 麦加为基础 ，

化身
“

伊斯兰盟主
”

领导伊斯兰 世界 。 此后
，
国际体系发生

转型
，
国际关系的

“

宗教 回归
”

趋势 日 愈明显 ， 国 际组织作

为新的 国际行为体发展迅猛 。 在转型 的 国际体 系 中 ，
麦加带

给沙特的双重合法性可谓有 利有 弊 ：

一方面
，
沙特将全球朝

觐管理事务与年度性麦加朝觐的 具体组织职能相剥离 ， 从而

获得 了外交灵活性 。 另 一方面 ， 哈瓦 比派从现代 国 际体 系 的

边缘迈向 中 心
，
其招致 的误解与误读也将更为 明显 。 纵观历

史 ， 哈瓦 比与威斯特伐利亚 的精妙平衡 ， 是沙特将麦加纳入

版图并有效治理 ９ ０ 余年的秘诀所在 。 得益于上述两大要素的

高度聚合 ， 沙特的政教联盟体制较为稳 固 ，
能够成功应对来

自 国 内与 国际的双重挑战 。
１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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